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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斋诗集

李勇，男，20世纪70年代出生，河北石家庄人，号红石斋主，现居北京。中

华诗词学会会员，野草诗社党委委员、副秘书长，中国电力书法家协会理事、河

北省石家庄鹿泉市作协副主席。自幼喜诗书画，尤痴于新诗和旧体诗，创作践行

至今不辍。200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个人现代诗集《星空下的大地》，诗集

于当年荣获《十月》杂志首届全国新世纪文学研讨会最佳新诗作品奖。2002年获

得河北省电力公司系统文艺贡献奖。2013年，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对诗集《星空下

的大地》进行了再版。2005年，由中国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与书法家牛建新的合集

《牛建新   李勇诗词书法集》。2013年获得野草诗社和中华诗词学会共同举办的

“融安特”杯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诗词征文大赛一等奖。

他始终坚信，诗歌是花香和晨露，是微笑和梦想；是母亲臂弯里的婴儿，是

欲诉还休的愁肠；是山岳巍峨的神韵，是利刃透射的锋芒；是日月经天，是江河

行地。在文学道路上，一直在追寻一种境界，心灵的宁静。虽孤独，但不空虚；

虽孤苦，但不孤寂。始终坚信，纯粹的心性不是遁世，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清

醒。就文学艺术创作理念而言，始终坚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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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古出新   别开生面
       ——李勇旧体诗的古和新、情与美

◇李殿仁

古，并非老气横秋，君子若胸怀古意，则气度雍容不凡，是

故曰“心古韵不俗”，腹有诗书气自华。就诗文而言，先秦之厚

朴奔放，魏晋之风骨俊逸，盛唐之雄健豪迈，两宋之壮丽优雅，

虽古而犹新，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旧体诗形式上有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虽然旧体

诗穿了一件所谓“古”的外衣，但它所传达揭示的却是继承传统

与推陈出新，在这一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是以师法于古而不拘泥

于古，表达新情新境新思，以格律、平仄、对仗、押韵等传统要

求及限制开辟出新天地，基于此为规矩成就无限的艺术方圆，这

才是当下旧体诗创作者的应有态度。

值得欣慰的是，诗人李勇的这部诗集体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和

谐统一，他与当代几位书法名家一起合作，诗书合璧，别开一种

新境界。诗人在旧体诗的探索及创作实践中恰当地继承了传统，

把握了当下，不断寻求破和立的契合点，力求诗意之新和诗意之

美。坦率地说，我从诗人这部集子的百余首旧体诗中读出了韵味

和意趣，他的这份执着和坚守就像经年累月的美玉，光而不耀，

透射着穿透岁月的魅力。初识李勇是在2012年，对诗的共同追求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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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成为了真正的志同道合者，完全是因为诗歌的魅力，把人

与人拉得更近了。随着我对李勇的认识和了解，我欣喜地看到，

原来他兼擅新诗和旧诗，在现代诗和旧体诗创作上齐头并进，共

济互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已出版了两部诗集，作品多次在全

国获奖。特别是在他加入野草诗社和中华诗词学会之后，创作日

益精进，作品愈见成熟。2013年12月，野草诗社和中华诗词学会

共同举办了“融安特”杯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暨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诗词大赛，李勇以一首五言诗四十韵《邓公颂》获得一等

奖。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

言。”何谓“志”，就是深刻的思想，远大的志向和宽广的襟怀

抱负。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言道，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

以意为主。这里所说的意就是立意，涵盖了以上谈到的思想情操

和人生境界。关于这一点，在李勇的诗句中得到了彰显和体现。

在他的《武当山复真观》一诗中，他写出了“……飞花堕地敲心

鼓，从此归真不蹉跎”的诗句，诗人的心思是纤细敏感的，落英

飞花如此轻盈，却能使心头震动，以敲击出鼓声作喻，细致捕捉

深刻的感悟，愈加坚定了持之以恒，有志者事竟成的价值取向和

不懈追求。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凸显坚持的意义，静心修真体悟大

道，无论前路如何泥泞困苦，唯有希望的春天不可辜负，也唯有

初心决不能忘记。他在《杭州诗三首》中，同样讴歌了春天，赞

美了人间天堂在万物生发季节的蓬勃、生命之美的竞放。“东风

催农事，伊人采茶忙。青山多妩媚，衣袂沾清芳。裁云落真水，

呵气齿上香；村野天地阔，声名动四方。”他在诗句中把那种发

自内心的欣喜也淋漓尽致地做了重现：“……云栖漫步，畅怀观

远，人生快意，有你青春作伴。……三潭月影，黄酒青衫，心起

柔波，长卧白烟柳岸。”诗意的栖居是美好的，不甘于庸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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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必然永无休止地追求美和现实里的诗情画意。一个人在红

尘过一世、走一遭，应该拥有诗意的生活和诗意的世界。

诗人李勇的很多作品既有沉郁的思考和终极追问，也有空灵

雄奇的逸韵高标。“……八方云动群峰静，四面梵音连海平”。

在《五台山·题圆照寺》一诗中，他以空灵朗峻的笔触写出了

动与静、声与境的辩证关系和大象之美，而在《凤凰岭霁雪会古

琴师南箫》一诗中，又以“……金宣笔走存思法，古曲明心作渡

船”的句子，证悟灵飞经墨笔通灵，心随境转生正念。毫无疑

问，诗人在作品中将诸多艺术元素及个人情感熔铸其间，呈现了

别具风格的人生体悟，攀企了一个又一个高蹈的境界。他以真诚

的、特立独行的特质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也感染着他人的诗意

世界。他既有浪漫的天真，“……少年无愁意，心事在云乡”

（《登太行山》），也有着直抒胸臆的酣畅，“……长风吹日

远，万里无闲云”（《无题》），“……生得凌云志，定当报蓝

天”（《少年游》）。

诗所要抒发的是情感，所表现的意境一定是美的，是诗本身

具有的音乐美、建筑美的内在要求，不断提升诗外的综合素养极

其重要，这无疑决定了诗的境界高低，而境界的高下又是由诗人

的审美层次决定的。在他的词作《浣溪纱·思念》中，他将人所

共通的情感，以一腔蕴藉深沉的个体情愫作了描述和呈现：“菡

萏花发丽水边，兰舟系处白云闲， 愁思难纾锁眉间。秋雨连天心

绪乱，锦书谁寄望眼穿，方知一日若十年。”当我看到他的《师

恩》一诗时，强烈的情感共鸣激荡开来：“……批阅尝闻鸡报

晓，讲台解惑忘黄昏……”如同一幅感人的画面，传道、授业、

解惑的师者形象在诗人的笔底鲜活起来。由此可以想见，懂得审

美不仅要具有发现美的眼晴，还要有提炼美的文笔、再现美的心

灵和能力。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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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诗集中，诗人的许多作品都是由诗和文相映而成，以

文引诗，拓展了诗的内涵和外延，由此也可以一窥诗人深厚的古

文底蕴。他的《破阵子·西山秋雨》“……凌宇疏枝逸峻骨，坡

间枯木泛苔青……”使我们在诗与情、诗与画的交融中领略了文

字之美、情境之美和思想之美。实践一再表明，厚积薄发向来是

有所成就的支撑。诗艺无止境，也应看到，诗人的一些作品在展

开想象、雕琢推敲及规范标准上还应向更高的目标和水平迈进。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

怨。”而进入新时代，我们又将如何繁荣文艺创作，推进文艺创

新呢？令我们备受鼓舞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及重大使

命，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

向性的重大问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领时代风气，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挥文艺不可替代的作用指明了方向。为深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各级党委把文

艺工作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在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

好文艺发展正确方向上，努力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

面加强和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野草诗社在今年成立了党委，

着力强化诗社各方面的工作，推进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队伍建

设，李勇也成为了野草诗社党委委员和诗社副秘书长，有他这样

一批较年轻的，致力于在旧体诗词领域有所建树的诗人的茁壮成

长，无疑是诗坛所乐见的幸事。

诗不仅有抒情性、讽喻性，更有革命性和教化性，诗能启

迪人生，给人力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述了文艺

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原理，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

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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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

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正是有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

许多作家迸发了激扬的热情和创作灵感，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

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

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和灿烂文化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石，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于新时代，在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从弘扬中国精神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从事创作的诗人

也好，还是文艺工作者也好，都要有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王国维在《文学与教育》中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

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利益，而文学家以精神

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

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也。”诚如斯言，文艺本身是不能抽离

社会的，它不仅是主观理想化的产物，还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

艺的创作过程可能一定程度从个体出发，但决不是停留于自我欣

赏，其指向和目的则是为了与社会群体的分享。因此，作为上层

建筑的政治，是和文艺密切相关的，是互为促进的，完全不涉及

政治的文艺和完全不理会文艺的政治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唯愿选择了诗歌创作的诗人，正确把握文

艺和政治的关系，扎根生活的沃土，不断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笔耕不辍，化古出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诗

意长存。

 2017年11月于北京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楹联学会名誉会长，

野草诗社社长、党委书记，国防大学原副政委（中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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