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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古典诗词的爱好从识字时始。那时，非常喜欢古诗，曾经把能

找到的古诗句都摘抄下来背诵。只可惜因家庭条件所限，能找到的古诗

总是非常少。后来读了高中，又想学写古诗词。二十多年前的时代，既

无网络，此类的书也非常少，何况生活在农村更不可能有这样的资料了。

我只好向老师求教。那时性格腼腆，每一次语文老师来的时候，我都想

说，老师，你教我学写诗吧。可是每一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一天早上，

当语文老师巡行到我跟前的时候，我终于鼓足了勇气，站起来对老师说

了。语文老师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学好课文就行了，不需要学那个。

直到高中结束我再也没在语文老师面前提过这件事。

转瞬间，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家务事的减少和网络的普及，学写

古诗的渴望再次占据了我的心。于是，我查阅网络资料，报名网络学习班，

开始了古典诗词的学习。

在学习古典诗词的同时，我仍然在读我钟爱的《红楼梦》，并且涉

足了红学领域，撰写相关的研究论文。古人说，诗词乃雕虫小技耳。相

对文章而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此，我总是把比较完整的稍长些的

时间用来写作论文，零碎的边角料时间用来阅读古文，而每周末的早晨

则是诗词写作时间。

我写作诗词有一个坏习惯，不喜欢太强烈的光线。早晨，房间里帘

幕低垂，窗外的阳光在厚厚的帘幕上映下玫红色的光影。我拿着手机，

手机屏幕上的光驱除了黑暗，我斟酌着每一个字的运用，力争让每一个

字既合乎格律要求又能有最丰富的韵味。有时，脑海里会转到我所描摹

的场景中去，或雪原，或青山；或垂柳，或落花。写完一句话，自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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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读两遍，假如有拗口的词，再继续斟酌换一个流畅的词。就这样，我

的一首首古诗词写出来了。虽然写得不好，但亦可稍慰自己了。

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们说，上苍在给你的同时必然会再索取点

什么。因而，凡事都需要讲究分寸，把握好“度”。中国古人非常聪明，

悟透了这句话，所以写了非常具有哲理意味的散文《中庸》。“中庸之道”

就是人生处世的法宝，悟透了这篇文章的精髓就能够让自己永远处于最

祥和的境界之中。

可惜，谁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中庸”。不知是长期弯臂的原因，还

是人到中年就应该添些病痛，我的胳膊渐渐出了问题，稍微弯曲时间久了，

肘关节上下部位就开始酸痛。我无法割舍对古典诗词的爱，便只有让自

己的臂弯在酸痛中继续着“雕虫”的事业。这就是这本诗词集名字的由来。

《肘间集》收录了我大约六年间的诗词赋作品，从 2008 年起至 2015

年 4 月。这些诗词由最初的稚嫩到最后的成熟，展现一个生活在农村的

女人独特的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另外，还收录了部分现代诗，它们是

我早年的作品，是我青春的留痕。

《肘间集》编排体例是五言诗、七言诗、词、辞赋、现代诗。每一

种体例基本按照写作时间顺序编排。五言七言中先绝后律最后是古风。

词作部分大致按照先单调后中调再长调进行编排。《肘间集》中依据的

韵书是叶淮《诗词曲格律指要》和龙榆生《唐宋词格律》。集中收录的

诗词大多数依据古韵古音，只有极少数作品因不愿意改变初衷采用新韵。

我热爱着古典诗词，因为一条条规则的约束之中是一个个悦动的灵

魂，这犹如我们的人生，我们总是被各种规则制约着，然而，谁都无法

限制我们心灵的自由。

或许由于腼腆的性格，我始终不喜欢过于直白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世

界。有些诗词作品或许流于晦涩，或许不能为读者所理解。然而，这又

如何？我的心灵在唱歌，唱着一首首自然纯真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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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接到徐州籍中学教师邵琳女士打来电话，让我为她即将出

版的诗词集作序，随即，她将样稿寄来。对于诗词，我只是爱好。时而，

我也动笔涂鸦。虽有少量在报刊杂志发表，但比起邵琳女士精心创作几

百首古诗词赋及几十首新诗来，我就算不了什么了。并且，我对古典诗

词的平仄、对仗、韵脚总感到比较束缚，因此，出手大都为古风。按理，

让我为之作序，实不够格。然而，如果追溯起我与邵琳女士相识至今，

我也许可得到一点心灵上的安慰。记得在六七年前，中国红学会会员张

燕女士向我推荐一位红学痴迷者邵琳加入江苏省红学会。经过了解，邵

琳在网上经常发表有独到见解的红学论文，一些报刊杂志时而发表她的

佳作。有鉴于此，我提请学会理事会，吸纳她入了学会。多年来，她利

用教学活动之外的时间，笔耕不辍，撰写论文，且在省内外一些红学专

业杂志上不断发表。除了撰写红学论文外，她对古典格律诗也情有独钟，

时而在网上或一些报刊上发表，时而利用手机短信或微信与我交流。仅

此以上因由，作序的担子落到我的肩上，我只好从命了。接到样稿后，

我开始通读，继而再读，有的反复琢磨。下面就简要地叙叙读后感吧，

羞为序，是为叙：

“为有源头活水来”，追根求源，邵琳能出版以古典诗词赋为主兼有

现代诗歌的《肘间集》 ，绝非偶然。由此，我忆起刘勰在其《文心雕龙》

（序志第五十）中的一段话：“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

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

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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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现代语说的意思是：“在我七岁时，就梦见如锦绣样的彩云，就

想登上去采摘。过了三十岁，又在夜间梦见手捧红色祭器，跟着孔子向

南走去；清晨醒来，感到愉快喜悦。伟大的圣人真难得一见啊，恰恰降

临到我这后辈小子的梦中。自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

再看看邵琳女史，在混沌之时就爱上了古诗，并摘抄背诵。到了高中，

进而向语文老师请教学写诗。走上教育教学岗位后，她通过网络和民间

诗词学会，钻研起古典诗词，其经历与刘勰如影随形。

我无意拔高邵琳女士。古今正直的文人的血脉里都含有中华民族古

典优秀文化的基因。翻翻《肘间集》，在《五律 · 夜读古诗》中有曰：“一

时寻李杜，转瞬见苏辛。夏夜酣眠少，多吟去乱尘”。在《五律 · 春游》

中有句曰“诗吟心自适，不觉意悠悠”。在《五古 · 咏菊》中，也诵道：

“陶令为至友，易安比己身。我今作一歌，倾力颂花神”。《七律 · 铜山

区读书峰会十年庆》有句曰：“一时遍地诵经典，三尺耕台不染尘”……

《尚书 · 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从邵琳的诗中，可窥出其对古

代圣人及古诗的热爱。正如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第六）中所言：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邵琳用诗歌来咏唱内心所蕴含的情志，来赞美

中华民族的前贤及优秀古典文化，这就是正能量，这就体现了当今提倡

的核心价值观，在当代青年人中，还不多见，值得效仿。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我读了邵琳的诗词，总感到她是一位不事张扬、

温文尔雅的女才人。这从她的诗词中可以寻得注脚。她在《五律 · 初

冬》的最后两句中吟道：“春秋时序替，淡极本应该”。再看《七律 · 菊》

的最后两句：“卿卿本是东篱客，不与春花论美妍”。用典咏物，抒发自

己与事无争的情愫。但，她并非无所作为，她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此二句前面就有两句：“欲问寒霜寻粉黛，却携傲骨望云天。”（《七言

古风 · 夜闻秋雨》），她告诫自己：“荧屏追梦迟亦乎，莫等白首谑平生。”

她的岗位是教学第一线，没有大起大落，也不参予轰轰烈烈的社会建设

事业，因此诗词中所抒发的是平淡无奇的心境，描绘的是宁静平和的乡

土景象，这就是真，从诗词的内容看，其心静似深夜的星空。可以想见

创作的过程是艰苦的，字斟句酌，用典准确，平仄合辙，对要表达的主

题是紧紧扣牢的，达到了“卒章见志”的行文效果。

     关于现代自由体诗，能与时俱进，且不受古典诗的叶韵、平仄、对

仗束缚，如同闲庭信步，又如同品茗款款道来，尽管心潮激荡，但文字

如风平静，向读者传送淡淡的幽香。其实她的古典诗词也具备此种品质，

此乃古今和鸣，犹如空谷传声。

     我与邵琳平时交流不多，最多每年学会年会时作短暂的对话，这也

许是她不事张扬的性格决定的。但是她用诗歌与大众交流了。读了她的

诗歌，总感到她似乎从远古走来，在与古代圣贤真诚对话，难怪《肘间集》

中用典频频且准确，这是因为她向中华古典优秀文化投入了大爱，何也？

只因其中有大美，有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足迹。

以上简要叙说了我读《肘间集》的初步感想，其他方面就不展开了。

真正细读细谈，这个集子内容是丰富的。另外，邵琳在红学研究上，成

绩卓著，她的红学论文集《红楼絮语》即将问梓。而《红楼梦》是一部

文备众体的古典名著，特别是诗词歌赋，与文本内容难解难分。是《红

楼梦》孕育了邵琳的诗人气质，还是邵琳的诗人气质是先天的？这值得

探讨。我提出这个问题，读者朋友如果感兴趣，可寻求答案，我将拭目

以待。

最后拟写一联：“肘间风雅颂，心底道德经”，与邵琳及全体诗友文

友共勉。

     

        朱永奎

乙未八月初七草书于古金陵利济巷大街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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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们说，上苍在给你的同时必然会再索取点

什么。因而，凡事都需要讲究分寸，把握好“度”。中国古人非常聪明，

悟透了这句话，所以写了非常具有哲理意味的散文《中庸》。“中庸之道”

就是人生处世的法宝，悟透了这篇文章的精髓就能够让自己永远处于最

祥和的境界之中。

可惜，谁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中庸”。不知是长期弯臂的原因，还

是人到中年就应该添些病痛，我的胳膊渐渐出了问题，稍微弯曲时间久了，

肘关节上下部位就开始酸痛。我无法割舍对古典诗词的爱，便只有让自

己的臂弯在酸痛中继续着“雕虫”的事业。这就是这本诗词集名字的由来。

《肘间集》收录了我大约六年间的诗词赋作品，从 2008 年起至 2015

年 4 月。这些诗词由最初的稚嫩到最后的成熟，展现一个生活在农村的

女人独特的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另外，还收录了部分现代诗，它们是

我早年的作品，是我青春的留痕。

《肘间集》编排体例是五言诗、七言诗、词、辞赋、现代诗。每一

种体例基本按照写作时间顺序编排。五言七言中先绝后律最后是古风。

词作部分大致按照先单调后中调再长调进行编排。《肘间集》中依据的

韵书是叶淮《诗词曲格律指要》和龙榆生《唐宋词格律》。集中收录的

诗词大多数依据古韵古音，只有极少数作品因不愿意改变初衷采用新韵。

我热爱着古典诗词，因为一条条规则的约束之中是一个个悦动的灵

魂，这犹如我们的人生，我们总是被各种规则制约着，然而，谁都无法

限制我们心灵的自由。

或许由于腼腆的性格，我始终不喜欢过于直白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世

界。有些诗词作品或许流于晦涩，或许不能为读者所理解。然而，这又

如何？我的心灵在唱歌，唱着一首首自然纯真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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