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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编辑说明

一、书名含义

本书名 《诗赋崇左》，其主要含义如下：

１．收录作品内容和诗体及数量：本书所指的诗是从唐代至今咏赋广西壮族自

治区崇左市的格律诗，包括绝句、律诗，以及长律 （排律）、词。兼收少量古风

（古体诗、古诗）。全书收录诗１５１８首 ［其中古风３４首，绝句６２０首，律诗７７６

首，长律 （排律）８８首］，词１４７首，总计诗词１６６５首。

２．收录咏赋地域：本书的 “崇左”，指设区的地级崇左市，崇左市管辖的扶绥

县、大新县、天等县、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崇左市代管的县级凭祥市。

３．咏赋崇左内容：根据诗词题意，大体分为咏人、记事、状物、写景、言情５

大类。本书共有１６６５首诗词，其中咏人３３１首、记事３３７首、状物３０１首、写景

６５１首、言情４５首。５大类又包括崇左历史、自然风光、风物、花木兽鸟、季节物

候、人事人物、民族、军事战争、乡情、亲情、友情、感怀、闲逸、艺术、哲理、

民俗风情、节日庆典、建筑、物产等１９小类。

４．收录诗词作品时间：从唐高祖武德元年 （６１８年）至２０１６年春季，即唐代、

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当代，时间跨度１３９８年。本书第一位诗人李贺

出生于唐德宗贞元六年 （７９０年），此时至２０１６年春季，时间跨度已有１２２６年。

５．收录的作者：从唐代至今以诗赋崇左的作者３２７位。这些作者包括崇左市７

县 （市、区）籍人士、非崇左籍人士以及２位越南人士。民国及民国以前的诗词抢救

性地尽量收录，当资料备存，有的作品是收录者从岩洞、崖壁、寺庙、碑刻、古籍等

多处抄录。每位作者的诗前都缀有其简介。由于诗词作者分布广，时间跨度大，古今

地名变化大，所以有的诗词作者生平 （生卒年、籍里、职业、著作等）不详；有的当

代诗词作者无法联系或联系不上。只标注清代、民国、当代诗词作者中的少数民族。

诗词作者简介也许有错漏，请诗词作者及其亲属、读者一并谅解。

６．收录诗词作品的用韵。中华诗词学会在诗词音韵上提出了 “倡今知古，双

轨并行”的主张，诗词作品使用古韵、今韵 （普通话音韵）均可，不废古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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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今韵。在同一首诗词中古韵、今韵不能混用。据此，本书对当代诗词分别使用

古韵和今韵的诗词一视同仁录入，也不标注其使用了哪种声韵。

二、编辑办法

１．以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当代七部分列编。有些诗词作

者有跨时代的作品，只在一个时代列编。

２．本书设时代和诗词作者目录，在同一个时代中，诗词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排列。姓氏笔画相同的作者以首字起笔笔形的横 （—）、竖 （｜）、撇 （丿）、点

（、）、折 （﹁）为序，起笔笔形相同的以第二笔的笔形为序，依此类推。姓氏相同

的作者，依作者名字的第二字按以上起笔笔形为序，依此类推。同姓氏而又属于

父子、兄弟称谓的，不论第二字起笔笔形如何，均以长者排列在前。本书附录五

《诗词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索引》完全以姓氏笔画为序。

３．单个诗词作者作品的排序是：古风，绝句 （五绝、七绝），律诗 （五律、七

律），长律 （排律），词。古风、绝句、律诗两句为一行。九句 （含九句）以上的

长律 （排律）连排不分段。词的上阕与下阕之间隔两个字。

４．诗词作品注释从简。绝大部分诗词题目所涉及的地名、人名等内容予以简

释。全书注释分为四部分：一是附录一崇左市及所辖七县 （市、区）简介，二是

附录二地名和行政区域简释，三是附录三历代八景、十景和当代景点、景区简释，

四是附录四其他名词简释。读者既可以从诗词的脚注提示的附录二、三、四的序

号查到名词的注释，又可以直接从附录二、三、四的序号中查到诗词所在的页码，

知道该名词有多少首诗词及其内容。作者若是男性、汉族，其简介中的这两项省

略。注释中有 “作者自注”的，指诗词作者在其原诗词著作中的注释。因历史久

远，资料不全，有的名词所指者已消失、更名或不知其所指何处，注释难免有错

漏，请谅解。

５．注释对诗词作者不做评价，对诗词作品不做分析、赏析。

６．唐代至民国的诗词作品，年代久远，有的作者对自己的诗词作品多次、反复

修改，有的有几种版本、多个出处，本书从文献上抄录的，除作者、题目、正文外，

还标出该诗词录自的书刊、诗集、文史资料，如 《宁明耆旧诗辑》等，以便读者查

阅。当代诗词作品未标出该诗词所依据的书刊、诗集、文史资料等则主要是作者自己

供稿，绝大多数未正式出版。本书收集诗词主要参考文献用附录六列示。

７．诗词作品录自处有缺失、湮灭、严重模糊不清、识别不了的字用□标示。

８．本书使用规范化简化字，但若人名中出现繁体字，则仍使用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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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诗赋崇左》是第一本古今中外的诗人、诗词爱好者咏赋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

崇左市的格律诗词集。

崇左市古属壮族先民骆越祖居之地。公元前２１４年，秦始皇于岭南设立象郡，

郡治临尘县 （今崇左市江州区境）。此地宋皇祐五年 （１０５３ 年）始置崇善县。

１９１２年１月置左县。１９５２年４月，崇善、左县合并为崇左县，以两县首字得名。

此后，崇左历属龙州专区、崇左专区、邕宁专区、桂西僮族自治区 （州）、南宁专

区、南宁地区所辖。国务院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批准撤销南宁地区，设立地级崇

左市。２００３年８月６日，地级崇左市挂牌成立，崇左县改为江州区。崇左市人民

政府驻江州区，辖扶绥、大新、天等、宁明、龙州县和江州区，代管县级凭祥市，

总面积１．７４万平方千米，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总人口２４８．１８万，其中壮族人口２２１．７８

万，占全市总人口的８９．４３％，崇左市是全国壮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

崇左市区位得天独厚，地处祖国南疆，沿边，近海，连首府，接东盟，风光秀

丽，生态优良，民风淳朴，民俗纷呈，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边关旅游胜地。左江

从西至东贯流崇左，是崇左人民的母亲河，是崇左文化的发祥地。左江花山岩画文化

景观是世界文化遗产。花山风景名胜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凭祥友谊关是中国九大

名关之一。大新县德天瀑布是亚洲第一大的跨国瀑布和中国最美的瀑布，明仕田园风

光如诗如画。左江斜塔是世界八大斜塔之一。崇左石景林天雕地刻，八桂无双。

崇左市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丰富多彩。截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崇左有１５个中国

之乡 （都）荣誉称号：崇左市是中国糖都、中国白头叶猴之乡、中国木棉之乡，扶绥

县是中国长寿之乡、中国恐龙之乡，大新县是中国苦丁茶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

侬垌文化之乡、中国土司文化之乡，天等县是中国指天椒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

打榔舞艺术之乡，龙州县是中国天琴艺术之乡、中国长寿之乡，凭祥市是中国红木之

都。全市文物保护单位１７９处，其中宁明花山岩画、连城要塞遗址和友谊关、龙州

县红八军军部旧址、胡志明展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项目１９８个，其中天等县壮族霜降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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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民俗类别。２０１６年９月，国家林业局授予崇左市 “国家森林城市”光荣称号，这

是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荣誉，也是对城市生态建设成就的最高评价。

崇左各民族人民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革命传统。崇左是革命老区，革命斗争

和边关文化非常丰富。１８８５年３月，在边民的全力支持下，冯子材指挥边防清军

取得镇南关 （今友谊关）大捷；１９０７年１２月，孙中山发动镇南关起义；１９４９年

１２月１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把红旗插上镇南关城楼，标志着广西战役结束和广西

全境解放。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革命前辈在龙州创建了

中国红军第八军，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建立左江革命根据地，高举反帝反封建

旗帜，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龙州起义。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南疆地区独立领导

的又一次武装胜利起义。龙州红色旅游景区是全国１００个重点红色旅游景区之一。

崇左市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绿色生态、边关风貌、人文优势、历史文

化、民族风情等是包括格律诗词在内的崇左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古

代崇左地处祖国西南边远之地，交通闭塞，有瘴疠之气，人迹罕至，秦始皇设象郡后

崇左逐步开化，包括汉诗 （用汉文写的格律诗）在内的汉文化逐渐传入崇左，壮族等

少数民族也写汉诗。千百年来，无论是出生、成长、工作、生活于本土或者后来因为

各种原因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生活的崇左籍人士，还是来这里垦殖、战斗、从业、

工作、生活、观光、旅游等的外籍人士，无论是本地诗人、诗词爱好者，还是从外地

来崇左的文人墨客，无不陶醉于崇左美如仙境的山水，领略清新自然的边陲风光，感

受淳朴善良的民风、多姿多彩的民俗和历史悠久的文化，触动才情逸兴，引发诗意咏

机，写下了许多生动、优美、雄壮、豪强的诗赋崇左篇章。其中的名人旅崇，绝大多

数均非现代旅游产业概念中的 “旅游者”，而是出于各种动机和缘由而来过崇左，但

都与当今崇左文化建设、发展旅游业有关者。个别诗人、诗词爱好者虽然没有到过崇

左，但是听闻崇左的风土人情等，也诗赋崇左。

崇左一些地方历代选取一些重要景点和景区作为八景、十景推崇，成为诗人、

诗词爱好者咏赋的主要对象，在不少诗作中反复出现，有的成为名篇佳构。随着岁月

的变迁，环境的改变，有些八景、十景消失了，但是这些诗词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遗

存，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给今天的诗人、诗词爱好者和游客以

灵感和借鉴，吟诵出新的诗篇。有的诗词是文化建设、旅游景点背后的故事，有的则

是建设新景观的参考和依据，皆是崇左文化建设、人文旅游等的宝贵财富。

崇左籍诗人、诗词爱好者是诗赋崇左的重要力量，他们坚守并且至今仍在坚

守这个阵地。

明代的崇左籍诗人，江州区有岑方、林翔凤，大新县有赵天益、袁必登、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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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等，他们开了崇左籍人诗赋崇左的先河。

清代至民国，崇左籍诗人、诗词爱好者是诗赋崇左的主体。清代、民国的崇

左籍诗人，宁明县有黄体元、黎申产、黄焕中、农嘉廪、农赓尧、农樾、郑绍曾、

赵克广、崔毓荃，江州区有谢兰、廖位伯、滕问海，龙州县有赵荣正、赵荣章、

黄敬椿、高孤雁，扶绥县有曾鸿燊等，他们是享有盛名的诗人，忧国忧民，抒发

情感，写下了无数的吟叹家乡的诗篇。

当代的崇左籍壮族诗人如扶绥县籍的张报、吴西、方悦高，大新县籍的许玉

山，宁明县籍的黄贻猛、郑巨荣、田力营、甘秉焜、陈锋，天等县籍的黄才能、

黄才良，龙州县籍的李德志、李杰鹏，凭祥市籍的廖全山、李振立，还有江州区

籍的梁贤恩 （汉族）等等，他们热爱家乡，用生花之笔，描绘家乡的风光、历史、

新貌等，写下了许多优秀之作，风华掩映，文采焕发。

非崇左籍诗人从唐代起进入诗赋崇左行列，至今仍层出不穷。李贺是迄今为

止第一位也是唐代唯一诗赋崇左的非崇左籍诗人。陶弼是宋代唯一诗赋崇左的非

崇左籍诗人。陈孚是元代唯一诗赋崇左的非崇左籍诗人。明代诗赋崇左的非崇左

籍诗人有张以宁、解缙等。清代诗赋崇左的非崇左籍著名诗人有查礼、赵翼等。

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镇南关起义期间，写下了气壮山河、叱咤风

云的 《镇南关之役马上吟》。

当代非崇左籍诗赋崇左的诗人、诗词爱好者数不胜数。各级领导干部、文人、

诗人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广西诗词学会会长钟家佐曾

经到崇左调查研究，检查、指导、推进包括崇左市及其各县 （市、区）诗词学会业务

在内的各项工作，也写下咏唱崇左的优美诗词，并以其俊秀、飘逸的书法形式表现

之，远播隽永；当代非崇左籍文人、诗人如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诗词学会副会长

黄素芬到崇左讲授诗词创作知识和观光采风，创作出叹诵崇左的诗词，优美感人；当

代在崇左工作、生活的非崇左籍文人、诗人、诗词爱好者如崇左市政协原副主席、广

西诗词学会副会长、崇左市老干部诗词学会会长谭先进，定居崇左２０余年，把崇左

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写了数百首讴歌崇左的诗词，亲切感人。

崇左这方肥田沃土，培育了一大批包括诗人和诗词爱好者在内的文人、文学

艺术家，培育了包括崇左诗词、诗赋崇左在内的崇左文学艺术万花园。由于诸多

原因，在 《诗赋崇左》编纂出版之前，还没有一本咏赋崇左的格律诗词集。２０１４

年３月，我学会提出编纂出版 《诗赋崇左》的建议，通过中共崇左市委老干部局请

示中共崇左市委、市政府并得到批准，由我学会编纂，同年６月开始实施，历时

３年多，至今终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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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 《诗赋崇左》是崇左市一项重要的文化工作，是对崇左市诗词文化遗存

大规模的挖掘、梳理和集结。当代著名诗人、书法家钟家佐题写了书名。我学会

和各县 （市、区）诗词 （楹联）学会行动起来，四面求索，八方采撷，下上寻觅，

收珠集玑，集结编纂成此书，交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收录了从唐代

至当代３２７位诗人、诗词爱好者咏赋崇左的诗词１６６５首。其中有２２位女诗词作

者的诗词８０首。

这些诗词，描写山水风光，记录奇异风物，记述社会发展进步，吟咏人文史

事，唱酬吟和等，刻下历史的印迹，反映当时的风貌，展现时代的风采，讴歌当

代精神，溯古存今，传承文化，继往开来，宣传崇左，扩大影响，具有深刻、广

泛的社会意义和较高的文学之美，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为本书收集诗词资料的诗词团体是老干部诗词学会或以老干部为主体的诗词

学会；为本书收集诗词资料的个人绝大多数是离退休干部、职工等老年人，他们

也是本书当代诗词作者的主体，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文化养老，发

挥了正能量，展现了他们的诗词文化素养和风采。

本书收录的诗词作品时间跨度长，涉及的诗歌作者及作品多，许多诗作又有

不少的用事落典，因而编纂工作量很大。因编纂人员的水平有限，涉猎不广，资

料奇缺，几经奔走，有的资料依然搜集无多，有的地方依然付诸缺如，未能尽如

所愿，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珠玉，多多批评指正。

中华诗词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有着特别突出的地位，被称为 “国粹”。古往

今来，名诗佳词气势宏伟，抒情励志。当今诗苑春意盎然，美不胜收。崇左市正

积极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鹏程万里更放歌。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大力弘扬中华诗词的优秀传

统，勇于开拓创新，紧跟时代潮流，扎根人民大众，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赋崇

左的作品，进一步讴歌崇左，宣传崇左，推介崇左，进一步活跃崇左诗坛，为建

设崇左文化，为繁荣中华诗词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崇左壮乡处处娇，古今诗赋溢香飘。

边陲圆梦中华路，更引诗情到碧霄。

崇左市老干部诗词学会

２０１７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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