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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刘 素 萍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校园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构建和谐校园，主
体是校园师生，关键是校园师生对校园文化完整的理解，准确的传达。大学生对校园文化把握

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必不可少地需要有艺术的即审美方式的把握。在艺术的把握方式中，诗歌

具有独特的文化传承力和提振人心力。通过文人创作、课堂讲授、诗歌节诵读等多种方式，使

校园人———教师和学生，通过审美接受的三个阶段：认真观览、仔细品味、创造理悟，达致审美

的愉悦并接受隐含其中的精神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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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文化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精神环境和文

化气氛，它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

化这 种 物 化 形 态 的 内 容，也 包 括 学 校 的 传 统、校

风、教风、学风等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下来的

为学校成 员 共 同 认 可 并 积 极 传 承 的 精 神 形 态 内

容。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其天然

的出生胎记与其成长期的独特经历共同造就了它

的与众不同之处，对被教育者的塑形作用巨大。
校园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润

物细无声”的作用。其在营造高雅庄重校园文化

氛围、提高思想教育质量、深化育人效果方面有着

独特的作用，尤其在校园文化传承和提振人心方

面作用突出。

　　一、诗歌：高贵的血统与文化传承作用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曾经是中国 文 化 的

“正声雅言”，从“诗三百”到屈宋楚辞，从汉大赋到

汉代文人五言诗，从唐诗、宋词、元散曲到现代诗

歌，五千年的文化史同时也是一部诗歌史，其间著

名的诗 人 如 灿 烂 星 辰，无 以 计 数，屈 原、曹 操、李

白、杜甫、白 居 易、苏 轼、李 清 照、纳 兰 性 德、毛 泽

东、郭沫若……其脍炙人口的诗篇，就是我们中华

文化的精神高原，我们从中所受到的潜移默化的

影响，是我们民族认同、爱国爱家的精神源泉。屈

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白的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文天祥

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毛泽东的

“红军不怕远 征 难，万 水 千 山 只 等 闲”、抗 日 名 将

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气贯长虹的就义诗“恨不抗

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等

诗句，不仅仅是一句句精彩的诗句，而是中国人肯

于为国牺牲、勇于担当、勤于思索、舍我其谁等民

族精神的高度凝练。
诗歌在民族精神文化的传承中意义 重 大，在

校园文化的精 神 传 承 中 也 同 样 不 可 或 缺。“严 谨

治学、勇于创新、精心育人、志在四方”是石家庄

铁道大学的优良校风，而这“志在四方”的传统来

自哪里？当然是当年的铁道兵部队传统，但也不

能否认《铁道兵志在四方》的诗歌文化传承———背

上行装 扛 起 了 枪，／雄 壮 的 队 伍 浩 浩 荡 荡，／同 志

呀！你要问我们那里去，／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离别 了 天 山 千 里 雪／但 见 东 海 万 顷 浪，／
才听塞外牛 羊 叫，又 闻 江 南 稻 花 香。／同 志 们 迈

开大步呀朝前走，／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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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歌当年曾激励了包括我校历届毕业生在内的无

数铁道兵，他们为国家建设勇于开拓，不怕牺牲，
修建出了经济建设的铁路大动脉。今天，“志在四

方”已是学校的优秀传统和优良校风，被全校师生

接受，为社会各界赞叹。在２０１０年六十年校庆之

际，我校校友、现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的

《铁道大学赋》［１］，因其对“志在四方”精神准确的

文学解读而得到全院师生的认可，成为学校的文

化史诗，该赋“体物而浏亮”［２］９９，许多老铁道兵读

到其 中“遥 忆 当 年 披 戎 装，举 军 旗，耀 军 徽，铸 军

魂。硝烟方尽兴大业，志在四方献青春。逢 山 开

新路，遇水架高桥，不坠青云志，永驻奋斗心”时不

禁潸然泪下，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而青

年学子则在对诗歌的含英咀华中再次感受到了学

校光荣的军队历史和前辈们志在四方艰苦创业精

神的 豪 迈，在 骄 傲 激 动 之 余 暗 生 继 承 创 新 之 想。
《铁道大学赋》现已成为校史馆的镇馆之宝，是进

行校史、校风教育的好教材。

二、诗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如何作为

（一）创作作为

校园的诗词文化建设需要大力倡导，创 作 是

最大的作为。李东东这样的大家创作为我们做出

了典范。《铁道大学赋》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提

高了我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校端午诗歌节中

有主题的“诗歌征文”环节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

要步骤，如第三届端午诗歌节的“‘中华赞’诗词歌

赋楹联征文”活动，收集到作品数百份，这些作品

有歌颂屈原爱国精神的，有歌颂祖国的，也有歌颂

我校近年涌现出的见义勇为模范的。在获奖作品

中，建０７０１－３班韩鹏的《写给杨之亚学长》令人

印象深刻，全诗如下：
写给杨之亚学长

青春如火，是他，用一腔热血将如此火势漫至

燎原。
青春如水，是他，凭借一股信念将如是水源润

泽人间。
青春如歌，是他，揽一己之力将如此歌声喊入

云天。
青春如诗，是他，用一种执着将此诗诠释———

真爱满人间。
寒冬腊月，霜冷长河，祸起堤岸。
呼声如电，闻讯惊出，临危受难。
难以想象，面对暗流汹涌如割刺骨冰寒，他是

如何纵身一跃，激起冰河万丈，直落九天。
难以描摹，面对大自然雄威下己命如悬，他是

如何决断瞬间，置死生于度外，气慨恸天。
难以磨灭，面对苍茫人世变乱你欺我骗，他是

如何风姿傲然，铁骨铮铮，好一个人间硬汉！

什么是“精心育人、志在四方”？即学校“精心

育”德智体全面发展之人，学生“志在”国家、人民

需要的 地 方。杨 之 亚 就 是 我 校 培 育 出 的 优 秀 学

子，他 在 人 民 需 要 的 时 候 纵 身 一 跳，高 度 诠 释 了

“志在四方”的深刻内涵；韩鹏在诗中赞誉杨之亚

舍己救人的精神是“真爱满人间”、“风姿傲然，铁

骨铮铮，好一个人间硬汉！”情真意挚，形 象 鲜 明。
杨之亚是我校“志在四方”精神的实践者，韩鹏是

我校“志在四方”精神的书写者，他们以各自的努

力，丰满着校园的精神文化。没有自我楷模的校

园文化是浅薄的，但有自我楷模的校园文化如果

没有诗歌的传承，是单薄乏味的，诗歌创作，在创

造和传承校园文化中作用独特。

（二）教学作为

《中外诗歌鉴赏》课已经开设十几年了，至今

已有上千人学习过此课，该课程不仅普及诗歌理

论的一般知识，更多的是欣赏几千年来中华民族

文化史上保留下来的风格各异的优秀诗篇。笔者

选择的多是具有“文化传承力和提振人心力”的诗

歌，目的是使大学生在接受美的熏陶的同时更感

受到肩头的责任。如毛泽东诗歌，把政治家的毛

泽东与诗人毛泽东融合在一起，把求个人发展的

毛泽东与求民族解放的毛泽东交织在一起，把抒

发政治怀抱的毛泽东和爱家庭亲人、爱自然山水

的毛泽东穿插在一起，让大学生们从毛泽东的生

命实践和诗歌实践中去感受一种“壮美”情怀，这

对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又把李东东

的《铁道大学赋》当作该课“开头炮”，主要讲授诗

歌的文化传承意义，由于是结合学校的历史讲起，
深受学生的欢迎。有学生在课下说，以前觉得咱

学校特没文化，通过李东东的《铁道大学赋》，我真

的认识了咱们学校了；也有同学在百度贴吧中说，
“中外诗歌鉴赏课，太给力了”，这力，来源于诗歌

中蕴含的国家、学校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

（三）诗歌节作为

从２００６年起，由人文 学 院 倡 导，学 校 开 始 举

３３　第１期　　　　　　　　　　刘素萍：论诗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办端午诗歌节，至今已经６年。其在营造校园人

文文化环境，建设和谐校园，丰富大学生业余文化

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诗歌节一般分两部分进行，一是“诗词歌赋楹

联”征文，一是开展经典诵读。此活动很快就与国

家的相关政策吻合在一起。２００７年，国家语委以

“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为主题，在天津、
山西、辽宁、江苏、福建、江西、山东、甘肃八省市试

点开展了“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取得了轰动

效果；２００８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

部、文化部、国家语委联合下发了《关于以传统节

日为主题开展经典诵读和诗词歌赋创作活动的通

知》（国语〔２００８〕１号），端午诗歌节也在校语委的

支持下办得越来越好。选择以诗文诵读的方式过

端午节，既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又是每年一次的诗

歌浪漫之旅，从屈原———我国文学 史 上 第 一 个 伟

大的爱国诗人出发，经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
再到校园诗歌，一诵一叹，一吟一得，大学生们就

是通过这样的校园节日文化，在诵读中走近、走进

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校的历史文化，正如周济部长

所言，“‘中华诵’是非常有创意的一项活动，符合

爱国主义教育的宗旨。”［３］

三、诗歌：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审美之中

和一般政治理论课学习注重理性接 受 不 同，
诗歌教育的完成是通过审美来实现的。无论是在

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下的阅读与实践中，诗歌对

大学生的精神塑形作用是隐行的，但效果持久。

（一）诗歌的审美接受

审美接受是以审美为目的的接受，是 非 功 利

性的接受。学生阅读作品时，其心理功能处于无

限自由的状态。这自由是高度的和谐状态，即感

性与理性、意识与无意识、记忆与幻想等一切心理

机制都处于高度的活跃状态。诗性逻辑以情感体

验为核心，在非理性的背后积淀着一种理性。比

如在鉴赏《铁道大学赋》时，文本的大气豪迈，用典

的精心，辞章的雅致，引人深思，味之不 尽。在 审

美的瞬间，学生们内心发现了美的对象，美的对象

与学生们内心的美的观念密切吻合，于是学生们

陶醉了，获得了情感的满足与精神的愉悦。这就

是审美接受。
个体的艺术审美欣赏是一逐渐从被动向主动

转移的过程，是由表及里、逐层深化的过程。意蕴

的显现是与主体心理功能的活动同时发生的。审

美接受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１．认真研读

这主要表现为学生对作品感性存在的直观把

握。诗歌的审美接受首先是从学生被文本的语言

打动开始的，文本的语言特质吸引着学生的注意

力，并使之产生一种特殊的情绪体验。毛泽东的

诗歌对学生完成的首先不是思想征服，而是气场

笼罩，语言征服。高尔基曾经说过，语言 不 是 蜜，
但可以粘住一切东西。学生通过认真研读，即通

过直觉循着客体形式所蕴含的力的结构及其运动

完成知觉完形。这是审美的第一步。

２．仔细品味

这主要表现为学生对文本中意象的解读和体

会。如果说研读阶段主要是根据作品的形象来理

解作品，品味则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审美前结构（包
括生活阅历、知识水平、艺术素养等）来丰富作品。
在研读阶段，学生的审美前结构处于潜在状态，至
多是在知觉完形中起着有限的作用。在品味这一

阶段中，这种审美前结构明显地活跃了起来，发挥

着主动创造的作用，表现为以想象的方式来填补

作品中的空白。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丰

满学生的审美前结构，比如要欣赏《铁道大学赋》，
就要先把铁道兵的历史、我校的历史给学生有一

准确的介绍，这才有助于学生对文本的深刻认识。

３．创造理悟

这是诗歌鉴赏的高级阶段，它是一种 对 艺 术

世界在品味、体验基础上的哲学思考。如果说学

生在欣赏中的研读、品味是主体的完全进入作品，
那么欣赏中的理悟，则是理性的把握，是主体出乎

其外。说这悟是创造性的，就在于每一个学生对

同一首诗歌产生的理悟绝不完全相同，俗话说，有
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当《铁道大学

赋》经教学而进入到学生心中后，每个学生对“硝

烟方尽兴大业，志在四方献青春。逢山开新路，遇
水架高桥，不坠青云志，永驻奋斗心”的理解和感

受定会不同。但无论感知多少，其作为一种精神

记忆将从此“潜伏”在学生的头脑中，在未来的学

习、工作中将会多次作为“审美前结构”出现，决定

着其在未来对事物的态度和选择。

（二）诗歌的提振人心功能

人之为人，是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高级 理 性 情

感动物，有着自身独立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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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诗歌审美地把握世界，使学生在鉴赏中让生命

力超越现实生存，体悟深沉而丰富的人性，实现对

超越精神和完美境界的追求，从而不断净化灵魂、
陶冶情操、升华人格、提高素养。

优秀的 诗 歌 可 以 从 审 美 创 造———到 审 美 接

受———再到提振人心，这是一个流程，不是是否可

能，而是肯定如此。审美接受是中间环节，提振人

心是必然结果。诗词抒情言志，往往蕴含着特定

的时代内涵和思想情感，阅读者会在文字的召唤

下跨越历史与情感的长廊经文学审美体验之途而

达致振奋精神之目的，《铁道兵志在四方》、《铁道

大学赋》、《写给杨之亚学长》等诗在隐形宣传校园

文化的同时，还能达到提振人心之目的。
但必须承认，现在的校园文化中，有这样主题

与承担并广受学生欢迎的诗歌越来越少了。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审美创造面临着商品大潮的冲

击和“后 现 代”话 语 的 消 解。而 感 性 的 解 放 与 宣

泄，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匮乏，妨碍感性和理性在

更高层次上的结合。表现在审美创造上是理想式

微、崇高消隐、诗意淡化，而代之以欲望的膨胀、游
戏的盛行、用身体写作。“显然，审美创造存在着

反美学、反人文、反文化的倾向。在市场经济的今

天。追求世俗生活有天然的合理性，但人不能因

此而沉沦于世俗的生活中，丧失精神之维，泯灭良

知、正义和是非标准，去承受一种没有敬畏心情和

崇高仪式的生命的贫困。”［４］８７胡锦涛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要

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

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加强对青少年的德育

培养，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

文明的生 活 方 式。”［５］２１．２２通 过 诗 歌 创 作、课 堂 讲

解、诗歌节诵读等审美接受方式，充分发挥诗歌提

振人 心、积 极 的 自 我 教 化 功 能，完 成 传 播 先 进 文

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思想政治教育

任务，为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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