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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时光似箭。不经意间，我已经到了耄耋之

年。我 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89年离休。离休之际，

被聘为湖南省科技学院副院长，74岁彻底休息。前后工作

70余年，主要从事教育、宣传、统战工作。由于工作的

需要，自然而然地与文字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养成了

严肃认真、任劳任怨的写作态度，锻炼了工作能力，提

高了文字水平。其间，我的有些文章和诗词曾在中央和

省报及学术期刊上发表。

近来，我闲暇无事，把过去的存稿，仔细翻阅了一

下，虽时隔二三十年，给我的主观感受是水平虽不算高，

但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产生了把这些文章结

集出版的念头。光阴荏苒，人生短暂。在有生之年，对

过去的经历予以回顾学习、思考总结，不仅是文化上的

学习和提高，也是在生活上的充实，思想上的升华，精

神上的享受，还可以为后人保留一份参考、提供一点思索。

我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自然与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由于忙于日常工作，虽有爱好，但这方面的知识浅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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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水平不高，表达能力欠缺，特别是在调词谴语、写

作技巧上功夫不深。我离休后，有了一定的时间和机遇，

激发了我对诗词的痴情。特别是到了晚年，诗词已成为

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深深感到，写诗不仅是一种创造活动，也是一种

精神寄托，更是人生的一大乐趣。要把诗词写得鲜明、

生动、精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抱着“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的态度，虚心学习、不时求教。另一方

面，我则坚持以“诗言志、歌言情”“我自写我”格律

遵古而不“死守”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力求

直抒胸怀，力求流露真实情感，追求反映时代精神和人

民诉求，以获得最大的愉悦感。

据此理念，我把过去保存的诗词和文稿，进行梳理，

取名《萍踪心语》结集出版。主旨在回顾历史、表达心

声、不求名誉、无意远播。若能对亲朋好友带来有益的

启发，给子孙带来一定的教益，不胜荣幸! 也算我对三

湘大地的感恩和对亲朋好友的回报。承蒙友人见教，倍

感荣幸!

本书的付梓出版，得到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柳毅伟

副社长的热情指导，编辑贾珊珊的耐心工作，资深副编

审苏济宁的大力协助。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2017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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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武既文同志的《萍踪心语》，我从头至尾非常地

认真阅读，有几篇文章和诗词我反复咏读，意味愈浓。

前人言“文如其人”“言为心声”，读老武《萍踪心语》这

本书，我深有此感。

武既文同志从“四处硝烟升，挥手奔革命”的青年

时代，到“惬意中南统战，赤心高校夙愿，身系笔耕

中”，直至离休后“三湘校长十三，离休受命接承”，风

风雨雨，披荆斩棘，加之作风平实、勤奋肯干，所在单

位均成绩突出，功不可没，而对个人荣辱进退和利禄富

贵致远看穿，一篇《我之人生悟言》正是作者一生经历和

思想境界的写照。《小草精神赞》韵味绵长，朴实感人，没

有一辈子甘当小草的切身体验和思想境界，是不可能写

出这样耐读的文章的。

作者思念朋友和回忆往事的诗篇不少，每一首都情

深意长、亲切真诚。《双调小令·激情难融》写作者经过

居住多年的教工一舍，往事涌上心头，心绪起伏，激情

读《萍踪心语》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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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自度曲·念旧友》抒发作者傍晚经过办公大楼，

虽然眼前景物依旧，但物是人非，不由得思绪翩跹。这

类小诗，短短几句，饱含对旧友，对往日生活的忆念，

其寓意深远，耐人寻味，这样饱含深情的诗篇，让我和

他在同一办公大楼工作三十多年，同居一室多年的人，

再次产生强烈共鸣。

作者感情丰富、流畅、浓烈。诗作中的夫妻之情、

父子之情、祖孙之情，纯真朴实，深厚浓烈，跃然纸上。

对一生相濡以沫、恩爱始终的夫妻之情，表达的真切完

美。对儿子的关爱、期望、勉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耄耋之年老两口身心健康，怡然自得。“红尘看破淡定

过，喜笑颜开康寿圆”，“儿子逆境勇挺立，孙辈勤奋事

业先”，“儿孙争气不愧天，淳朴家风代代传”。一个

“花果满园”的武家使作者充满诗意，也让人赞美、羡

慕。一篇“蹦蹦跳跳牵手欢”的小诗，是一幅曾祖与重

孙，隔代亲密相聚的白描，画卷清新自然、活泼可爱。

良好家风的培养和传承都与作者言传身教分不开。

林语堂先生说：“诗歌的意义在于诗人将自己的感

情投射在自然景物之上”，“诗歌通过对自然的感情医治

人们心灵的创伤”。作者赋写了大量描写自然的诗篇。从

秀丽的山川到园林小景，从江河湖泊到溪流池塘，乃至

山花树木、青草绿地，以及春夏秋冬四季，在作者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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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活了，充满勃勃生机。充满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在诗

中作者心灵的感动和自然景物的活动融为一体，三首咏

岳麓山的诗，《晨游岳麓山涧念旧友》从幽径小道人来人

往感叹往事旧友，已如浮云远去。《秋高气爽登岳麓》赞

赏秋高气爽时节，麓峰展望，星城巨变。《迟日漫步岳麓

山》则是江山好，花草香，燕子飞，难舍麓山风光。三首

诗中，作者将情感投射到不同的景物上，触景生情、情

景交融，感人至深。

读《萍踪心语》，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有深厚的生活

基础，有乐观向上的政治情怀，有宽广的知识积累，有

相当好的理论实践。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具有与时俱进、

永不停息的进取精神。在学校，他长期从事校报编辑工

作，不仅亲自办报，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把校报办得

有声有色，而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时代要求，对如何办

好校报，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成果丰硕，写出一批有

深度、有水平、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章。至今仍具有现实

意义。作者不仅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善于思

考的学者，他撰写的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理论文章，

有独到见解，在中央和地方报章杂志上公开发表后，深

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受到理论工作者的好评和充分

肯定。

《萍踪心语》出版发行是一件好事，其中《爪痕吟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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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读，诗文刻写人生，字字掷地有声，情志发自

肺腑，句句高亢动听。朴实无华、亲切真诚；寓意深刻、

耐人寻味。仔细阅读，不仅是感官和心灵的享受，而且

会受到对人生有益的启迪。

汪诗训

2016年 12月

注 汪诗训 原中南工业
大学（中南大学）党委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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