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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山霸气助豪情
——序陈秀新《山水间集》

杨金亭

《山水间集》是一位出生并长期生活于名胜之乡，并且学

会了“诗意地栖居”于山水之间的诗人，积二十多年的创作实

践，奉献给诗国读者的一本无愧诗之为诗的名分，且具有较强

可读性的诗集。

作者陈秀新，是笔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编《诗刊》之余，

曾辅导过的刊授学院“诗歌研修班”的学员。陈秀新在研修班

学习历时三年。他的习作兼新、旧两体，通过习作批改和书信

往还以及几次诗歌笔会的当面交流，我们成了忘年交的诗友。

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爱诗成痴、只有中学学历的知识青年。

虽然出生于沿海渔樵之家，却有着“搬家得帙百三箱”藏书，

还有一个“眉州家学言犹隽，陶令高风世足珍”的家学渊源。

他为人朴实憨厚，不善言谈，却喜读书而阅读面颇广，古今中

外的一些文学、诗歌名著多曾涉猎。这从他的习作和颇带几分

文雅的谈吐中，都足以显示出他已具备了诗歌创作的文化基础。

其间，我曾在《诗刊》刊授版《青年诗人》上评点过他出手不

凡的旧体习作。比如收入书中的《听歌星演唱》《圆明园感怀》

两篇，即使放到当时重点诗词报刊中，也应当是令读者眼睛一

亮的好诗。因此，我对这位学员的创作前景抱有自信，希望假

以时日，他可以进入以星汉、熊东遨、杨逸明、赵京战等为代



山水间集002

表的实力派诗人之林，没想到后来得到的消息是：由于他欠了

数十万元的债务，家庭生活陷入困顿，四处奔波，已无暇顾及

写诗了。因此，很为这位具“诗有别才”且具有“多读书”素

养，有可能达到严沧浪所谓诗之“极其至”境界的作者，因苦

于谋生而中止了对诗的追求而感到深深惋惜。

又想不到，叫我喜不自胜的是，去年底的一天，这位阔别

二十年来的学员忽然闯进我的“虎坊居”，送来了他的《山水

间集》打印稿。表示要我这个“老师”，为他这本从二十多年

习作中精选出的约三百首作品，写一个直言批评的鉴定，看是

否能选出合格作品争取出版。那意思是问序于我。近两年来，

我这个进入耄耋之年的诗歌工作者，因自觉思维迟钝，已多次

婉拒了诗友写序之请。这一次，我却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件对

我这个 84 岁老人来说非常吃力的差事。因为我觉得，这位我

所看重的学生即将问世的诗集的品位如何，我还是有责任说一

说我的阅读感受的。

一打开诗稿，我便被那些联翩呈现在眼前的诗味隽永的诗

篇所吸引。一读再读，反复回味之余，令我欣慰的是，这位学

员经过二十多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

的阅读和创作实践，已逐渐悟出并把握了“诗言志”且“缘情

而绮靡”的诗的审美规律；他的诗词创作，也达到了旧体诗界

唯一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啸天提出的“书写当下、衔接传统、

形成诗风”的真正具有当代品格的旧体诗的“大好”境界。由

此，引起了我对这位已经走向成熟的诗人的创作道路的思考。

从作品中看出，爱诗成痴的陈秀新，有一个志存高远、不

同寻常的诗人大梦。他把“但求温饱知三昧”的下海生涯，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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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为谁作嫁为谁忙，误入陶朱二十霜”的自我解嘲，看作

是倾全部心力，乃至生命作诗人之梦的不懈追求：“人前各有

路千条，偏与唐贤试比高”“济世唯余一寸衷，词林诗甸寄行

踪” “耐读范公忧乐句，此身好共屈和陶”。严沧浪有言曰：

“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

为下也。”看得出，陈秀新学诗之初，便以唐宋诗大家，乃至

屈、陶等古诗坛巨星为坐标，立志成为跨过高原、更上高峰、

有作为的诗人。他的《山水间集》的创作，虽然已进入了当代

跨入“高原”的诗人之林，至于能否创作出“高峰”之作，进

而圆了“此身好共屈和陶”的诗歌大梦，那目标尚不可以里计。

可喜的是，陈秀新已从前贤留下的大量经典作品及理论著作的

阅读研究中，悟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规律，建立起合乎诗歌文

本目的性的形象——意象思维的自觉和运用自如的自信，进而

为得到创作快感而自豪。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诗歌大家创作中

时见论诗篇章，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绝

句三十首》等，当代诗词创作中，只见过已故诗人张文廉《柳

笛集》中收有《现代诗人剪影》组诗中的三十八首绝句，而陈

秀新在他的“题赠”“杂感抒怀”一类题材之作中，便时有富

于启迪性、悟入诗道的佳句出现。如“玄妙曾耽杨马赋，朦胧

偏爱义山诗”“依然肝胆胸间碧，敢遣风云笔下稠”“交际无

钱衣未紫，吟坛有胆道非穷”“文章经济安须问，揽得千斤压

两肩”……此外，还精心创作出《论诗八首》（七律）。这些

挟情韵以立言的诗论，已涉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诗词创作中

的言时代之志、抒人民之情、继承创新、美刺担当等诗歌艺术

的方方面面。其中还有一首最具创新境界的论诗长调词《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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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诗怀》：

莽莽昆仑，浩浩黄河，滚滚长江。对渊容岳载，心屏万里，

天舒地畅，意网千张。气定南疆，威加东国，笔扫妖骸浪底狂！

我何幸：有山朋满座，海色盈囊。   谁矜祖上荣光？喜当代

英雄揽八方。想词空今古，柳韩李杜；风开豪放，辛陆苏黄。

章写民生，篇关世运，品越前贤未可量。君与待，看文峰韵汉，

其右三唐！

如果说，前列《论诗八题》及有关涉及诗歌审美本质的诗

句，仍是言志抒情之笔，对诗歌从思想内容到文本形式乃至创

作风格，做寓理于情的诗性阐释，那么，这首《沁园春·诗怀》

却是一个读懂了中国诗史，熟知并把握了当代诗歌现状，积累

了一定的文艺理论和创作经验，具有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觉

而走向成熟的诗人，创作出的直抒胸臆的激情放歌。

词作上阕，以象征华夏古国文明的昆仑、黄河、长江起兴，

引出了诗人“渊容岳载”“天舒地畅”无限广阔的诗怀书写；

接着诗人把“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

的意象思维，与现代化的书写手段结合起来。“心屏万里”“意

网千张”这两个独创性意象，应当是对当下网络诗词创作平台

的诗意概括。于是诗人便有了“气定南疆，威加东国，笔扫妖

骸浪底狂”的气定神闲的文化英雄气概。

词的下阕，诗人把自我抒怀，融入当代诗人的大我之中，

以积极浪漫主义的时代激情，谱写出一篇关于社会主义诗歌大

发展、大繁荣的畅想曲，表现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

数百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文化自信和自豪以及诗

人崭露头角的雄健豪放的个性风格。读之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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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山水间集》。这本以山水命名的诗集，收

入旧体诗300余首，新体诗6首，题材涉及面颇广。举凡言志、

抒情、遣怀、感旧、揽胜、吊古、怀人、赠答、唱和、说诗、

评艺、讽世、刺贪乃至国际风云……几乎无所不包。至于山水

题材，只是其中一个篇幅较多的门类。诗集之以“山水间”命

名，固由此出；但最重要的原因，与诗人是生长于名山胜水的

家乡，从小蒙受山水灵气及山水文化的熏陶，从热爱家乡的山

水，到为家乡山水叙怀抒情、传神写照的山水诗习作起步，逐

渐成长为诗人的创作道路有直接关联。

陈秀新的家乡乐清是温州所辖的一个县级市。此市北有雁

荡山，南界瓯江，西临楠溪，东面大海，是浙东南佳山胜水人

文荟萃之地。明徐霞客前后相隔 19 年曾两经乐清游览过的北

雁荡山海拔 1053 米，主峰巅有湖、芦苇成荡，秋雁栖此越冬

故名。此山有七溪一涧、八桥二湖、十八古刹、百二奇峰。其

中，灵峰、灵岩、大龙湫世称三绝，风景素有“天下奇秀”“寰

中绝胜”之美誉。清人钱箨石有“欲画灵湫无健笔，不游雁荡

是虚生”的赞叹。

值得一提的是，乐清古属永嘉郡，又是诗国首创山水诗的

著名诗人谢灵运诗意栖居之地。尤其难得的是，他还为乐清

留下了一首题为《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的为历代传颂的佳作。

或许由此影响所及，形成了乐清断而复续的诗歌创作传统。其

中著于史册的南宋就有五位诗人。王十朋有《梅溪集》传世。

另有“永嘉四灵”之称的徐照（字灵辉）、徐玑（字灵渊）、

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这五位诗人的山水佳作

十三首被清人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琪编选入《宋诗别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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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清赵翼有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可喜的是，这个永嘉山水孕育出的山水诗文化传统，于今又在

被中华诗词学会命名的诗词之乡的乐清市得到传承。这当然仍

是与古永嘉——今乐清的雁荡山水对诗文化的蒙养有关。

关于诗和大自然中的山水的相向关系，古人有不少论述。

刘勰早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就谈过，屈平所以洞鉴风骚

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宋代大诗人陆游对此也深有体会，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读旧稿有感》）

当代已故诗词大家唐玉虬在他的《壬申岁在西湖寄题令茀寒上

草》诗中也说“何缘绣虎雕龙手，还得江山霸气扶”。这里强

调的是诗人、作家的创作，须得“江山之助”的一面。再看作

为诗文创作题材的山水一面，现代著名诗人、作家、抗日英烈

郁达夫在《咏西湖》中有句曰：“江山亦要文人捧，堤柳而今

尚姓苏。”明代著名诗书画家董其昌所谓“诗以江山为境，山

川以诗为境”的这句名言揭示了山水与诗文之间“心有灵犀一

点通”的天人合一的审美规律。

住在方斗岩下柳市的陈秀新，看得见雁荡诸峰的白云出岫，

听得到东海浪涛的鼓呼和瓯江楠溪的豪吟浅唱，这些都开阔了

他的心胸，激活了他的灵感和激情，进而调动了他的神思的缪

斯天降。于是陈秀新在创作中，便进入了清代画家石涛所谓“江

山与予神遇而迹化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立言也”（《苦瓜

和尚画语录》）的人与大自然交融合一的境界。于是，他便有

了“江山之助”的深切感受。“但得吟章新意匠，天风海韵润

诗乡。”于是，他也有了报答雁荡山水的蒙养之恩“我何幸，

有山朋满座，海色盈囊”的自豪和为江山立言的高度自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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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吾曹但得如椽笔，大写家乡山水姿”。所谓大写，一是大

写以雁荡山、瓯江为中心的乐清—温州（即古永嘉）诸多山水

名胜的如画风姿；一是大写与永嘉山水诗一脉相承的，以诗歌

创作为中心的当代乐清的文化风貌。这些“大写家乡山水姿”

之作，是颇具创意的。首先，是诗人善于捕捉富于动态美的意象，

赋于山水景物以“气韵生动”的灵性美。这个作为我国诗画中

常用的手法，恰与18世纪德国美学家莱辛，在他的美学名著《拉

奥孔》中提出的“化美为媚”观点暗合。莱辛认为：“媚就是

在动态中的美。因此，媚由诗人去写要比画家去写更适宜。”

他还认为“媚比起美来，所产生的效果更强烈些”（朱光潜译）。

我国另一位美学大师宗白华则把“化美为媚”译作“它把美”

转化为“媚惑力”。媚惑力就是“美在流动之中”。看得出陈

秀新的山水及其他题材的诗作确有通过“动态美”意象的巧用，

使之具有“化美为媚”进而使之产生了“媚惑力”的效果的自

觉，写出了不少即景抒情、缘事寄慨、给人以活色生香之感的

诗篇。其次，是诗人具有浩然正气，乃至带有几分英雄豪气，

进而使之折射出当代语景下的大国气象和时代精神。

且先读题为《久客返乡过老宅偶作》这首七律：

绕梁燕子唤晨昏，草树风扶扫径门。

客梦搬回中雁荡，乡音握笑小山村。

襟怀万里江湖远，事业百年诗酒痕。

寄与儿孙唯一语，心存家国立昆仑。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秀新有客居外地二十年的经历。这首

诗表现的就是一个久客他乡的诗人回乡时特定瞬间的激情感

受。作品开头一联写景，上句堂前燕子仍在呼唤着游子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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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句“扶风扫径”的草树，借用“椿树”“萱堂”的典故，暗

喻父母倚门而望，待客子回归。颔联写诗人回到“中雁荡”下

的小村，与久别重逢的邻里乡亲的欢会。颈联，是对久客回乡

的这一个具有诗人身份的游子的夫子自道。上句言作者自己的

开阔胸怀，下句“事业百年诗酒痕”，则是带有一点调侃幽默

意味的关于“疏狂诗酒随同伴”个性的认定。尾联以“心存家

国立昆仑”作为对儿孙的谆谆寄语。爱国主义的主题，从黄钟

大吕的旋律中自然溢出，读之令人叹服。值得一提的是，此诗

最具独特意义的是“客梦搬回中雁荡，乡音握笑小山村”一联。

回到现场，无非是游子回到“中雁荡”山下的小村和乡亲笑着

握手的一刹那。如果照实写成“一路顺风回雁荡，笑颜握手对

乡亲”，则成了实话实说的顺口溜了。诗人的妙笔生花之处，

在于创造性地运用了古典诗词中化静为动的艺术，赋予“中雁

荡”和“山村”乃至“乡音”以生命的律动感。雁荡山可以诗

人的客梦搬回；而只能交流思想的“乡音”，居然长出手臂，

握笑了“小山村”。于是，诗句的审美张力得到了更大的延伸

空间，雁荡山已融入诗人魂牵梦绕的乡愁之中。“小山村”的

被握笑，一是暗示出诗人与故乡亲友和谐无间的乡谊之深；二

是反映了提前进入小康的温州城镇化村民的精神面貌。所有这

些正是称得上精品佳作的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使人思

而得之”的时代精神的闪光。

正因为雁荡山水已融入诗人的乡愁之中，无论诗人居家在

客，雁荡山水都如梦随形地萦回于诗人的灵感之中。于是，秀

新的诗笔，便在雁荡山水和故乡诗朋吟友中倾情挥洒，创作出

了一系列无愧于伟大的时代，也无愧于永嘉山水诗文化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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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山水乡愁诗篇。有些篇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

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活色生香的意象意境，以及和谐统一的诗

美境界。

例如七绝《剪刀峰》：

乍睹娇容日已斜，雁山枫冷晚无花。

霜锋为我中天出，一剪溪云散作霞。

诗人眼中的“剪刀峰”当是有像一把向上敞开的剪刀的石

峰。这本是一个固定的静物，诗人写此峰之美，仍是采用了化

静为动的手法，赋于此峰以人格化的生命。第一个动态美意象

“霜锋为我中天出”，一下子拉近了物我之间天人合一的关系。

第二个动态美意象剪刀发挥了“一剪”的神效，加上被夕阳染

红的霞云，洒入溪水之中；于是形成了“夕阳无限好”的一片

诗情画意。

另如《灵峰纪胜》：

百岗尖下晓烟微，欲揽风光忽入围。

石阵纵横天柱出，龙旌隐现海鳞飞。

碧城画角停红日，铁嶂兵车走巨雷。

斯景平生始一见，那年归后梦频回。

灵峰号称雁山百二奇峰的三绝之一。《徐霞客游记》游雁

山灵峰有记曰：“山腋两壁，峭立亘天，危峰乱叠，如崩如攒，

如骈笋，如挺芝，如笔自卓，如幞是欹……”作家一连用了六

个比喻意象形容“危峰乱叠”的灵峰，给人以“乱花渐欲迷人

眼”的神秘感。诗人的构思妙处，便是踏着“百岗尖下”的晓

烟，进入古代传说中的那个龙战玄黄的战地重围之中，目睹了

“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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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石阵”句状共工之悲壮形象，“龙旌”句从宋人张昊

“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句中化出，形容颛顼的

战败惨景。颈联“画角”“红日”“兵车”“巨雷”，则是那

场神话战争渐行渐远的落幕。或许诗人阅读过毛泽东为他的《渔

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不周山下红旗乱”句，原注引

用有关典籍后的按语“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

工是胜利的英雄，并认为“共工是确实胜利了”。诗人就是以

灵峰纪胜为由头，通过浪漫主义的想象，为神话中的英雄共工

颛顼之战谱写出一曲威武雄壮的胜利凯歌。

另如《沁园春·雁荡》：

南袖沧溟，西挈蓊茏,北揽幽深。听天声浩荡，潮音激越，

松风浅唱，竹韵低吟。四面宫商,千秋鼓角,恍惚秦王扫六军。

惊回首，讶夫妻对坐，切切谈心。    山间夜色如银。见皓月

清波又一轮。适灵岩出浴，灵峰妆就，仙人飞渡，童子弹琴。

赤壁流丹，龙湫漱雪，烈士墓高壮古今。登临处，早东方日上，

光景全新！

陈秀新关于雁荡山水之作，多数篇章如前文提到的《剪刀

峰》和《灵峰纪胜》，多是登览某一景点的即兴之作。《沁园

春·雁荡》一词，则是积多次登览的感受并参阅前人留下的关

于此山的地理文献，有了对此山历史文化胜迹和当下自然风光

的了然于胸，方能创作出这首为雁荡传神写照的词篇。词的上

阕，极写雁荡山的高大雄健美。词的开头，以一个浪漫主义的

想象，推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先声夺人。此人的袖中可

装下浩浩东海，伸手可提起瓯江流域浇灌出的郁郁葱葱的林麓

稻田，张开双臂可以把北方的括苍山揽入怀抱。这位巨人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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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醉于天声海韵、松籁竹笙的四面宫商之中，同时也见证了统

一中华民族的“秦王扫六合”的战阵声威。这便是雁荡山威武

雄健的一面。紧接“惊回首，讶夫妻对坐，切切谈心”的下阕

所吟唱的是诗人的动态美意象，“化美为媚”，把号称雁荡三

绝的灵岩、灵峰、大龙湫诸峰渲染得生气昂然、楚楚动人。接

着“烈士墓高壮古今”的歌赞，给现代名胜的雁荡平添了几分

悲壮气氛。结尾“登临处，早东方日上，光景全新”固然是初

日照雁山的光景之新，但这个立片言而居要的结尾，恰如撞钟，

余音悠悠，暗示出的是大国江山的全新气象。

当代著名诗人教授袁行霈论诗首倡气象。他认为“诗之有

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或在于此。

并强调“气象以雄浑飘逸为上”。秀新写家乡或域外的山水以

及城乡风貌的篇章，也多是通过雄浑飘逸的诗情画意，折射出

昂扬奋发、高歌猛进的时代气象。如《宁夏沙坡头随感》：

岂任狂沙肆意侵，关河一带树森森。

五丁驱去峰三座，九地飞来鸟满林。

渐入身同披翠玉，深开自可出乌金。

何当更借移山力，绿到伊犁曲水浔。

诗人通过千古大漠风沙肆虐的宁夏沙坡头，出现的“树森

森”“鸟满林”“渐入身同披翠玉，深开自可出乌金”的如画

美景，歌颂了宁夏各族人民以神话中“五丁开路”“愚公移山”

的伟力，终于实现了“誓将沙漠变绿洲”的梦想，而且表现了

要把这个绿色大梦“绿到伊犁曲水浔”的当代历史主人公战天

斗地、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

尤为难得的是，陈秀新还是一位真正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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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倾向的诗人。在他的山水诗以及其他题材的作品中，时见倾

向性不是直接说出，而是从诗的意象意境中自然暗示给读者的

佳作出现。如《秋登山海关城楼》：

依然豪气试登楼，霜下长城草木秋。

海色天容新大国，风生水起老龙头。

怀收日月堪言富，笔纳江河不写愁。

雁阵斜飞吾独立，浩歌一曲遏东流。

这首诗以饱满的“豪气”激情，昂扬的格调，塑造出一个

当代爱国诗人，登上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古长城之首的老龙

头，“浩歌一曲遏东流”的时代歌手的高大形象。诗中颔联“海

色天容新大国，风生水起老龙头”堪称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所谓

“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刘勰句）的警句。上句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走向空前繁荣富强的伟大祖国面貌的诗意

概括；下句是经过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凤凰涅槃的炼火，

重新崛起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传神写照。其中，最富独创意义

的“新大国”的意象，应当是由新中国到新大国转折的具有里

程碑意义且具史诗价值的意象。想来，这个陈记“新大国”意

象会进入当下文学诗歌意象库中，也会像四五十年代出现的那

个新中国意象一样，在当代文学诗歌作品中，不时与读者见面

的。“文章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此之谓也。

秀新诗歌创作的另一乡愁热点是关于乐清故乡新貌和诗歌

为中心的人文风貌的书写。试看下列二首：

楠溪江引水工程横贯家门口喜作

为问因何笑上腮？神龙万丈送青来。

一头扎进天河里，从此柳川星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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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潮·乐清撤县设市十周年作

瓯江东注，雁峰北握，官堤一带横斜。王子弄箫，四灵觞咏，

人文自古堪夸。巨邑景清嘉。庶民重盐铁，鱼米桑麻。乍起新城，

风云图壮，恁繁华。    浙南秀出奇葩。开春光十万，广厦千家。

衢聚百工 , 航通四域 , 熙熙汉服洋娃。夜色望中赊。是银河过境，

高速流车。更举凌空双塔，平挹海东霞。

诗词二题，写改革开放后家乡的沧桑巨变。第一首写楠溪

江引水横贯诗人方斗岩下的家门口，引起受益的人群“一头扎

进天河里，从此柳川星满怀”的狂喜。第二首，以声情并茂的

诗笔描绘出诗情画意的意象，揭示出乐清撤县设市的历史风

貌。上阕叙写乐清人杰地灵以及庶民重盐铁、鱼米桑麻的地方

经济基础；下阕以“大江东去”的昂扬旋律渲染出乐清“开春

光十万，广厦千家，衢聚百工，航通四域，熙熙汉服洋娃”的

现代化繁荣景象。可贵的是，作品虽然没有“改革开放，以及

社会主义”一类的概念出现，但字里行间，读来却时有“新大

国”盛世气象扑面而来的感觉。

实在难得的是，乐清的发展，不是像某些地方出现的所谓

经济腾飞而文化滞后甚至文明扫地的现象，而是保持了永嘉山

水诗文化传统的传承，而且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涌现

出一些和陈秀新结为风雅友谊的诗书画创作人材。这在陈秀新

关于乡情、乡愁以及诗酒风雅聚会的题材中，占了相当多的篇幅。

《闻乐清市获中华诗词之乡喜赋》《贺市诗词学会 2010

年会》《贺三禾俱乐部成立兼寄乐强、中旦兄》《和友韬兄“柳

川诗社廿五周年抒怀”》《读“糊涂轩集”赠定强兄》《雁荡

曲呈葛林兄根土丈》，此外，秀新还有不少题赠乐清乃至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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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书法、美术、音乐家，且能点赞出他们艺术风神的诗篇，

这里就不再举例了。就题材而论，上列作品，偏于诗歌雅集、

笔会的祝贺，或诗友之间的唱和之作。这类诗，极易流于公共

话语的格律溜，陈秀新却从这类题材中开拓出既有古典风雅韵

味、又有时代风骨的佳作，有力地反映了乐清市以诗歌为中心

的先进文化创作风貌。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个具有家国

情怀且有诗国文化修养的雄健豪放的创作风格已初步形成；而

且能够以大时代赋予的如椽诗笔，在“大写家乡山水姿”的同

时，进而养成“心枪直抵腐和贪”的风雅美刺的自觉。而且以

“万古文章出乐清”为目标，砥砺创作的或谓之乐清诗派，已

经呼之欲出了！

秀新也写咏物诗。比如花草虫鱼之类的小题材，无不精心

观察，直到从中开掘出新颖独到的诗意。如《蜜蜂》：“翅鼓

春风碧，衣沾晨蕊香。采回千亩累，捧出一生藏。众合声掀鼎，

单飞气顶梁。谢君常友我，请与尽壶觞。”全诗即目所见的白

描意象，为蜜蜂劳作生命的价值写照，从中开掘出一种带普遍

性的奉献精神。而奉献精神的极致，是小我融入大我的“众合

声掀鼎”的集体方能达到的。结句“谢君长友我”则是诗人从

蜜蜂的酿蜜过程中，悟到从生活的感悟中发现并从中提炼出诗

美的同一性。

另如《西江月·红叶》：

向往曾随流水，流连岂止香山。携朋千里到边关，敢对西

风叫板。　　飘是芳踪浪漫，落非心地凋残。归根护土梦含丹，

呼取春光十万。

这首题为“红叶”的小令，却不是写“霜叶红于二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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