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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人没有希望和幻想就活不下去，但人所得到的总比自

己想得到的少得多得多。”所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应该

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

1973年 6月，我在家人的劝阻和帮助下，结束了颠沛流

离的生活，终于把“口袋户口”落户到了宁夏银川市郊区良田

公社农场，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这和

在家乡的“田园”生活相比，尽管仍然存在“哪里有人群，哪里

就会有斗争”的全人类通病，但已经少了受欺凌、受侮辱、受

歧视的痛彻心扉的恐惧和怨恨。

相对稳定的生活，松弛的神经，在劳作之余，基于酷爱文

学、历史的嗜好，爱惜字纸的习惯，强烈求知的欲望，以及对

现实的迷茫和对未来的憧憬，我对凡能目及和搜集到的书

籍、报纸、带字的纸张均会认真阅读，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丰富

和积累了知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套《中国文学史》。

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经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

对中国历史脉络基本清晰，但对中国文学史缺乏系统的认

识，对诗词的写法更是连只知其一都谈不上。在反复研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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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后，我把原来自己“苦心”写的一些“诗词”和有

感而发的“小文章”翻拣出来，重新审视后，顿觉羞惭，其意境

之浅陋，内容之鄙俗溢于纸间。愤然之下将这些“作品”统统

付之一炬。

一直以来，尽管对孔夫子的儒家学说的抨击连绵不断，

一波未尽一波又起，但儒家的“立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思想仍然深深植根于“知识青年”的灵魂深处，都在不

知不觉中向这个方向努力。“知识改变命运”，这是亘古不变

的至理，在任何社会条件和自身处境下，坚持学习、学习、再

学习，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好捷径。学习、学习，光有苦学，

没有习练，就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把自己积累的知识，对

人生社会的认识，用文字抒发表达出来，才能不断提高自身

的文学修养和促进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尽管当时我

本人对此并没有如此清晰的认知，但已在不知不觉中往这方

面实践了。

1974年 3月 1日，也就是农历甲寅年二月初八，我二十

二周岁生日这天，开始了“诗词集”和“名言摘抄、小杂感集”

“小品文、杂文集”的写作。赋诗填词须“尚故实”，必“因事有

所激，因物兴以通”，这是先贤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总结出来

的精髓。根据这一宗旨，我先后用三个 50开×100页的小本

子写成“诗词三集”，又用两个同样大的本子和两个更小的本

子写成“名言摘抄、小杂感集”“小品文、杂文集”。后来因工作

繁忙，以及工作变动和生活压力等等原因，即使兴之所至，偶

有诗作，皆以随手拈来纸片为之，数量虽然也不少，但未能

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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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集一”从 1974年 3月 1日始，至 1974年 10月 16

日止，共收录 135首。任何文学作品，无不留下时代的烙印和

作者的真情表露。“诗词集一”就是反映了我在那个年代，那

种处境下对现实生活的迷茫和对未来的梦想。

“诗词集二”从 1974年 11月 16日始，至 1978年 8月

21日止，共收录 63首。在“诗词集二”开始写作时，我仍在银

川市郊区良田公社农场劳动。1975年元月 16日，我有幸被

招工到了宁夏青铜峡水电厂，分派到检修分厂水轮机班工

作。我，作为一个刚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咸鱼”，翻出“农

门”，进入“公门”。由于“学理论”的需求，我认真读了马、恩、

列、斯以及“毛四卷”等领袖经典著作，同时还阅读了大量能

搜集到的外国小说（以批判现实主义的为主）。再加上当时要

求学习“天津小靳庄农民赛诗会”，厂、分场不断组织“工人赛

诗会”，我自然侧身其中。所以在“诗词集二”中有了不少抒情

诗篇，有些“词”也多了抒情的味道。“诗词集二”就是在那个

特定历史时期撰写的，带有那个时代浓厚的印记。这一集的

体裁，因仿照《中国文学史》中各种词牌调的格式，大多以词

为主。

“诗词集三”从 1978年 9月 17日，农历戊午年八月十五

中秋节始，至 1988年 9月 16日止，共收录 7首。历时十年之

久。这十年，是我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十年，也是我奠定人生

重要发展基础的十年。1977年年底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

年，我经过认真复习后也参加了这次举世关注的高考。当时

宁夏高考的上线分数为 230分，我勉强考了 232分，最终没

被录取。1978年，同在 1977年参加高考而均“名落孙山”的

自

序

3



同事和朋友约定再考，但我从个人和母亲的实际境况考虑而

放弃了这年的高考。尽管没能考上大学，可是我在备战高考

过程中，认真系统地复习了初、高中的文化课程，从而使我的

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我得到一本中国汉语言

文学大师王力老先生“文革”前出版的《汉语诗律学》后，经过

刻苦研读，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使我的赋诗填词水平有了

显著的提高。1979年 8月，我被单位委派到宁夏青铜峡水泥

厂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开始了两年的教师生涯，这倒也逼我

更加刻苦学习，以提高知识水平，胜任教师工作。1981年 8月，

经过多方努力，我顺利地考取了宁夏教育学院 83届中文系，

通过在职脱产学习，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从宁夏教育学院

毕业回到青铜峡水电厂后，我又被单位委派到青铜峡三中当

了大半年高中语文教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我于

1984年 5月应聘担任了宁夏青铜峡水电厂劳动服务公司经

理，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 1988年 9月调到宁夏大坝发

电厂劳动服务公司任经理。“诗词集三”就是在这十年中所

写，大部分都是前三年所作，后来因学习、工作繁忙，偶有所

写，但数量很少。

从 1988年 9月调到宁夏大坝发电厂工作至今，在这二

十多年中，我由于工作繁忙、应酬较多，公事、私事压力也比

较大，闲暇时间多以阅读各类书籍为主。再则，经过三年语文

教师的历练，通过大学中文专业的系统学习，以及几十年的

社会和职场的磨砺，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确立起来，思

想日臻成熟。特别是在这几十年中，我一直孜孜不倦地阅读

大量各类书籍，对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各学科均有涉猎。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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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游历了国内很多名山大川，这在这些诗词中多有体

现。除了工作繁忙的客观原因外，我的汉语言文学水平的提

高和思想的成熟，在赋诗填词方面多了敬畏之心，已不敢随

意为之，只是在节假日和旅游时即兴撰写一些诗词，作为祝

福短信发送给亲朋好友。这部分诗词在这次结集出版时，多

散辑在本书“诗词集一”和“诗词集二”之中，在阅读时会发

现时间和诗风上的不一致，仔细分辨吧！

二○一六年十月十八日夜于宁夏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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