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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喜好古体诗词，少年时代就喜欢朗读和背诵一些脍炙人口

的古人诗句。后来就开始学着写。但一开始写得不好，因为那时

古文功底比较差，也不谙格律。后来看了一些文言文和谈格律的

书，也抄了一些常用诗词格律在本子上，不时借鉴，慢慢地也就

越写越合辙了。但人到中年，忙于事务，后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

很少写格律诗词了。当然，有时候触景生情起来我也偶尔会写上

几首，调节一下心情。直到退休以后，我的闲暇时间多了起来，

出去旅游及与亲友和老同学们相聚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此时写的

诗词也就相应地多了起来。这种差异从本诗集选录的诗词注明的

写作时间上即可见一斑。

        以前没有网络，也少有能发表古体诗词的刊物，我写的诗

词除了写在信件里给某个特定的朋友看之外，就大多写在本子上

给自己看。很多诗没有记下来，有的虽然记下来但后来本子却丢

了，这些诗也就散失了。后来有了网络，也就是八九年前吧，我

开始将一些诗词向某些国内有影响的网刊，如“爱思想”和“共

识网”等投稿，它们居然全部刊载了，而且很多首诗词的点击率

还挺高。其中一些诗词还被其他一些网刊和自媒体转载了，有的

诗词在凯迪和天涯社区还被一些诗词爱好者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予以唱和，读者面甚广。“共识网”前两年曾在头版头条相对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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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位置刊载了我的一个诗配画辑录，也就是我给自己的十多幅

水彩画每幅都题了一首（阕）诗词。这些题画诗连同那些水彩画

一起曾赢得上万点击率和数百个点赞。

        近几年微信开始兴起。我又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转发我新写

的诗词，几乎每一首诗或词都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点赞和评论。在

这种情况下就有朋友问我为何不出本诗集呢？对此我一直有点犹

豫。一是觉得自己的诗词从来都是自娱自乐或者只在朋友之间传

阅欣赏的，属于小众产品，一下子编撰成书公开出版成为大众读

物，行吗？二是疑惑自己的诗词写的果真达到了可以正式出版的

水准了吗？对此心有疑虑。看我似乎有点缺乏信心，有朋友说，

唐宋时代那些诗人写的数以万计的诗词如果没有刻本流传下来，

谁又能知道他们的诗词是好是坏呢？你的诗词也一样，如果不出

版诗集，谁又能知道你写的诗词是好是坏呢？这话说得也对。既

然有那么多朋友和读者喜欢，不也表明我的这些诗可能会有出版

价值吗？于是我便生发了编撰这本诗词选的念头。

        在对自己这几十年曾经写过的诗词做较长时间的筛选、整理

和修订之后，我一共收录了 230 余首（阕）诗词，并给这本诗词

选起个书名叫《总道人间惆怅》。这个书名萃取于自己 2016 年

所写一阕西江月词《咏书房》的最后一句：“吟诗作画著文章，

总道人间惆怅。”我觉得这句诗比较能够概括我写这些诗词的目

的和动力所在。现在《总道人间惆怅——史啸虎诗词选》就要出

版了，至于这些诗词的水准到底怎么样，我自己不好评判，那就

出版后让读者和历史去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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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对以往诗词的收集和整理，发现自己写过的诗词保存下

来的还真不少，有三四百首，其中大多是七言绝句。不知为何，

我特别喜欢写七绝。与一般的格律诗词相比，七绝字数较少，

四句二十八个字，但每首七绝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并要求用这

二十八个字将其说得明白。所以说，我们可以将七绝视作诗词中

的工笔画，需要精雕细琢才能言简意赅，以小见大。在用词及语

言表达上，七绝也没有奢侈的余地，只要求文字精练有神、语句

通俗流畅。更重要的是，七绝也无须那么多迤逦词汇的堆砌，而

必须用词准确，立意深远，韵味悠长。另外，七绝还要求格律严谨，

文气十足。一首绝句只有区区二十八个字，稍有出律，吟诵时无

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明显地感觉得到的。因为在字数少的情况下

瑜难掩瑕啊！从这些方面可见，七绝丝毫不比那些排律及长调词

牌更容易写作；相反，有时候可能更难把握。在现代社会，我还

觉得七言绝句可能更适合读者的快节奏的阅读和吟咏需要吧。

        出于精益求精的想法，我在进行诗词选录时首先剔除了一部

分自己不满意或者感觉意思不大的诗词（大多是早期写的字词比

较幼稚的且带有当时时代特征的），而某些带有政治性的诗词，

虽然在网络上很受欢迎，但因涉及敏感字词和问题，编辑出版时

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最后一共选录了 230 余首（阕）不同类型的

诗词列入这本诗词选集。

        面对这 230 多首吟咏对象殊异、写作时间不一且种类繁多

的诗词，我一开始确实不知如何分类。倘按这些诗词的不同种类，

如古风、律诗、绝句以及各种词牌进行分类，虽未尝不可，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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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诗词类别下，有的词牌的词可能很少，或只有一两阕；而有

的诗词种类，如七绝和西江月等，则会因吟咏对象过多而显得凌

乱。倘将这么多诗词仅仅按时间前后顺序排列，虽不是不可以，

也是一种方式嘛，但又会因吟咏主题太过于庞杂而湮没了作者吟

咏某首（阕）诗词当时产生的那种几乎是这首诗（词）魂魄的初心。

可以说，每首（阕）诗词反映的我吟咏时的心境都是截然不同的。

倘将这些吟咏心境截然不同的诗词罗列在一起呈现给读者，显然

也会让读者感到不知所从的。

        为此，后经认真思忖，我觉得还是或按吟咏地点，或按吟咏

对象，或按诗词的内容，将这 230 余首（阕）诗词进行分类为好。

结果本诗词选大致分为行、吟、咏、论以及唱和、赠与、悼亡、抒怀、

爱情及题画等类别，一共二十三个章节。

        我觉得，这种诗词分类方式是独特的，也是一种独辟蹊径。

我感到也只有这样，才能将我的那些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

吟咏对象千差万别的诗词编排得井井有条。

        具体来说，行，表示在某地时写的诗词；一共八个“行”，

即岳西行，南海行，日本行，伊朗行，雪域行，北京行，杭州行

和滁州、六安行等。这些“行”下的诗词无不带有当地山水、文

化及其遗存的特征。吟，表示歌诵；故乡、深圳（第二故乡）、

大学及中学同窗等，不值得歌而诵之吗？咏，则是用诗词来描述；

四个“咏”，咏樱花、咏桂花、咏花和杂咏。最后一个“杂咏”

基本囊括了我个人已咏的可咏之物。论，则是指阐明诗理；本诗

词选专辟一个章节收录了自己当年某个特定时期所写的论诗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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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词。和，就是指唱和。而赠与、悼亡、抒怀、爱情和题画等

类别则是根据这些诗词内容加以区分的。我想，这样的独辟蹊径

的分类完全可以让我那 230 多首（阕）原本杂乱零散的诗词重新

有条不紊地排列起来并显示出它们的活力来，显然这种分类也更

能方便读者阅读和欣赏。

        看了这本诗词选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在早年写的诗多是五

言或七言古风，也就是不大讲究格律的古体自由诗。记得我 18

岁那年刚到大别山区插队时，手头只有一本《中国文学史》，而

且还是上册，没有中册，也没有下册（可惜已经记不清是何人所

著的了）。里面大多是对《诗经》《楚辞》和汉乐府诗的介绍。

这本书中的一些古诗很能触动自己当时的心境。有时候也吟诵几

句。比如，《昭明文选》中的那个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再如《诗经 •

采薇》 的最后一句也让远离家乡身处偏远山区的我印象很深，也

经常吟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

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此诗描述的那个自然

环境，那个主人翁的遭遇，多么像当时在偏远山区农村插队的我

们啊！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心底便埋下了古诗的种子：我也

要写诗！

        历史也确实如此。自那以后我才开始写诗，而且只写古体诗。

由于最初只有古代自由体诗作参考，那时我写的诗大多是古风，

五言也多于七言。《岳西行》一节收录的那些五言古风诗就反映

了这一点。尽管如此，那时的我因会背诵不少带有格律的唐诗，

朦胧意识下自然也曾吟哦出少量格律诗，尽管大多有出律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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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行》收录的那首五绝《雨意》就写于 1969 年 7 月，发表

时略作修改，而它可能是我所保留下来的诗词中最早的一首格律

诗了。

        格律，是指中国的古代诗歌，尤其是近体诗和词等关于字数、

句数、对偶、平仄、押韵等方面的格式和规则，也是中国古典诗

歌文学所独有的。一般来说，格，是指诗词的格式或格局；律，

即韵律，也是有关汉字音韵的规律。与古体诗、现代诗歌以及各

种欧化的或时尚的散文类诗歌不同，中国古代的近体诗和词在格

律上要求严格。不允许诗人随意越过这些已在千百年诗词发展中

经约定俗成而形成的格律。不符合格律的诗词，如仅有少数几处

不符合的，就会被称为出律或不合辙；而如出律处较多，这种诗

显然也就是所谓的打油诗了。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近体诗词的

这种格律要求对于诗人的吟咏歌唱来说显然是一种限制和约束。

但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必要的限制和约束才使得中国的古典诗词

增添了一种朗诵起来抑扬顿挫并富有韵律的独特的美来。

        与拉丁语系的语言不同，汉语的每一个字都有其独特的含义，

而且，它们都是单音节发音。因此只有当人们将这个字及其与其

他字合在一起组成的词的发音清晰而铿锵有力地表达出来时，听

者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个字或词所蕴含的意思。而作为用字不

多的格律诗词，是否能够更加突出和强调这一点并让读者在诵读

时能够享受到诗人在表达其心情时所附带的那种音调和韵律美，

就更显重要了。我想，格律诗词可能就是在这种对汉语吟诵与生

俱来的那种声调和音韵美的不断追求中逐步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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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吧。就我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对格律的逐渐熟悉，我写的格律

诗词逐渐多了起来，而写的古风类古体诗相对少了下来。当然，

这也不是绝对的。在长期阅读和创作近体诗的过程中，我对格律

诗词，尤其是入声韵问题，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本诗词选

《诗论》一节就收录了七首我以律诗方式吟咏对格律诗词的观点。

本书《后记》则谈了我对近体诗词入声规则的看法。

        在本书收录的格律诗词中，仍有少数早年写的诗词的格律不

很规范，如有的诗词韵脚跨韵部了，即虽属于近韵或也符合新韵，

但却用了平水韵不同韵部的韵。也有的诗词少数字词平仄不符或

未能很好地做到对仗等。这些诗词因是早年之作，为保持原味，

也让读者对早年初学格律诗词的我有一份真切的了解，发表时这

些地方未作修订。也希望发现问题的读者能就此提出自己的意见。

如果发表文章与我商榷，我将表示欢迎并乐意公开予以尽可能详

尽的回答。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这本诗词选中除了《日本行》

那首七律、两首吟哦青岛崂山和渡海的诗以及与桂林栖老先生隔

空唱和的两首绝句这五首诗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写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的作品了。我在辑录时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难道我那个时候不喜欢写诗？不会呀。不过，自从广州调回老家

合肥后那些年，我确实很忙且经常调换工作性质。比如，我先是

参与创办公开发行报纸《安徽科技报》，一会儿编辑一会儿记者的。

后来负责编撰正式发行的月刊《国外科技情报》，主要从事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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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期科技期刊资料的萃选、翻译、校译和编辑工作，并在那几年

翻译和出版了上百万字的科技文献。再后来又负责创办并主编了

科技政策性月刊——《安徽科技导报》。对这样的所涉领域截然

不同到几乎让人眼花缭乱的编辑、翻译和记者工作，我一干就是

七八年。到了 1984 年，我又被提拔从事安徽省的科技情报管理

工作，负责信息化时代全省科技情报系统的规划和建设，其间还

曾受派遣到日本国进修并赴安徽省金寨县扶贫。几年后又改行到

对外经贸领域并很快就被派遣国外成为常驻伊朗首席代表了。其

实，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来后，再次改行调到安徽大

学经济学院当老师并开授国际工程管理课程的那几年也没有一首

诗词被收录进这本诗词选。现在看来，道理都是一样的，即忙忙

碌碌的工作确实会让人失去吟哦诗词的心情啊！

        可是，工作再忙，我也肯定会有一些闲暇和旅游的机会，

而且喜欢附庸风雅凑热闹，怎么会没有诗词留存下来呢？有没有

可能那些诗是记在某个本子上，而那个本子在后来不断地调动工

作和搬家后丢失了呢？对此我想了很长时间也不得其解。但有一

条是肯定的，那些年里没有网络，也很少通电话，与朋友交往联

络多是依靠书信，在给朋友写信时附上一两首近作诗词，或赠与

唱和或请求指正应该也是常态。也许我是写到信上时没有留下副

本？现在看来确有可能。倘如此，要想得到这些写于当年或许写

得不错或许写得并不那么好的诗词，也只能指望那些朋友们今后

反馈给我了。好在这本诗词选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诗词可供选择。

        这本书还专门辟有一个题画诗章节，里面收录了九首（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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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画诗及其画作。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主要是钢笔画及铅笔画，

骑马打仗之类的，等等，也就是在课本空白处乱画的那种。当然，

少年时代的我也曾画过比较精巧的山水或骏马之类的水墨画贺年

片。母亲还曾拿着我画的这些贺年片馈赠她的同事和朋友，据说

很受欢迎，也得到过不少称赞和夸奖。“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

一技之长也有了用武之地，但那时主要画些大批判报头，诸如工

农兵形象和领袖头像等，基本上是水粉画。再后来因忙于工作，

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画了。

        退休后有了闲暇，我就又拿起了画笔。这次画的是水彩画。

很多朋友看了都喜欢，于是把大多数水彩画送了人。对其中一些

水彩画我还题了诗（词），大多是表述画本身所体现出来的那种

含义的。这就是这些题画诗的来历。原书稿本来是只有题画诗而

没有附上这些画的。后来附上了，但我还觉得这本书主要是诗词，

画在其次，而且画得也并不是怎么好，还曾想以黑白方式一印了

之，并没有打算彩印这些画。后来在华文出版社编辑潘婕女士的

鼓励下，这些彩印的画作便与题画诗们一起问世了。至于这些水

彩画到底画得如何？还是请各位读者在欣赏的同时批评指正了。

        我是一位从事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经济学人。有关“三

农”制度和政策的诗词在这本诗词选中也有收录。但不多，因考

虑多种因素，最后入选的很少。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上，我

从不讳言并始终坚持自己的有关农村土地产权化并将土地完整产

权赋予农民的学术观点。我的这些改革意见在 2009 年出版的《农

村改革反思》一书以及我发表过的众多有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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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都有体现。不仅如此，2013 年 9 月由我执笔撰写的有关农

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改革路径建议的报告引起了最高领导层的

关注，其中很多观点，特别是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建议被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所采纳或部分采纳。“光明网”理论频道、“人民网”、《学

习时报》以及“紫光阁”等网刊均曾大量地予以发表或转载。这

里收录的那仅有的几首吟咏农村改革的诗词主要收录在《抒怀》

一节中。

        我写过并在一些网刊上发表过不少政论诗以抒发自己的观

点，其中有的诗词还在网络上得到过很多点赞，具有较大的社会

影响。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诗词选没有收录我的这些政论

诗。这是一个遗憾。但我想，这并不会影响这本诗词选的质量，

因为我的政治改革观点也是众所周知的。

        近体诗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朵璀璨夺目但半个世纪以来

却连遭蒙尘的花朵。官方的不提倡以及强力推广普通话等都让其

逐渐地步入中国文学边缘化境地。现在诗歌杂志很多，多到不计

其数，但都是现代诗园地，几乎找不到一本专门刊发近体诗词的

正式出版物。好在近体诗词本身有着难以抵挡的魅力，这几十年

来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并没有放弃对古人留下来的瑰宝——格律

及其诗词的研究和增华。他们在坚持，在创作，在按照祖先留存

下来的格律写诗填词，吟而诵之。他们的不懈努力对于在迅速现

代化的中国保留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起到了决定性的也是不可抹

杀的作用。我也为自己能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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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诗词文化博大精深。我只是一个爱好者。本书选录的诗词中

肯定有一些诗词不那么合辙或存有谬误。我欢迎读者不吝指出这

些错漏。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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