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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福兴，笔名墨露山人。生于一九五二年，祖籍河北省

黄骅市齐家务村。国家公务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注册会计师、政工师。一九七三年前务农；一九七三

年后，先后在齐家务、吕桥、滕庄子、羊二庄等乡镇供

职。一九八九年先后在黄骅市司法局、审计局工作。自

一九八九年以来，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长短篇论文和

报告二十多篇。书法在全国省级以上展览中多次入展并获

奖。现在家种菜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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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福兴先生嘱我为《闲人俗韵》写篇序言，好

长时间我未敢动笔，因为我自知才疏学浅，更知自

身无资历、无声望，怕玷污了作品，折损了郭先生

的形象。然而，兄长诚恳相托又不忍推辞，我只好

恭敬从命了。

我与郭先生结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多年

的交往，使我们成为了志趣相投彼此信赖的朋友和

兄弟。

郭先生出身贫微，但他没有屈从现状，而是

怀揣梦想，只身奋斗，迎来了人生中一次次辉煌。

十八岁入中国共产党任村支部书记，二十二岁荣升

公社党委副书记，三十三岁后陆续晋职为乡长、书

记、局长。他纯朴真诚，热情豪爽，重义守信，刚

正不阿，在社会各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人

张凤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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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尊重。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始终不能释怀，那

就是对诗词的酷爱。他对诗词爱地执着，爱地真

切，孜孜以求，一往情深，写诗作词已成为他生活

中的一环，生命中的一部分。郭先生就是这样一位

集平民色彩、官员色彩、文人色彩于一身的闪耀着

多棱光色的传奇人物。

《闲人俗韵》辑录其诗词作品一百六十首，时

间跨度三十年，是郭先生大半生的倾心力作，是一

部可读性、教益性非常强的励志诗集，在多个方面

都透射出了鲜明的特色。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郭先生强烈的家国情怀。

他在《国庆节随感》中写道，“今日国庆同设宴，

共敬先烈酒一坛。嫦娥捎去强国信，红旗上月慰忠

贤。”他崇敬先烈，崇敬他们为国为民流血牺牲的

英雄主义精神。他更热爱领袖，爱他们为中华民族

开辟了一条通向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道路。领袖

的思想、功绩和形象已融入了他的血液，铸进了他

的灵魂。“梦回七六哭声响，十亿人民泪凄扬。九

州欲坠暗无日，痛悼救星归天堂。雷卷泪雨冲天

上，万众共指小玉皇，偿还太阳归人间，滋润万物

好生长。”对领袖的挚爱跃然纸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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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生于一九五二年，差不多和共和国一

起长大。六十年的坎坷经历，六十年的家乡变迁，

六十年的风雨沧桑，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个人的命

运、家庭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息

息相关。因此，心系国运、敬仰领袖的家国情怀成

为伴随他一生的内在情愫。这种情愫常常流泄于他

的笔端，激励着自己，也劝勉着后人。

郭先生长期工作在基层，他了解民众，熟悉民

情，深深懂得百姓的爱与恨、乐与悲，因此，他的

作品中蕴含了浓重的“为民做事、清白为官”的民

本思想。

“纵观千古胜与败，根在民心表在帅。愚人焉

知云带水，暴雨倾泻冲基宅。”他深知水能载舟，

也能覆舟，只要为民做事，把人民装在心中，就不

会暴雨倾泻冲基宅了。“日出吾隐不争勋，每逢夜

来方降临。逐去黑暗龌龊事，留下清白照人心。”

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明确地表达了对丑恶腐败

的痛恨，对清白为官的追求。他借助《亮点》一诗

道出了自己终生的渴望与希冀：“指点江山万户

候，瞬间东逝大江流。钱权如烟随风去，唯留正气

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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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热爱生活，热爱家乡，他善于从日常

生活琐事中，从家乡的一草一木中去挖掘诗意，寄

托感情，因此他的作品自然、纯朴、感情充沛而真

切，有很强的感染力。

儿时野外放牧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但在郭

先生眼里，却发现了它的美妙之处。“牧羊大洼

里，极目绿无疆。放声童歌唱，稚音洒草场。”清

脆的牧歌驱散了寂寞，赶跑了枯燥，在旷野中悠然

回荡，给人带来了许多美好的遐想。他对家乡的老

坑是这样描写的：“一塘池水半池花，风吹莲动跳

青蛙。柳枝垂饮坑中水，群蝉放歌唱农家。”读着

它，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忆起了儿

时的大水坑。场景熟悉而又亲切，透着一股浓浓的

家乡情怀。寒风凛冽，雪花飞扬，背负孩子的女人

在忙碌着送水。面对这一场景，他写道：“寒风刺

骨白絮飘，背婴提桶逐户跑。稚童焉知杯水累，戏

抛茶汁笑湿袄。”似在叙事，但字字句句却浸满了

郭先生对“送水女”的深深的同情。稚童的天真无

知，更反衬出了“送水女”的辛劳与艰难，读后让

人心酸。有感而发，充满真情的诗作，才能打动读

者，留世长远。



9

富于想象，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是郭先生诗作

的又一大特色。“季冬夜静梦突醒，似觉窗外摇银

铃。晨起惊见玻璃地，出门如进水晶宫。”雨点打

窗好像银铃摇动，雨后土地形同白色玻璃，家宅院

落幻化成了水晶宫。本来一场萧飒寂寥的冬雨，在

诗人笔下却变得有声、有色、有形，变得灵动而有

生机。丰富的想象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

“三月雨后遍地烟，疑是云海落九天。牛郎

扶犁云中立，织女牵牛种春田。”是天上，还是人

间？是天上怎么会有犁耙、耕牛？是人间怎么会有

牛郎、织女？地下天上，浑然一体，妙不可言，让

人产生无限的遐思。载人飞船成功上天，神州大地

举国欢庆，郭先生又展开了他丰富的想象：“宇宙

浩海星如麻，一箭腾空入天涯。月宫醉饮嫦娥酒，

火星做客会仙家。”中华神舟翱翔太空，火神、月

仙热情相迎，天地呼应，人仙同庆。多么美妙的构

思，多少奇特的想象，多么浪漫的情调，给人留下

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郭先生还熟练地运用了赋、比、兴、及比拟、

夸张、对比、衬托、叠字等艺术手法，大大增强了

作品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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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人俗韵》词作不多，但不乏精彩之品；

还有十首很值得一读的排律诗；更为可贵的是，

诗集中有几首介于近体诗与当代诗之间的一种新体

例，让人眼前一亮，此种说法是否恰当，还有待于

探讨。

郭先生是一位胸装大爱的人，他对祖国、对领

袖、对家乡、对生活、对民众、对亲友的挚爱全

部汇聚到了诗词作品之中，《闲人俗韵》即是这个

大爱的承载者，其为人们营造出了一个淳朴自然、

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学天地，也为人们描绘出了一个

乞盼安康，渴望清明的理想世界，奉献给芸芸众生

无偿地品味、分享，这是郭先生对黎民百姓的一份

贡献。

《闲人俗韵》即将问世，值此，衷心地祝福

郭先生在诗的海洋里继续畅游，早日到达理想的

彼岸。

因水平所限，谬误不妥之处，还请作者、读者

和专家一并指正。

　　　　　　　　　　　　　　　　　　　　              

                       二○一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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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雾　郭福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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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　雾
一九八三年一月

于官庄去吕桥骑着自行车，行走在河堤上，满

天霜雾，发须皆白。孩子们看吾银须白发，误指老

人。中午时分，来到吕桥，抬头仰望，太阳如一轮

圆月，悬挂天空，故有感而作。

骑车雾中行，

玩童笑白翁。

满树银枝挂，

午日月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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