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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为何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在屈
原村的农民诗人身上，我们找到了答案。三闾
骚坛诗社从明清时期延续至今，中间也有低
谷，之所以坚持下来，靠的就是一代代诗社成
员的热爱，他们将诗意外化在平凡的乡土生活
里，传递出优秀农耕文化的力量。

谁说农民不懂诗？他们卷起裤腿下田，放
下裤腿吟诗。1982年以来，诗社社员们笔耕不
辍，已经写了 2 万多首诗。因为了解，所以热
爱，屈原村的农民将农耕文化与诗歌文化自然
地融合，将骚体诗的浪漫、古体诗的韵律、现代
诗的情绪赋予村庄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他
们的诗深深扎根于土地。

谁说农民不懂诗？屈原村的农民诗人写草
木山水，也写时代变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解
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三闾骚坛在“吃饱饭”的底
气中恢复规模，诗人们讴歌改革春风；脱贫攻坚
战序幕拉开以来，农民诗人们从屈原诗歌中汲取
发展思路，以文化赋能柑橘等特色产业，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他们的诗成为一座连接过去、现在
与未来的桥梁。

谁说农民不懂诗？如今，这个隐藏在峡江
深处的诗社成为秭归县响亮的文化名片，三闾
骚坛社员从13名增加到130多名，再到有30家
分社、2500多名成员。旧时农民诗人在端午和
中秋相聚吟诗的约定，已变成全国各地诗歌爱好
者共赴的盛会。诗社的存在不仅凝聚起村民对
乡土文化的认同，更将其魅力展现给全社会。

从屈原诗歌到农民诗作，从感悟生活到感
知时代，我们看到了农民诗人富足的精神世
界，看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地方产业的交融互
促，看到了文化传承脉络的清晰轮廓。

愿乡土的诗歌响彻大地愿乡土的诗歌响彻大地，，愿文化的根脉生愿文化的根脉生
生不息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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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诗集，“诗”润屈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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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故乡在哪里？
从湖北秭归县城出发，溯长江支流香溪河而上，

经过一座琵琶造型的大桥，传说，河与桥都和王昭君
有关。过了桥，就是屈峡路，沿屈峡路再走几公里，过
了一座峡谷，地势豁然开朗，眼前是一个青山环抱下
的村庄——屈原村。

屈原村，古称“乐平里”。《水经注》记载：“秭归县
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名其地曰

‘乐平里’。”现在，虽然行政村的名字是屈原村，但很
多人还习惯沿用古称“乐平里”。

这是一个普通的山村，75年间曾囿于穷困，沐浴
着改革春风突破发展，经历了从脱贫到振兴的巨变。
这又是一个不普通的村庄，屈原文化在此孕育出一个
极具生命力的农民诗社——三闾骚坛，这个发端于明
清的诗社，所有成员都是农民。新中国成立后，三闾
骚坛社员从10多人增加到130多人，还带动了秭归全
县 30 家分社、2500 多名成员。这些农民诗人耕作不
停、写诗不息，在传承屈原文化和端午文化的同时，也
以诗意滋养着美好生活和致富产业。

““我和屈原是老乡我和屈原是老乡””

“少时贫苦老来甜，年逝难忘近眼前。”今年75岁
的诗社成员黄家兆是地道的“泥腿子诗人”，也是屈原
村屈原庙的第三代守庙人。在他 70 岁写的这首诗
里，隐约可见曾经的贫苦岁月。

1949年10月1日，黄家兆出生于屈原村。屈原村
四面环山，曾长期处于落后闭塞状态。“那时家里土地
少，质量也不好，只能种点苞谷、红薯勉强维持。为了
烧柴，山上的树几乎被砍光了，土石裸露着，崩塌时有
发生。”黄家兆回忆，“当时吃水也是‘老大难’，村民需
要翻山越岭找水，一路手提肩挑回家，到了枯水期，找
水的路更远，更难。”

那个年代，三闾骚坛虽未解散，也只是靠着农民
一些自发活动来维系。有作家记录下当时的诗社活
动：“端午节这天，这些‘泥腿子’诗人们还各自带点
肉、蔬菜、豆腐、酒，来到屈原庙，一起做一顿饭吃，然
后各自掏出自己的诗作，吟唱或诵读。”

19821982年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包干到
户户。。屈原村的农民也热火朝天参与进来屈原村的农民也热火朝天参与进来。“。“包产到户包产到户
那一天那一天，，母亲整晚没回来母亲整晚没回来，，待在分给我家的几亩地里待在分给我家的几亩地里，，
除草除草、、捡石头捡石头。”。”4040多年后多年后，，现任三闾骚坛诗社社长谭现任三闾骚坛诗社社长谭
荣昌还记得当时全家人的兴奋之情荣昌还记得当时全家人的兴奋之情。。19831983年年，，他家地他家地
里土豆产量翻了好几番里土豆产量翻了好几番，，母亲被评为全乡唯一一个女母亲被评为全乡唯一一个女
劳模劳模。“。“劳模的奖品是一个红色暖水瓶劳模的奖品是一个红色暖水瓶，，在我家放了好在我家放了好
久久，，都不舍得用都不舍得用。”。”谭荣昌说。后来后来，，谭荣昌用诗记录谭荣昌用诗记录
下这段历史下这段历史：“：“春风有信到农家春风有信到农家，，诗意乡村缀物华诗意乡村缀物华。”。”

改革春风吹来改革春风吹来，，诗社传承的火种也重新燃起诗社传承的火种也重新燃起。。
19821982年年，，屈原村几位农民诗人提议恢复三闾骚坛屈原村几位农民诗人提议恢复三闾骚坛。。这这

一消息登上《中国农民报》（《农民日报》前身）等报刊，
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刚开始，诗社只有13个成员，
慢慢发展到数十人，现在已达130多人。

黄家兆加入诗社时已 60 岁了。2009 年，诗社成
员、当时村里屈原庙的守庙人徐正端开始教黄家兆古
诗格律，两个人全靠口授，老师庙里讲，学生回家背。
就这样一个月时间，初中文化的黄家兆硬是背下了百
余个诗词格律。

“启蒙韵学津梁步，勤勉苦耘耕读人。”黄家兆在
《六十抒怀》里写道。此后，每当在田间劳作或是走在
路上有感而发时，他就随手把诗记在纸片上、烟盒上，
之后再誊抄。

“我和屈原是老乡。尽管与屈原身处不同时空，但
我们与他同山同水，从小听着屈原的故事长大，便会有
相通的情感，屈子精神与家国情怀就这样代代相传。”
黄家兆用朴实的话说着自己对屈原和诗歌的理解。

对谭荣昌来说，诗歌也有着特殊意义：“写诗是我
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能缓解情绪。”曾外出打工的他，平
时在工地不爱说话，想家了，就写在诗里。后来诗歌在
报纸上发表，其他工友看到了，拿着报纸来找他：“你还
会写诗！”随着谭荣昌的诗歌越发表越多，除了同工地
的工友，还有外地的农民工联系他，想要学写诗。“我都
是毫无保留地跟大家交流，告诉他们怎么入门，后来这
些工友里，真有人加入了我们诗社。”谭荣昌说。

“现在国家政策好，种地不交钱，有补贴，还有养
老金，全村早都喝上了自来水了。我们农民诗人不仅
要传承屈原爱国精神，也要紧跟时代变化。”黄家兆
说。从1982年诗社恢复至今，社员们已经写了2万多
首诗，诗社每年都会出一本《骚坛》诗集。

他们写农耕劳作，“苗床当日管，土地隔冬翻”；写
青山绿水，“溪流小径傍山斜，修竹古藤千尺崖”；更写
乡村新变，“犬吠鸡鸣猪满圈，脱贫致富乐融融”。对
屈原村的农民诗人来说，屈原是千百年前的伟大爱国
诗人，也是“老乡”，写诗是他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跑
运输的村民会在驾驶座旁放本《骚坛》诗集，村里有农
民诗人去世，大家会用诗会的形式来跟他告别。

“诗也要像黄连树一样，扎根土地。”黄家兆指着
屈原庙前遒劲耸立的黄连古树说，“写诗要讲格律，也
要接地气。沾着泥巴的诗，最接地气。”

““这里流淌着诗意和橙汁这里流淌着诗意和橙汁””

80 岁的徐正端教 60 岁的黄家兆学写诗，映衬出
当时诗社的危机和村庄的隐忧，老年人多，年轻人
少。而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缺少增收致富的产业。

““后皇嘉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橘徕服兮。。受命不迁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生南国兮。”。”秭秭
归特殊的河谷气候和红土土质归特殊的河谷气候和红土土质，，适宜柑橘生长适宜柑橘生长。。有人有人
说说，，秭归是秭归是““流淌着诗意和橙汁的地方流淌着诗意和橙汁的地方”。”。

屈原村历来也有种植脐橙屈原村历来也有种植脐橙传统传统。。但此前村民种但此前村民种
的大多是传统品种的大多是传统品种，，效益不高效益不高。。屈原村党总支书记谭屈原村党总支书记谭
晓川说晓川说：“：“过去品种和技术跟不上过去品种和技术跟不上，，脐橙只在冬季收脐橙只在冬季收

获，产量较低，不成规模。再加上交通等因素制约，销
售也很成问题。”

本世纪初，在“柑橘院士”邓秀新帮助下，秭归脐
橙开始调整品种结构，随后又发展标准化生产、实现
电商销售，全县柑橘综合产值达到近 200 亿元，畅销
10多个国家和地区。屈原村的农民也从中受益，经过
育苗、品种改良和精细化管理，增种“伦晚”“夏橙”“中
华红”“九月红”等品种，如今全村脐橙年产量提高到
700万公斤，实现了“四季产鲜橙”。

“80后”诗社社员黄海军，是一名返乡青年，也是
一名橘农。2018年，黄海军从外地返乡，开始学种柑
橘。“我那时候不会管理果树，一有病虫害就损失很
大。我不服气，正好宜昌市和秭归县都请专家来教脐
橙种植技术，我就每一次都去听。听完回来，就在自
家果园里练。”黄海军介绍。皇天不负有心人，几年
下来，黄海军不仅对嫁接、施肥、病虫防治都驾轻就
熟，还牵头成立了橙老九柑橘产销专业合作社，面向
村民开展100多场柑橘种管培训。

对村里人来说，黄海军带来的最喜人的变化是电
商。回乡第一年，他就尝试了线上销售。“当时主要是
卖给朋友和熟人，没想到卖出 5000 多箱橙子。”黄海
军说。小试牛刀的成功，让他明确了“技术+电商”的
发展路子。现在一到柑橘成熟，黄海军就开始在线上
展示产品，处理各地订单，忙得不亦乐乎。

“每年通过线上售出的脐橙占一半以上，价格比
上门收购价格高不少。”黄海军表示。通过电商，黄
海军带动全村 42 家农户，增收 46.6 万元。回乡发展
柑橘产业的经历，也让他写下《新橘颂》《种橙路》

《九月红成熟有感》等诗。
发展产业不只靠思路，村里的路也得畅通。新时

代以来扎实推进的脱贫攻坚，给屈原村带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2015年至2020年，全村新修公路11.8公里，
新增硬化公路 22.68 公里，实现了组组通硬化路。
2021年，包括屈原村在内的宜昌市1330个村，100%实
现“快递进村”。2023年，屈原村通往外界的要道屈峡
路，经过两次建设正式通车，同年香溪河大桥建成通
车，将屈原村与三峡大坝、神农架、昭君村等旅游景点
联结起来，极大带动了全村文旅产业的发展。

有了产业的乡村，正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家乡。
在《新橘颂》里，黄海军充满自豪地写家乡的脐橙和脐
橙产业：“莫问此珍何处有，屈原故里是吾乡。”

““一条古老的河流一条古老的河流，，一直在奔流不息一直在奔流不息””

屈原文化对屈原村有什么影响屈原文化对屈原村有什么影响？？影响不只在写影响不只在写
诗诗，，更在文化传承更在文化传承。。20192019 年年，，徐正端去世徐正端去世，，黄家兆毅黄家兆毅
然决然接替老师成为屈原庙新一任守庙人然决然接替老师成为屈原庙新一任守庙人。。

《《秭归县志秭归县志》》记载记载：“：“屈原诞生地诗风特盛屈原诞生地诗风特盛，，明清时明清时
代有好诗者结社代有好诗者结社‘‘骚坛骚坛’。”“’。”“诗风诗风””融入了村里人的生融入了村里人的生
活点滴活点滴，，凝结成一代一代的传承凝结成一代一代的传承。。谭荣昌的父亲也是谭荣昌的父亲也是
诗社成员诗社成员，，从小就听着屈原的故事和古诗长大的他从小就听着屈原的故事和古诗长大的他，，

耳濡目染下耳濡目染下，，不管求学还是打工不管求学还是打工，，一直坚持学诗写诗一直坚持学诗写诗，，
现在更担任起诗社社长现在更担任起诗社社长。。黄海军为了学诗黄海军为了学诗，，在网上报在网上报
名网课，老师每周要求交一篇诗作，他完成得最积极，
在他的影响下，女儿从小也爱写古诗。

在这个人工智能都会写诗的年代，三闾骚坛农
民诗社的坚守有何价值？其价值不只在留下多少首
诗，而在于传承本身。徐正端、黄家兆、谭荣昌、黄海
军……村里一代代农民诗人的热爱和传承，让优秀
传统文化始终活着，葆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这种情感共鸣，是冷冰冰的电脑程序代替不了的。

现在，三闾骚坛诗社每年至少开两次诗会，上半
年是端午诗会，颂扬屈原爱国精神；下半年是中秋诗
会，突出农民特征欢庆丰收。其中端午诗会最为盛
大，每届观摩人数超过一万人次，已经成为全民参与
的诗歌盛会和当地重要的端午民俗。

每逢农历五月初五，诗社社员们无论身处何方，
都会想方设法赶回来参加端午诗会。“2022年端午诗
会前一晚一晚，，我在福建出差我在福建出差，，也要连夜赶回屈原村也要连夜赶回屈原村。”。”在在
三闾骚坛诗社秘书长宋华明眼里三闾骚坛诗社秘书长宋华明眼里，，三闾骚坛是三闾骚坛是““一条一条
古老的河流古老的河流，，一直在奔流不息一直在奔流不息”，”，而这份对屈原的情感而这份对屈原的情感
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诗社的诗人们紧紧相连将诗社的诗人们紧紧相连。。

这种纽带其实不仅在诗人之间这种纽带其实不仅在诗人之间，，也存在于村民之也存在于村民之
间间。“。“屈原村屈原村，，名人地名人地，，乐平里乐平里，，人杰灵人杰灵；；诗人魂诗人魂，，应继应继
承承，，长传唱长传唱，，口中吟口中吟。”。”屈原村的村规民约被评为屈原村的村规民约被评为““全国全国
100100篇优秀村规民约篇优秀村规民约”，”，屈原村也被评为湖北省宜居村屈原村也被评为湖北省宜居村
庄庄、、湖北省文明村湖北省文明村、、湖北省美丽乡村建设典型示范村湖北省美丽乡村建设典型示范村。。

这种纽带也不只在一个乡村这种纽带也不只在一个乡村，，还在更大的范围内还在更大的范围内
产生力量产生力量。。随着三闾骚坛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三闾骚坛影响力不断扩大，，带动了全带动了全
县民间诗社的兴起县民间诗社的兴起。。20232023 年年，，全县全县 3030 家诗社成为三家诗社成为三
闾骚坛的分社闾骚坛的分社，，社员达到社员达到 25002500 余人余人，，其中有教师其中有教师、、学学
生，也有各行各业喜爱诗歌的人。

“九歌”“橘颂”“涉江”“天问”……30家分社名称
各不相同，都源于屈原诗词。其中，屈原中学的诗社
名叫“涉江”，因为学校就在长江边，目前有 300 多名
社员。“我是三闾骚坛诗社的成员，平时在学校会给大
家讲一些诗词格律。”屈原中学老师、涉江诗社负责人
刘建国介绍，宜昌市专门编写了地方特色教材《屈风
楚韵在原乡》，屈原中学开设了涵盖屈原生平、作品、
传说等内容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

以屈原村为起点，文化的新生力量正不断涌现。
秭归第一高级中学高三学生王皓然是三闾骚坛年龄
最小的社员，11岁时便申请加入诗社，在《屈原文学》
等刊物上已经发表过多篇诗作。如同诗社的众多前
辈，王皓然不仅热爱诗歌、创作诗歌，也在向身边的人
传播诗歌的魅力传播诗歌的魅力。。

千百年来千百年来，，屈原村的农民诗社为纪念屈原而生屈原村的农民诗社为纪念屈原而生，，
为讴歌时代而兴为讴歌时代而兴，，为传承屈原精神而壮大为传承屈原精神而壮大。。如今如今，《，《九九
歌歌》》仍在仍在，《，《橘颂橘颂》》音留音留。。从脱贫致富到乡村新貌从脱贫致富到乡村新貌，，今天今天
的农民诗人创作题材更为丰富的农民诗人创作题材更为丰富，，他们用质朴而深情的他们用质朴而深情的
笔触笔触，，书写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家乡的自豪书写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家乡的自豪，，书写着书写着
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