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高兴，读完了孝义古城诗社五年作
品选《雏凤清声》。遵李清泉社长嘱，要我
写篇看完之后的感想文字。古城诗社成立
于 2015年，在清泉先生及众同仁的努力下，
做了大量的工作，承传古典格律诗词文化，
开展诗词曲赋、书法绘画文化活动，发展会
员二百多人，有中华诗学会、山西诗学会会
员三十余人，骨干队伍日益壮大。他们进
乡村，到乡镇，入社区，访军营,咏校园。组
织同题写作，诗词朗诵，书写家乡风土人
情、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积极宣传“孝·义”
文化、红色文化、抗疫精神，吟咏英雄人物、
时代先锋、故土先贤，涌现出了不少较好的
诗词曲赋作品。可喜可贺，值得鼓励，值得
期待。

新世纪以来，中华大地，写诗吟诗，风
起云涌，组会立社，蔚为大观。先是离退休
干部，再是中年大妈淑女，后有青年和学
子。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渐渐在复苏
回归，进入大众日常生活，深入国人的心灵
世界。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奇异
景象，亦是中国当代文化在互联网、“Z 时
代”的惊喜景观。

说句实话，我对诗词曲赋的写作是敬
而 远 之 ，不 敢 书 写 ，仅 止 于 欣 赏 ，止 于 吟
读。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三百年未
有”之大变革，人工智能、高新科技日新月
异。迅猛的发展，经常令人措手不及、不可
思议。要想真实而生动地书写出现实之本
质、时代之精神、人的世界，真的很难。小
说难，散文难，戏剧难，电影难，诗词曲赋更
难。因为，比起前者，尺幅短小，字数极少，
要想用古典的风范，写出今人之波澜壮阔
的时代、复杂多变的心灵，的确极难。何
况，当代人之生存语境、情境，与古代迥然
不同。词汇语言的表意，亦是天壤之别。
古语多为单字词语。今人都是双字词语。
双字词语入诗，多是笨拙而不精确。用单
字词语写诗，今人常常有“隔”，与现代之语
境，“隔靴搔痒”，不尽人意。譬如，“路”一
字，古今语境，大同相同。古代多是羊肠小
道，一出现，让人有艰难、漫长、万里之遥的
情境，今天多是高速、高铁，日行千里，爽而
尽兴，不可同日而语。自然，这些字词写进
旧体诗词，多是词不达意，语不合境，不仅
不精准生动，而且常让人有反讽、幽默、可
笑之玩感。所以，常常会出现“不蒸馒头争
口气”之类的怪胎和笑谈。所以，不要说新
世纪二十年来，旧体诗词曲赋，有万万千、
千千万，但真正的好诗好词、佳曲佳赋，少
之又少，缺之稀之，让人觉得今人怎么也不
及古人，奈何出现不了王维、陶潜、李白、杜
甫和苏轼。就是历届的国家级“鲁迅文学
奖”，有争议者，多在诗词。著名诗人，大学
教授，其诗其词，亦常令民间说三道四，成
为诟病笑话。

但是，亦不能言，今人就写不出优秀的
旧体诗词。或者说今人写旧体诗词，其优
秀 ，亦 应 有 标 准 。 庚 子 春 ，患 疫 情 ，多 半
年，孤室读书写作。心里乱，思想不静，又
拿起中国文章古经典，重读慢读零乱读，
只当休闲喝茶养身子骨。觉得中国文章
有风骨，且浪漫、风致浓，味道足，耐读养
人。好的经典都是有“真性情”。真性情，

就是有事有情有理，就是有个体独特之体
验 ，独 特 之 视 角 ，也 就 是“ 有 我 ”“ 近 人
情 ”。 有“ 我 ”之 真 性 情 ，方 有 诗 之 高 境
界 。 有 高 境 界 ，方 可 得 大 文 章 。 境 界 有
了，即便几十个字，其诗词的“身子骨”，也
有江波之浩渺，风容卓绝。于是 ,想起民国
文人章衣萍。偶读他的诗文片只，觉得清
雅脱俗，明清风致，时见性灵的幽光。想
起他的诗词主张，“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
不过近人情。”“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
床亦等闲。”

家中有几种《人间词话》，床前柜上，都
摆在明处，为的是能经常看见，随手读它。
因喜欢先生的硬骨头，“五十之年，只欠一
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喜欢先生的心胸
博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喜欢先
生的通透与畅达，“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
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
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无用。”故，尤喜他
的《人间词话》。其文一开始，便讲：“词以
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

句。”“有造境，有写境，……因大诗人所造
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
故也。”“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
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
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
为我。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
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
立耳。”

其实，《人间词话》就是在教我们如何
写 诗 词 曲 赋 。 先 生 说 ：“ 一 切 景 语 皆 情
语”，告诉我们，叙事写景，都在于写“我”
之 情 ，景 语 、情 语 ，虽 有 别 ，但 其 实 都 是

“我”之情语，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景中生
情 ，情 中 生 景 ，都 是 诗 词 曲 赋 常 用 方 法 。
如梁镇川的《满庭芳·驿道驼铃》，“古道青
砖斑驳，痕迹着，岁月峥嵘。斜阳照，旗幡
店栈 ,风雨锈街灯。”如冯恩启的《东大王大
院》，“ 画 栋 雕 梁 筑 绣 楼 ，高 墙 曲 巷 锁 春
秋。方今衰草残阳里，一片凄凉尘土流。”
王 国 维 在 评 近 代 词 人 况 周 颐 时 ，说 其 词

“沉痛，真挚”。意在说明，好的诗词，不在
于辞藻和技法，而在于情与理。只有写出
真情真意，才能打动心。如任玉科的《采
桑 子·思 念》，“ 少 年 不 懂 离 乡 苦 ，总 想 离
乡，总想离乡，欲把他乡做故乡。而今饱
受离乡苦，好想亲娘，好想亲娘，泪眼朦胧
望远方。”再比如傅一清的《五律·碛口古
镇感怀》，由景生情，由情生理，引人深思，

“贾商三百户，隆庆几年丰？日月恒行变，
枯荣天自公。”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评五
代前蜀国词人毛文锡时 ,说：“毛文锡词以
质直为情致，殊不知流于率露。”先生深以
为然。所谓质直，就是直白直率。诗词
曲赋，不能表意直率，而要委婉含蓄，精
致 有 趣 ，这 样 才 能“ 不 着 一 字 ，尽 得 风
流 ”。 如 李 庆 泉 写 风 ，“ 清 溪 淘 卷 吻 青
莲”；写雪，“凄风呼啸吼云天，六角狂飞

赋素笺。”姜白论诗，说“雕刻伤气，敷衍露
骨”。就是告诉我们，写诗是要工稳准确，
但也不可过于雕琢。今人之诗词，多是用
字用词，描景写事，机械拼凑，顾不得写情
写理。喜欢马佩全的这首《七绝·立冬》，

“春来夏至忽临冬，一别光阴不再逢。人
到中年方恨老，每于荒野觅春踪。”质朴自
然，不雕饰，少辞藻，却真挚，以“一颗寂寞
心”，写出了人生的“沉痛”之感。

清代诗人金应 说：“词分为淫词、鄙
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淫词不多
说了，多指因无聊寂寞而写的猥琐轻薄之
诗词。倒是，他说得鄙词和游词之弊，今
人多有。鄙词，就是用词鄙俗，或命题庸
俗，或附庸风雅之作。中国文章中，我尤
不喜汉赋，字字浓墨，犹如金农之漆书，用
词浓艳而华美，苦心经营，刻意铺排，精雕
细琢，鸡蛋上刻清明上河图 ,有今人所说

“内卷”之感，多是文人游戏，好像富人雅
士 在 豪 华 大 厅 赋 诗 喝 酒 一 般 ，手 脚 放 不
开，写来写去，都是应酬之作，都有赞美奉
承或炫才耀技之嫌。好像现在的人，一遇
重大节日、重大事件写的诗词，换了年份，
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好用大词、豪语，写
教师，是“纸上真功见，文坛揽月归。”，或

“苏家三杰，千古文章。启迪心魄，精雕金
玉”。好用雅词美语，虽灿之烂之，美之艳
之 ,但修饰过度，用词浓艳，则麻木心灵，仅
仅是词语在空转。好用典故，不做注释，
别人都不知道说什么。都在于“无我”、不

“近人情”，缺乏自己的真面目，缺乏“真性
情”。还有游词，指敷衍公事，无关性灵的
应酬之诗词。王国维认为，都是以诗词为
游 戏 ，借 诗 词 而 交 际 ，拼 凑 成 篇 ，毫 无 诗
趣，更“不衷其性，无关乎情”。

当然，旧体诗词，首先必须合韵，符合
格律要求，没有“旧”的规范，就不能叫“旧
体诗”“旧体词”。1957年，毛泽东主席与诗
人、学者冒广生谈到“词体的解放”时，一面
说：“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
向不主张花偌大精力去搞”，但又说：“老一
辈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
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
觉得自由了。”1965年在给陈毅的信中,他又
谈起此事，还批评陈毅的五言律诗不合形
式,说：“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
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
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可见,一代
伟人、当代大诗人毛泽东对旧体诗词的写
作极严。

王国维说：“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
亦且善因”。先生认为，诗词文学最讲究
源流与承袭。近年来，国人都喜欢杜甫的
诗。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站在前
人的肩膀上，“集大成者”。其实，古今中
外的文学都是如此，写作都有来路，都有

“文脉”，都是在继承中有所创新。美国汉
学家、文学评论家宇文所安在谈到王维的
诗时，说他的好多诗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进化而高出一格的。如《南 》，“轻舟南
去，北 淼难即。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
识。”后两句，就是准确无误地模仿了初唐
诗 人 卢 照 邻《长 安 古 意》第 十 五 句 ，王 绩

《野望》的第七句，却在严谨的简朴中，写
出了人的孤独与逃名。杜甫就自称“精熟
文 选 理 ”，黄 山 谷 也 说 其 诗“ 无 一 字 无 来
处”。王国维先生也认为，当今诗人不缺
创造性，缺乏的却是继承，缺乏的是经典
文学的基础和积累。这些都启示我们，要
想写好诗词曲赋，必须多学古典文学，读
通 中 国 文 章 。 要 想“ 下 笔 如 有 神 ”，必 须

“读书破万卷”，更要向古人学习，“走万里
路”，洞明世事，练达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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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庚子蹉跎连岁终。
疫情之下，
白衣守卫。
众志成城齐努力。
雪舞梅红，
韵颂春风。
携手祥牛万事通。
驱散寒冬，
大地飞虹。
百年党庆励民心。
步履从容，
家国昌隆。

一剪梅·2021新年抒怀
□ 李乃全

今日腊八，给女儿买了一箱八宝粥，算
作过节的“腊八粥”，女儿也没多大兴趣，只
是看了看，礼貌的和我说了声“谢谢妈妈”。
是啊，现在的这些小节日，失去过节的仪式
感很久了，不用说认真筹备，就连简单的应
付也少之又少。甚至，现在的年轻人、小孩
根本不知道传统节日的内涵和意义。

记忆里，在当时看来许多微不足道的
事情，由于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在今
天回忆起来，就像陈酿变琼浆，因一路芬芳
馥郁，弥足珍贵。

记 得 儿 时 和 表 弟 一 起 在 奶 奶 家 过 腊
八节，姑姑早早就给我和表弟把“腊八排
排 ”缝 在 衣 服 的 两 个 肩 膀 位 置 。“ 腊 八 排
排”是用枣和干草切段，还有黑大豆以及
蒜间隔着串成串，缝到小孩子衣服上，两
长串从两个肩膀直接吊到屁股上，走起路
来，一甩一甩，很有趣。每家的门帘上也
要挂个短一点的小串，听大人们说，寓意
祈福辟邪。

记得那个腊八节，我们几个小孩子都戴
好“腊八排排”在院子里玩，表弟们之间早早
就把彼此后面的枣拽着吃光了，就剩下些干
草和蒜之类，只有我的完好无损，我知道，那
时表弟们都“照顾”我，谁也不准欺负我，后
来我才知道，我的那种“优遇”来自我过早失
去妈妈的补偿，那时候虽然不懂得那个“腊
八排排”真正的文化内涵，但我曾是很虔诚
地呵护着的。

传 统 节 日 是 民 族 文 化 长 期 积 淀 的 产
物，寄予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庆祝民
族节日是民族情感的集中表达，因此挖掘
民族节日的由来和风俗，对于我们认同民
族 文 化 和 增 强 民 族 凝 聚 力 有 很 大 助 益 。
这“腊八排排”就同腊八粥一样，来自汉前
的蜡（zha）祭，是搜罗各种食物以祭天地百
神的仪式习 俗 化 ，也 是 敬 神 获 佑 的 象 征 。
它 作 为 地 方 的 风 俗 物 品 ，具 有 吉 祥 的 取
义 ，传 达 了 农 耕 文 明 下 ，人 们 的 美 好 祈
愿。

时代变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反对传
统中的繁文缛节，一再简化，使得节日里的
活动越来越少，一些具有文化寓意的仪式
也在人们的忽略中日渐凋零。我不禁翻开
一项被认为“万能”的“度娘”，输入“腊八排
排”进行搜索，结果也是一无所获，我脑子
里回荡的儿时戴着“腊八排排”满院子跑的
快乐，也就像“腊八排排”在现在孩子的世
界里消失一般，在我们的生活中再也找不
到了，只会在某个特殊时刻鲜活在记忆里，
成为一段找不回的失落，提醒着我们应该
留住些什么。

腊八小记腊八小记
□ 文/卫彦琴

““好诗不过近人情好诗不过近人情””
————读孝义古城诗社五年作品选读孝义古城诗社五年作品选《《雏凤清声雏凤清声》》有感有感

□□ 马明高马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