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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诗词选
LuoCheng ShiCiXuan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蒋向明

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中华民族是对诗特别钟情的民族。千百年来，国人

就是在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滋润陶冶下成长起来的。只要稍有一

点文化，都会懂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懂得“位

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气概，懂得“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境界，懂得“窗含西

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好。

即便是世事不如人意，也会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宽慰，珍惜“一

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的人格操守，秉持“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的感恩情怀。这样的文化修养和人格修养，完全可以将它们当作君子秉性、文

人气节的试金石。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有深入

了解的人，一举手一投足都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别样的魅力，让人愿意与之共担

风雨，一同前行。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谈判时写下的《沁园春·雪》，是何等的磅

礴大气，那种“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

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多少

人读了为之激动振奋，为之拍案叫绝，顿生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睥睨之感。

据说蒋介石读后，也找了一帮学究来，要他们都作一首，看有没有能压得下这

一首的，但学究终归是学究，写出来的东西哪有这种气势，最后只好作罢。因

此可以说，历史上的伟人，他们自身都是与生俱来似地带着诗人的激情和人格

魅力的。

——《罗城诗词选》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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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自古文章好”，自参加工作后，我便听人说罗城文人的故事，尤其是

罗城有“三尖”（山头尖、筷头尖、笔头尖），让人感到罗城文化的神秘。确实，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罗城数得出来的文人就是长长的一串。他们中，有在

抗日救亡时期写出著名的《抗日救亡曲》和在三十年代就写出中国第一本《怎

样写报告文学》的周钢鸣，有在 40 年代对周恩来总理进行深度报道的曾敏之，

更有解放后以仫佬族诗人蜚声诗坛的包玉堂，有长期担任广西党政部门领导并

从事写作的岭南才子潘琦，有戏剧家常剑钧，有小说家鬼子，等等，他们都对

河池文坛甚至广西文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从写诗开始进

入文坛的，诗的意境、诗的情怀在陶冶着他们，使他们能不断汲取生活的源泉，

文笔常新。他们也因此而成为罗城的骄傲，广西的骄傲。

当前，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各族人民正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同心协力谋发

展，一心一意奔小康。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更需要精神层面的动力支撑，并且

这种文化建设的本身也是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把前人留下的文化

遗产弘扬光大，子孙后代就会获益无穷。“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罗城诗

词选》的出版就是这样一件顺天意、有意义的事。在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

年于成龙如何在孤独困苦的境地坚持操守，感受周钢鸣先生当年谱写《抗日救

亡曲》时的热血气慨，看到包玉堂先生对新中国的发自内心的赞颂，看到潘琦

先生、龙殿宝先生等对民族文化的倾情歌唱……这些诗歌，分为旧体诗词和新

诗两集。从艺术上看，都具有相当的水准。激情磅礴的，如惊涛拍岸，日光射

虹；委婉含蓄的，如山间清泉，绿茵芳草；很多诗句都来自诗人自身的真情体验，

具有别样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如那些老地下党员的诗作，老柳北游击队员

的诗作，那些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人为的迫害与磨难的诗作，那些对民族风

景文化和自治县成立纵情歌唱的诗作，每当读起它们，都会唤起我们特别的记

忆。这些动力源泉，需要我们搜集整理，深入研究，更需要我们的后代汲取精华，

弘扬光大。这本诗集，在我看来，其收集面之广，收集诗歌数量之多，都是前

所未有的，一些诗歌尤其是那些当年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曾进行过艰苦卓绝

的战斗的、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写下的诗篇，如果我们不尽快搜集，很可能就再

也找不到了，那将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遗憾。而通过这次县庆筹备的机会，完成

了这件事，可以说是罗城文化的幸事。在此我还想，我们的文化人在今后，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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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如何将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更深层次的利用，比如是否可以选编整理成一些

乡土教材，让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从小就知道家乡的名人，知道家乡的文化，

发自内心地产生一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如果我们的后代能因此而热爱我们

的家乡，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给我们提供生命的故土，愿意为她的繁荣富强

而努力，而奋斗，我想，这样罗城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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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水土

潘秋琳

	

面对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有时我们谈到某个地方时如数家珍，或许是因

为我们去过那里，太熟悉了。或许是那里极富特色特点，只要提起就会情不自

禁地浮现形象，产生联想。可有时，我们说到某地时，就会出现一片空白，或

者说是出现知识的盲点。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储存在我们的记忆里。

因此，无论是珍稀的动植物也罢，丰富的矿产资源也罢，抑或是古迹美女、足

球美食，只要能让人们的脑海里碰撞出一缕火花就够了。

广西有位作家说过 ：罗城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小省的规模。只要一提

起罗城，就会联想到一批文化名人，他们是周钢鸣、曾敏之、包玉堂、潘琦、

常剑钧、鬼子等，这些罗城人在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还

有一位中国作家这样形容 ：说起罗城，感觉比欧洲的巴黎还遥远。但提到罗城

的作家，又感觉是近在眼前。我认为这些话说得非常中肯。的确如此，我们这

些作家诗人们从罗城这个小地方出发，走向广阔的山外大千世界，像耀眼的星

星映照着罗城的天空，为外人了解罗城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

眼下，我的桌面正好放着一摞厚厚的稿子——《罗城诗词选》，这套诗词选

集收录了罗城历代以来的优秀诗词——从上自唐代到今天的生活。翻动一页页

带着油墨清香的稿子，一个个诗人的名字跳入眼帘。既有我们熟悉的名家里手，

也有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 ；既有为罗城的解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也有在

各行各业默默无闻工作的普通人。他们用一句句美丽的诗行描绘、书写、编织

着罗城的人文历史、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为他人走近罗城、了解罗城提供诗

——《罗城诗词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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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画面、鲜活的形象以及独特的视角，也为我们罗城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地处广西北部，位于九万大山南麓的长廊。在这条

长廊里，聚居着中国的一个族群——仫佬族，因为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仫佬族都

在长廊里世代生息着、劳动着，所以又称为“仫佬山乡”。这里人杰地灵、作家

辈出（笔头尖），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山头尖），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筷头尖），

因此构成了独特的“三尖”文化风景。如果您走进罗城，罗城人会用淳朴别致

的礼节为您献上醇香的葡萄美酒，唱起原始动听的歌谣。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能出现文学创作异常繁荣，作家作者队伍茁壮

成长的文化现象，是值得好好研究的。我想，这应该与我们罗城的这方水土有关。

因为罗城是一个开放的多民族组成的杂居地，这里生活着汉、仫佬、壮、瑶、侗、

苗等民族，多元的文化背景让人们学会了包容与谦让，学会了看世界的多种角

度与人生姿态，学会如何在异质文化中穿行的同时，又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质。

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元素，养育了这方水土上的人们。再则作家们的个人努力

也是至关重要的，有道是：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学问自古欺富贵，

真文章在孤灯下。如果他们没有付出比一般人的超常劳动，没有忍受比一般人

的超常痛苦，没有经历比一般人的生活磨砺，要想取得今天的成绩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罗城丰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民间养料也为这些作家们提供了丰富

的创作源泉。因为罗城人民本身是一个能歌善舞，爱讲故事，热爱唱戏的民族，

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不少人天生就具有艺术气质。还有就是与罗城尊重文化，

尊重作家有关。本县的一些领导本身就是作家或文学艺术爱好者，因此能在人力、

财力、物力上给予文化艺术的大力扶持和支持。如县刊《丹凤》就能长期坚持

办下去，因为这是一块本县业余作者的练兵场与实验田。如今这些成绩卓著的

罗城作家中，有些作品最初就是在县刊上发表而后才走出山外变得声名远播的。

他们中的不少人当初就是参与办刊的编辑。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因素，才

使得罗城作家作者代代相承，形成梯队，门类齐全，你追我赶。因此，2010 年

罗城被评为“广西文学创作强县”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罗城这块土地是这些作家们的生命起点，无

论他们走得有多远，他们的身上永远铭刻着罗城的印记。反过来说这些作家又

成了罗城这块土地上的重要“品牌”，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沈从文之于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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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他们像一坛陈年的老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愈久愈变得醇香醉人。当时

间洗净繁华，喧嚣归于寂静，我想，我们罗城真正最值得引以为豪的是拥有这

样一批优秀的作家与诗人。

正是因为罗城出现如此重量级的文化名人，外面的世界一定会对我们这方

水土产生永久的期待。我们将用心打造罗城的这一文化“品牌”，一如既往地关

心支持我们罗城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使她不断发扬光大。这样我们既无愧于

前辈，也无愧于后代，更无愧于我们的良知。

	 （作者系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编辑说明

一、《罗城诗词选》收录的作者范围 ：

1. 罗城籍的作者。

2. 在罗城生活工作过的作者。

3. 写罗城的人文历史、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等诗词的作者 。

收录的时间范围 ：从唐代到当今的生活。

二、《罗城诗词选》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格律诗词，下册为新诗。

三、《罗城诗词选》的古代诗词部分按作者生活的朝代先后排列 ；龙

谢兰的诗词放在古代，因为他出生年尚属清代。现当代诗词及新诗部分，

除周钢鸣、曾敏之、包玉堂、潘琦、常剑钧外，其他作者的排序一律按英

文字母顺序排列。

四、《罗城诗词选》的选稿标准在坚持思想性的前提下，更多的关注

艺术性，同时，也兼顾其他方面的因素，如作者年龄层次和职业的丰富性，

以及诗词题材的多样性等。

五、《罗城诗词选》选取作者的诗词数量，因人而异，一般来说，民

国及之前的诗词，我们尽量收录，权当资料备存。

六、《罗城诗词选》的作者分布广，时间跨度大，有些无法联系或联

系不上，故作者简介有详有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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