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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11月17日，朗朗的吟诵声从上海大学图报厅传出，以“诗
词共美，山海同吟”为主题的2024全球中华诗词吟诵大会暨第八届中华诗词吟诵大会在此举行。中华诗词吟诵大会
今年首次向海外选手开放，来自巴西巴伊亚联邦大学的中文爱好者李峰和刘惠静，在此次比赛中以一首《青玉案·元
夕》的朗诵斩获国际组一等奖。昨日，他们已经回到了家乡，但他们与中国文化的缘分仍在继续，此次旅程在他们心中
留下一颗生生不息的文化火种。 实习生 孙思毓 张振宇 青年报记者 马鈜

东风夜放花千树
同样的极致浪漫

不同的境界与感受

尽管是巴西人，但是稼轩词
中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
落，星如雨”所描写的浪漫景致
和意象，对于李峰和刘惠静两人
来说并不算陌生。因为他们来
自巴西萨尔瓦多——一座美丽
的海滨小城，被誉为“全巴西最
快乐的城市”——这里有着闻名
全球的狂欢节。

“这座城市因为我们的派对
和狂欢节而闻名，这是我们的特
色。”于他们而言，狂欢节和大型
节日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
们也很熟悉这种节日氛围。

对于萨尔瓦多人来说，狂欢
节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为了为
期6天的极致浪漫与欢乐，他们
几乎要用一整年时间来筹备与
等待。选择《青玉案·元夕》参赛
并不是偶然，李峰和刘惠静都
说，“一夜鱼龙舞”的热闹带给了
他们别样的触动。在远离南美
洲，跨越大洲大洋的遥远距离
外，他们感受到了和家乡相似的
浪漫、热情、快乐，但是中华文明
又让他们体验了全然不同的文
化意境。《青玉案·元夕》的下半
阙峰回路转，从热烈归于冷寂，
寻觅与孤独、惊喜与顿悟，情感
之细腻、复杂让李峰“无法用言语
来形容”。他被这种与众不同的
视角深深打动，“他要找的人就在
外面，没有灯光的地方，我喜欢那
种寂静的感觉。”李峰形容道。

除了结尾处的冷寂，上阕中
载歌载舞、鱼龙漫衍的热闹情境
也令他们印象深刻。虽离元宵
节尚有时日，鱼灯表演却恰是前
几日刚在上升新所举办过的。
记者向他们展示了几日前鱼灯
巡游的视频，鱼贯而出的竹制鱼
灯灵活地摆尾，喧闹的锣鼓划破
漆黑的夜幕，串联起簇拥的人
群。面对此情此景，李峰和刘惠
静用了三个形容词来表达自己
的感受：时髦的，叹为观止的，美
轮美奂的。“它更像我们在电视
上看到的，很遗憾我们在上海的
日子里没有看到这种表演。以
后我也想趁着节日来到中国，亲
身参加这种活动。”李峰表示。

宝马雕车香满路
上海一周游

仿佛身处未来世界

此次旅程令他们印象深刻
的不仅是诗歌中的盛事，还有中
国的校园。谈及比赛的举办地
上海大学，李峰忍不住感叹，尤
其是食堂中的美食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味觉记忆：“上海大学太
令人惊叹了，想象一下，如果我
们在巴西有这样的大学，那真是

太棒了。那里有很多供学生居
住和活动的场所，而且都非常不
错，尤其是大学里的食物。有很
多餐厅，提供各种各样的中国美
食，我们在大学里吃了很多美味
的食物。”

诗词吟诵大会结束后，他们
并未启程归国，而是花了一周游
览上海。在这一周中，他们去了
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新天
地。就在采访的前一天，他们去
了中共一大会址，“那里非常
棒！”他们还去了东方明珠，“太
惊人了，当我在上面的时候，我
想，‘哦，我的天呐，它太高了！’
我在那里拍了很多照片，我非常
喜欢那里。”

“现代”“传统”“未来”，他们
这样形容上海。三个看似矛盾
的词背后，是上海这座城市海纳
百川式的多元与包容，“当我在
上海街头漫步时，我感觉自己仿
佛生活在未来，因为我看到了很
多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李
峰说道。

众里寻他千百度
与中文结缘

远赴重洋来参赛

11月24日，在准备启程回
巴西的当天，巴伊亚联邦大学孔
子学院的学生李峰和刘惠静仍
抽出下午的时间，在上生新所向
记者分享了此次参与诗歌吟诵
大会的上海之旅。

李峰，今年37岁，是一位生
物学家，目前在巴伊亚州政府工
作，主要是为政府做测绘，进行
地球技术和地球信息数据的处
理。他学习中文的契机源于一
次旅行。去年夏天，他前往北京
和长春。回国后，他开始在巴西
巴伊亚联邦大学孔子学院学习
中文。在这过程中，“我了解了
很多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李
峰分享道。

刘惠静，今年27岁，她即将
完成社会学课程，明年她将正式
毕业。在课程学习中，她接触到
了中国古典文学。“我学中文，是

因为我的梦想是用中文阅读《西
游记》。”面对采访，她显得有些紧
张：“我是个内向的人，不太喜欢
说话。”但说起学习中文的契机，
她松弛下来，面露向往。为了靠
近梦想，她已经在巴伊亚联邦大
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一年了。

在孔院的学习让他们接触
到了中国诗歌，也从此爱上中国
诗歌。此次他们从巴西远赴上
海参加全球中华诗词吟诵大会
便是来自孔院中文老师的介
绍。“她鼓励我们参加，我们从老
师那里学到了很多，在这个比赛
中更是学到了很多。这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他们
直言，他们的居住地萨尔瓦多，
不像圣保罗等城市中国人较多，
也很难更加深入地接触到中国
文化，所以当他们收到诗词吟诵
大会的邀请时，他们非常高兴。

“这对我们来说很荣幸。”为了更
好地学习中文诗，十月底，他们
跨越大洋，来到上海大学。

从选题，排练，到最后上台，

一共耗时一个半月。在这短短
几十天内，他们需要掌握一首词
的全部读音、韵律与含义，并以
吟诵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对于非
中文母语者而言，绝非易事。在
两位老师的指导下，他们每天都
在练习，调整发音，直至上台。
即使已经练习了40几天，在舞台
上他们仍感到紧张。“我以前从
未这样做过，我不是一个经常上
台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上台就像是我们旅程的一
个篇章，虽然有点紧张，但我感
觉很好。”谈起登台体验，李峰提
到。努力的结果不会缺席，最后
他们获得国际组一等奖。面对
这个奖项，他们却表现得很谦
虚：“我甚至不确定这是怎么发
生的。”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中文是一个

如此巨大神奇的世界

“对我来说，中文是一个如此
巨大、如此神奇的世界，它一直在
向我敞开，我学到了很多，特别是
关于中国文化和语言。”以旅程与
梦想为开端，李峰和刘惠静与中
国文化的缘分未完待续。

说起中国诗歌，他们兴致勃
勃地分享了自己最喜欢的诗人
和诗句。“我最喜欢的是现代主
义的诗人席慕蓉，我知道她的一
本书，我还不能读懂里面的中文
诗。”刘惠静说道，她最喜欢的古
典诗则是孟浩然的《春晓》。面
对这首之前未曾尝试朗读的诗，
她显得有些紧张，甚至有些郑
重。随后，又在自己的吟诵声
中，缓缓归于平静。李峰则向记
者分享了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

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们
用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感受诗句，
吟诵诗句，以独特的演绎赋予了
中国诗词别样的风貌与色彩，也
向我们展现出中国诗歌生生不
息的活力。正如叶嘉莹老师所
说，“诗歌是有生命的，那个生命
到现在也是活的，所以诗歌里不
仅有一种感发的生命，而且是生
生不息的，是一可以生二，二可
以生三的。”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
古典诗歌自始即以其能予人直
接的感发之力量为最基本的特
色。吟诵作为我国诵读古典文
学作品特有的传统方式，也是
读者学习、欣赏诗词文赋的最
佳途径。从“行吟泽畔”的屈
原，到“吟诗作赋北窗里”的李
白、“歌吟终日如狂叟”的白居
易，再到“得听清吟，至绝眠餐”
的蒲松龄、“吟罢低眉无写处”
的鲁迅，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
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
起来的。

诗歌作为中国语言的精粹，
带给人的触动毋庸置疑。但带
给中文别样魅力的绝不仅是诗
歌，更是每一个中国人。“能来到
中国，与你们一起学习，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因为对我来说，中国
人就是这个文化的核心。当我们
被一个中国人接待时，那是一种
很特别的感觉。接待我们的老师
和同学太棒了，他们为我们做了
很多事情。几天后我们突然明
白，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行为，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我真
的很感激你们中国人以这种方式
欢迎我们，拥抱我们，我真的很开
心。能来到中国，一切都太棒了，
人们非常热情，很乐意了解我们，
与我们见面，交朋友。”李峰说道。

巴西中文爱好者越洋来沪吟诵千古名篇

一夜鱼龙舞，“舞”过万重洋

李峰（左）和刘惠静。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两位巴西的中文爱好者在中华诗词吟诵大会舞台上。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