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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3年至今，他写了40年。
他不只发现了那些美，还呈现了美的表

达。在他这本诗集《太阳的孩子》里，从天上的
月亮太阳到地上花鸟鱼虫，都是与孩子们心灵
相通的伙伴，甚至就是一个个孩子的化身。“六
月是冰淇淋/六月是泡泡糖/六月被我们嚼得甜
甜的/六月是花裙子/六月是太阳帽/六月被我们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呵 甜甜的六月呦/漂漂亮亮
的六月。”（《我们的六月》）任你是谁，任你在哪
个年龄段，读到这样通感缤纷的诗句，一颗童心
都会按捺不住地跃跃欲试吧？在湖边嬉戏的孩
子看见了什么？“彩云/在水里/我/在水岸/在彩云
上边/一只小鸟飞过”，于是这惊异于水面生动倒
影里的孩子不禁疑惑起来：“小鸟在游泳吗？”话
音未落一脚入水，便是“踩了一下天”——巧妙
的视角，轻盈的句式，奇妙的想象，无边的快乐，
透过这首《我踩了一下天》传递给每一个读到这
首诗的人。即便是成年人，也会因此怀想自己
的童年的某一刹那而莞尔一笑吧？

他是美的表达者，更是美的引领者。他在

世界的宏阔里打开人与自然相连的通途，引领
这世界最稚嫩的手去触摸“浪花”，变身“礁石
娃”，以最清澈的眼眸观察“春天的大舞台”，在
壮美的“草原交响乐”里去分辨“鸟声的颜
色”。小小一枚“纸船”，载着孩子们的梦想飘
向远方……老一辈诗人石天河对此曾有赞语，
说他的儿童诗创作“有一种青春气息，有一种带
着微笑带着歌唱走向春天走向阳光的力量。”

告诉一个孩子什么是什么，总是容易的，也
是必需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往往是从给
事物命名开始，建立最初的概念。尤其对一个
孩子，告诉他（她）头顶上面的是天，脚下踩的是
地，远山绿色是树是草，姹紫嫣红的是花朵，最
直接的告诉很直接，也是最简单的。难的是，如
何感知它们，解读它们，如何去感受其中蕴含的
情感并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

这曾经做过农村中学语文教师的引领者，
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早已发现，现在的孩子们
内心深处极其讨厌空洞说教，他们平日素喜平
等的交流，也并不难接受真善美的多方启迪和
陶冶。他们虽然远未建立起真正成熟的“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心向往之。也总有一
天，这年轻的一代会接过前辈的火炬，行进在那
条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所以诗人从不高高在上
以各种训诫来显示师长的尊严，也不大模大样
自以为是地端起大人的架子，更不自降成人智
商或者假装天真模样，像某些低劣的童诗作者
那样，习惯性扭曲一张早已长开的脸，混在孩子
堆里做各种童稚姿态，假借稚嫩童声贩卖所谓
的成人智慧。这优秀的童诗作家仿佛天生就知
道，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自己不只是布娃娃的
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是一条鱼一只鸟或者一只
小兔子的至爱亲朋。所谓童心，就是孩子们总
是用自己创造性的想象来认识并诠释世界上的
一切事物。遥想彼时佛祖曾有言一花一世界，
一草一天堂，最初应该就源于一个孩子的童心
本真吧。也因为未成年，孩子们总是需要必需
的尊重和更多的理解，才会主动靠近成人的世
界。对于有丰富经验的人，通过适当的技巧，可
以把无意识的需要转变为有意识的需要。且心

理学试验已经证明，一个人身处美好的环境，比
待在脏乱差的环境更富健康快乐，优美的情境
更能够激发人们的勃勃生机；而一个心怀美好
善意的生命个体，更能够体会到外界真善美的
存在，并且其言行更能影响周围的环境；尤其是
当人们在外界发现了最高价值即自我实现的价
值时，就可能同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或加
强这种价值。深谙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诗人融
成人自身于童心之中，悉心揣摩孩子的所思所
想，自然平等地去袒露心声，不俯视不教训，总
是诚诚恳恳大大方方地告诉孩子们，我是你们
的朋友，我们都是太阳的孩子。于是我们看见，
他会在这个独属于孩子们的甜甜的六月，和他
们一起把六月做成月牙船、小天鹅，一起读阳光
读雷雨（《我们的六月》）。透过孩子眼睛看世
界，“六月摇着小手/我们要去远方 去远方/远方
是我们的世界呦/远方不再是小人书/呵 甜甜的
六月呦/是祖国给予我们的……”眼里有美，心中
有国有爱，和孩子们站在一起眺望远方，就是这
诗人最常有的创作姿态。还有怎样的教育和引
导，会比诵读这样的诗句产生更多情感与思想
的共鸣呢？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儿童诗里都不乏童稚
童心与童意童趣，不过我们在这位诗人的童诗
里，还可以看见“童理”，这更高童诗境界的表达
与导引。

诗人写《风筝掉在了树上》，描述那只曾经
曼妙的风筝一旦线断败落，各种狼狈难堪自然
接踵而至。当“伙伴不再是伙伴”，失去助力的
风筝“是怎样的悬而又悬”！诗人的焦虑密布字
里行间，诗人的痛苦透过文字扑面而来。诗人
眼睁睁地看着那风筝“不断与风们纠缠/与枝叶
们纠缠/一会儿雨点/一会儿云片/没有一只鸟儿
来帮忙/阳光闪亮着干瞪眼”，于是，这只深陷绝
境的风筝“成了公园里/孤独的流浪汉”。曾经爱
不释手，如今弃之不顾，“不再重现飞翔的画面/
不再花枝招展/有人摇头遗憾/有人同情可怜/甚
至有人骂他/风筝垃圾/风筝坏蛋/一点儿也对不
起春天”，当初高高在上有多体面，此刻狼狈沦
落就有多卑微，这高下境况巨变不啻云泥。世

事没有绝对真空的净土，人生不如意者八九，即
便身处少年天地，也难免有时被家长误解或被
同伴冷落，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更有甚者遭遇
同龄人校园霸凌的事件，也早已不是新闻了
吧。诗中有旁观者的同情也有过来人的预警，
有深切的痛苦也不乏一定的反思。从善如登，
从恶如崩，但是诗人不做那个站在道德制高点
上指手画脚的演说家，他只是描述，只是诉说。
而这样一首诗，能触动人心中的一些隐秘不可
说，能教人看见那些曾经被忽略或者被有意屏
蔽遗忘的，能让人感同身受地去思考，足矣。

曾以一首广受赞誉的政治抒情诗《长城断
想》被许多成年读者记住名字的诗人，如今却是
受到更多小朋友喜爱的儿童诗名家。作为被多
位评论家誉为“重庆当前坚持从事儿童文学创
作、持续发力、非常有实力和影响的一位作家”，
我们读他的童诗，即便只是一个孩子，也能品出
这世间除了酸酸甜甜的泡泡糖，还存在一种沉
重又苦涩的味道，它的名字叫“苦难”。诗人在
《我们的城市》中写城中孩子久居钢筋水泥森林
之困，传达他们向往绿色融入自然的渴盼，也写
《山娃子》《山妹子》生存的艰难。这位早已走出
村镇走入城市繁华且功成名就的诗人，从来没
有忘记有的孩子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目前还
没有彻底摆脱物质或精神的贫困。这些仿佛投
错了胎一样自小生活在贫瘠荒僻之地的孩子，
稚嫩的肩膀上过早地承担起了本不该由他们肩
负的劳苦和责任。面对这客观存在的社会现
实，诗人不回避不恐惧，亦不粉饰假装看不见，

“山娃子真想变成一只山鹰/飞过那最后的山
坳/看看山外究竟是啥模样/山外的路好不好走/
山外的世界还会不会令人叹息伤心”，诗人抒
写贫困儿童对苦难的忍受和担起生活重负的坚
强，更写出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憧憬和不
懈追求。

一枝随风摇曳的芦苇花儿，在诗人的笔下
“挥动条条花围巾/围在小河边/想给河水挡挡风/
让冬天的鱼儿们好睡觉”，“举起顶顶花绒帽/戴
在山头上/想给野草暖暖身/让冬天的小山们快
长高”（《芦苇花儿》）。开阔、简洁的笔触，在对

物象准确的观察体验中，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
膀，主旨生动形象的诗意表达，又一切皆以孩童
的眼睛和口吻去看、去说的写作，让读者看见一
位爱的耕耘者和播撒者，也是奉献爱心的示范
者。作品如此深入浅出地表达，也是希望孩子
们去学着这枝不畏严寒的芦苇花儿，把爱传递
出去给他人，给大众，做一个大写的人。

创作了这些美妙童诗的这位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曾先后获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
童文学奖”“建国40周年重庆文学奖”“台湾薛林
怀乡青年诗奖”“首届重庆儿童文学奖”和“小天
使铜像奖”等多项文学大奖。他还五次夺得年
度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的上海《少年文艺》杂志

“好作品奖”，作品被收入《儿童文学选刊》《中国
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60年典藏·诗歌卷》等
多种选刊、选集，以及教材、语文读本。其井喷
式的童诗集《叶片上童话》《会走路的树》《大风
的嘴巴》等多部儿童诗集，被多次再版，并上线
中央“学习强国”平台，上榜抖音爆款榜儿童文
学爆款榜第一名。

这部《太阳的孩子》2022年 9月由山东电子
音像出版社出版，是他正式出版的第10部诗集，
也是他的第8部儿童诗集，入选了中国百年六代
儿童诗名家《童诗百年》书系。这部诗集，精选
了他近 40年的童诗精品佳作 49首。其中，《纸
船》《我们的六月》等多首童诗，入选了大、中、
小、学前教育教材和语文读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
信中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
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
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提倡
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
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自己多读书、读好
书的同时，带着孩子一起去读一本童诗，他的作
品应该是很不错的选择。

文学生涯 40年风雨历练，童心依旧。想必
你早已知晓了这位美名远扬的童诗名家。没
错，他就是钟代华。

重庆万州作家协会副主席何真宗，是一位
从农民工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过去主要从事
非虚构文学创作。著有诗集《我的城乡地理》、
长篇小说《城市，也是我们的》等 8部文学专著。
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曾获
第二十五届全国鲁藜诗歌奖二等奖、首届全国
鲲鹏文学奖诗歌一等奖、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
化奖文学二等奖等重要奖项。为此，他于 2018
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专业技术职称评为文
学创作二级。近年来，何真宗又在歌词创作上
有所成就，引人关注。他创作的歌词在《词刊》
《民族音乐》《青年歌声》《岭南音乐》《音乐教育
与创作》等有影响的音乐刊物上发表 200余首。
其中，中国文联十佳期刊、中国音协主办的《词
刊》就发表了他的10余首歌词作品，一些歌词还
荣获全国多种奖励，大多被作曲家谱曲、歌唱家
演唱，在一些电视台、电台和各种网络平台播
放，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短短几年，他成为
全国文艺家协会中两大协会的会员。党和人民
关注着这位对从农民工中成长起来的底层作
家，他被推选为万州区政协委员，并成功选举为
区政协常委。

何真宗是诗人，在他从事歌词创作前，发表
了大量优秀诗歌，在诗坛颇有影响和名气，为他
的歌词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诗和歌词，是联系紧密的艺术形式，又有着
各自不同的艺术个性。但在中国古代，诗和歌词
为一体，吟诗实为唱诗。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
元九书》中说：“歌诗合为时而著，文章合为事而
作。”他这里主要讲诗文创作离不开时代和现实
生活。但他把诗称之为歌诗，并在新乐府运动中
大力提倡朗朗上口、便于传唱的“歌诗”，追求诗
与歌的统一。他还把自己创作的诗叫歌诗。宋
词、元曲更是和音乐相匹配。但新诗出现后，新
诗又叫自由诗，有的太自由，节奏感不强，不注
重音乐性，多不押韵，难以谱曲，便产生了能谱
曲的歌词艺术形式。无论是诗还是歌词，有一
个共同点，都要有诗意。但歌词除了要有诗情
画意，还要求音韵和美，节律感鲜明，甚至在形
式的段落、字句数都要大体一致。好的诗，有的
就是一首好的歌词。当然，并不是所有好的诗
都可谱曲，但真正好的歌词必定也是一首好诗。

何真宗从事歌词创作的时间不长，才四五
年的时间就创作了数量可观，艺术品位上乘的
歌词。这当然和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有关。

最近，有机会系统读到了何真宗创作的近
百首歌词，给我突出的印象是，从思想内容上
看，做到了“歌诗合为时而著，文章合为事而
作。”走了一条为时代放歌，为家国大事书写的
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在艺术上追求“诗”与“歌”
的完美结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概括起来
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何真宗的歌词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写，他的歌
词作品就是一幅新时代生活的美好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
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
文化文艺人才队伍。”我认为，优秀的歌词作品
一旦经作曲家谱出与之相适应的曲后，在群众
中传唱，引起共鸣，更容易产生“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的艺术效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
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是中共历代领导人的
人民情怀代代相传的艺术反映。何真宗作为一

名人民的作家，人民也成为他歌词作品最突出
的主题。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怀，与人民心心
相印，是何真宗歌词作品的主旋律。其主要题
材和思想内容都有具体而生动的表现。

他怀着无限的深情，讴歌我们这个立党为
公、宗旨为民的百年大党和伟大的祖国。他创
作的《党旗颂》《向党汇报》《心中的信仰》《不能
忘记》等作品就是证明。作者在《党旗颂》中通
过南湖红船上的那面红旗，从开天辟地党的建
立时的“风雨沧桑”到百年历程中的复兴华章，
闪烁着的“中国道路”的“特色光芒”，生动地呈
现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丰功伟绩。一
首歌词写出了党的光辉历程，也真诚抒写出了
诗人坚定的信仰和对党的赤诚情怀。正如诗人
在《不能忘记》中，面对党在百年来谱写出的“壮
丽史诗”，便情不自禁地倾吐出心声：“前行的路
上无论风雨/我要永远跟着你”，“向前走，不能忘
记/走过的坎坷风雨/走多远，不能忘记/走过的过
去，不能忘记”。作者反复书写的“不能忘记”，
就是我们党的初心，就是为实现党的初心的伟
大光荣的过去。是的，不能忘记，忘记过去，就
意味着背叛。作为一名作家诗人，不能忘记，就
是要有使命意识，要有责任担当，就是要为人民
书写，要为人民抒怀，要为人民放歌。

在脱贫攻坚战的新征战中，何真宗投身其
中，亲力亲为亲感亲悟，用歌词形象而生动地再
现了脱贫攻坚战这一世纪工程的伟大胜利，抒
写出了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克难攻坚，在
建党 100周年前夕，实现了全面脱贫奔小康，又
进一步打响了乡村振兴的新战役，在中华民族
的历史上，实现了彪炳千秋的宏伟目标。

在何真宗的歌词创作中，反映脱贫攻坚的
歌词作品特别突出，题材丰富，数量多，质量高，
也特别感人。像《与人民在一起》《第一书记》
《幸福路上有你》《春暖我的家》《乡村画卷》《后
山之恋》等。在这些作品中，诗人的情和爱与贫
困乡村的父老乡亲的心声相融一体，真诚地讴
歌了为了贫困人家早日脱贫，奋战在脱贫攻坚
战一线，无私奉献的党的好干部。像《与人民在

一起》作者塑造了一位心系贫困人家、情满山
乡，把初心种在贫困山区大地上的共产党员的
真实而感人的形象。他“多少个春秋，多少个步
履/走进贫困地区、爱洒祖国大地/看一看老百姓
富没有富裕/看一看老百姓地里种没种四季/看
一看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梦中的美丽”。他心
系贫困地区的人民，人民在他心里，无论何时何
地，他都和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
民之所急，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是一名党的
普通干部，是人民心中的好公仆。人民对和他
们心连心、在一起的党的好干部最信任、最拥
护、最热爱。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是欢声笑
语。这首歌词，真情难掩，亲切朴实，读了深受
感染，也倍感亲切，给人鼓舞和力量。如果说
《与人民在一起》作者高屋建瓴，写出了一位不
忘初心、心系老百姓的党的好干部的真实形象，
那么，《第一书记》《幸福的路上有你》却写出了
为“一个宗旨 一个担当”，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
线，一步一个脚印，走村串寨，风里雨里，带着农
民兄弟，把爱播撒大地，奔小康的驻村干部的真
实形象。正是从上到下，为脱贫攻坚的世纪工
程贡献力量，才实现了全国全面脱贫。乡村振
兴，乡村巨变，诗人投身其中，参与各种采风活
动，也创作了不少好歌词。一首《乡村画卷》把
当今乡村振兴的新农村的时代风景、金山银山
的大地风华描写得如诗如画，令人神往。

作为一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作家诗人，
何真宗把他的歌词创作融入时代之中，听从党
和人民的召唤，与时代同步，和人民同行。特别
是在新冠疫情肆虐时，及时创作了大量的抗疫
作品，给人信心，增强了人民群众战胜疫情的精
神力量。

在新冠疫情袭击神州大地之时，何真宗的
生活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疫情他失去
原有的工作，也失去了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
在困难面前，他没有失望，没有退缩。他感到自
己的人生渺小如蚁，但小小蚂蚁靠自己的勤劳
辛勤忙碌，负重前行，永不言败。何真宗眼睛亮
了，一条宽广的文化之路出现在他眼前，他创办

了蚁之冠文化艺术公司，发现和培养新的文艺
人才工作卓有成效。他在公司初创繁忙之中，
也不忘用笔抗疫，创作了《一声到》《中国奇迹》
《志愿者之歌》等7首抗疫歌词。《一声到》那是在
全党全民抗击疫情大动员、大行动的环境下，就
像军队要展开一场大战役，动员点名，回答召唤
的心声“到”一样，各行各业，青壮男女，都在这
一声“到”中，奔赴抗疫第一线。这是什么力量
也不能阻挡的抗疫决心和信心，这是打一场抗
疫斗争人民战争的口令声。一声“到”，道出了
抗疫必胜的信心；一声“到”，道出了社会主义制
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何真宗抗疫歌词
创作的时代敏感和给人民精神力量的责任心，
也在这一声“到”中表现了出来。从《一声到》到
《中国奇迹》，歌诗记录了三年抗疫斗争风雨里
程，也见证了一名人民作家以笔抗疫的时代担
当和奉献。

何真宗出生于中国伟大的母亲河长江三峡
流域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用难以割舍的乡愁情
怀，歌唱哺育自己成长的乡土和父老乡亲，歌唱
乡村的山山水水，歌唱神奇壮丽的三峡风光，为
我们奉献出了情真意切、乡土气息浓郁、时代精
神强烈、具有三峡风情特点的乡愁诗。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乡愁诗，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乡愁诗的文化
星空上，闪烁着数以万计的乡愁诗人灿若星河。
屈原、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贺之章、苏
轼、陆游、李清照……直到现当代诗坛的何其
芳、臧克家、张志民、李季、吉狄马加、余光中等
写了大量的乡愁诗，其中不少也是充满乡愁情
怀的歌词。这些名字可谓乡愁诗星空中最亮的
星星。

何真宗是个有根的乡土诗人。故土难忘，
乡愁无限，这也是他歌词创作的一个亮点。何
真宗大量的乡土歌词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的就
有直接歌唱故乡的《走不出去的故乡》《我爱家
乡朝阳村》《我在天生城等你》，有歌唱母子亲情
的《妈妈的菜篮子》，有歌唱故乡的花卉风物的
《我爱家乡三角梅》《陪你一起看花海》，有歌唱
故乡壮丽风光与时代巨变的《坐上高铁游三峡》
《站在三峡之巅》《诗画三峡》等。

从何真宗歌词的这些题材和思想内容看，
何真宗歌词的乡愁情怀，比之于传统的乡愁诗
词有所扩大和深远，也更有时代感，境界也更加
宏大雄奇。像《走不出去的故乡》《雨是故乡的
呼唤》《妈妈的菜篮子》等，直接抒写诗人的乡
情、亲情，托物抒怀，以物寄情，和传统的乡愁诗
一样，注重真情实感。用乡村的炊烟、老屋的灯
光、老屋的古井、花伞雨滴、母亲的菜篮子这些
乡情浓郁之物来抒发诗人的故乡情、赤子爱，自
然引人共鸣，引发乡愁之思。但诗人从故乡的
角度，写母亲河长江三峡流域的乡愁情怀，视野
就更加宽阔，情景就由小细节、小情景走向宽
宏、博大、壮丽、神奇的三峡风光中，而且是坐上
高铁看三峡、登上三峡之顶看长江流域，就使纤

细的乡愁情，化成了雄奇宏大的故乡风光和豪
迈的时代情怀。

可见，何真宗的这些歌词的乡愁情怀，既有
对优秀传统乡愁诗的继承，也有他从伟大时代
所看到故乡的巨变后，在歌词创作中对乡愁诗
的题材、境界等方面有所发扬和创新，从而提升
了乡愁诗的思想境界、艺术品位。

何真宗的歌词创作，在坚持歌词自身的艺
术个性的同时，追求歌词的诗意之美，创作出了
歌词中的美诗。

如前所言，歌词和诗，既有联系，又有一定
区别。二者都具有诗意的审美价值，艺术形式
是它们联系最紧密的一点。从美学上看，最大
的不同点是新诗在书写上语言的运用比较自
由，过去传统的新诗还大体上押韵，但现在的新
诗大多不押韵了，散文化、口语化成为特点。歌
词因为要谱曲，要求节奏感鲜明，音韵和美、讲
究语言的抑扬顿矬，起承转合和音乐性。为谱
曲方面，行、段和句式字数都有规律可循等。诗
和歌词各自的特点形成的艺术规律，使它们成
为不同的艺术形式。

何真宗是诗人，这使他在创作歌词时追求
歌词的诗味成为可能。由于他在歌词创作的实
践中不断学习歌词艺术的自身规律，坚持创作
歌词，就是要具有歌词艺术的自身特点。他创
作出的歌词作品大多很快被谱曲传唱，并在多
个电视台和众多网络平台播放。如《我在三峡
遇见你》就是具有歌词艺术的所有特点，又有很
美的诗情画意感，很快被谱成曲传唱，并在2020
年世界大河歌会的舞台上展演，受到广泛赞誉。

一首好的歌词，也一定是一首好诗。何真
宗在歌词创作中坚持歌词艺术的前提下，又把
歌词当诗来写，炼字炼意，追求歌词如语言的
精练形象生动美，使歌词的每句语言不仅精练
形象，唱起来清朗，读起来流畅，品起来有味。
正如著名诗人、歌词作家张永枚所说：“谱曲能
唱，离曲可读。”如《站在三峡之巅》的开篇：“雄
伟给三峡一片蓝天/让心灵站在三峡之巅/峡牵
着峡，山搂着山/风起云涌华厦五千年/滚滚长
江，滔滔眷恋/夔门一开梦想就实现”。抒情的
句式、抑扬顿挫的节奏感、起承转合与和美的
韵律，很适合谱曲。同时，何真宗在炼字炼句
炼意上颇下功夫，“峡牵着峡，山搂着山”一句
中，提炼出的动词“牵”字和“搂”字，增强了语
意的动感与形象，有歌词朗朗上口的特点，也
更有诗味。后边各节也有类似的好字句，就不
一一列举了。还有《走不出的故乡》《与人民在
一起》等歌词，情浓意美，词语生动，既有晓畅明
朗中的丰富含蕴，又有情浓意深的简洁表达，不
仅是好词，也是好诗。

从审美的角度看，追求歌词的诗意美、语言
美、音韵美，何真宗所作的努力，我认为是值得
提倡的。现在有些歌词粗话套话连篇，比老和
尚念的经还乏味，无美可言，提倡增强歌词的审
美品位，应该提上创作日程了。

世间最美是童心
——读钟代华《太阳的孩子》

□ 周凤香

是歌，亦是诗
——何真宗“诗”与“歌”的完美结合

□ 张永权

钟代华诗集《太阳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何真宗作词的歌曲《我在三峡遇见你》。（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