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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通渭县委书记 令续鹏
通渭县人民政府县长 邵志刚

《通渭县当代诗词联选集》出版了,这是我县被命名为“中华诗词之乡”以来，

全县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新成果，谨表祝贺！

通渭县是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这里虽然自古地瘠民穷，素有“苦甲天下”

之称，但是人民勤劳执着、淳朴善良、崇尚耕读、坚韧不拔，千百年来对文人、文化、

文明的崇拜，如痴如醉、历久弥新。东汉著名夫妻诗人秦嘉、徐淑，以诗言志，以赋诉

情，比翼诗坛，为五言诗的发展和成熟做出了特殊贡献，流芳史册。李南晖、牛树梅、

牛瑗等通渭古今文化名人都留下了不朽诗作，脍炙人口，广为传诵。通渭人喜欢诗、

爱写诗，不仅限于文人学士，即使普通老百姓也常用通俗的语言、诗歌的意境描绘

艰辛生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流传在通渭民间思想鲜明、文辞优美、风格各异

的小曲、民谣、山歌和儿歌等形式的唱词无不是通俗的诗词范畴，其中有弥足珍贵

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渭县是一片红色的土地。1935年 9月 29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陕甘支

队进驻通渭县城。毛泽东同志在县文庙街小学首次朗诵了他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

《七律·长征》诗。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豪情壮志和诗人情怀，再次点燃了通渭人民沉

积在心底的诗歌火种。

通渭县是一片充满诗意的土地。改革开放 30年来，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相继获得“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中国书法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全国体育先进县”“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等殊荣。今天的通渭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文艺创作空前活

跃。除以书画创作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和憧憬外，还有不少人更喜欢用诗歌这种

文学形式写景抒怀、记事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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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县
当代诗词联选集

正当通渭诗词创作、文化建设蓬勃发展之际，景晖、李法宗、姚汉云、陈永高、离

离、张晓宏等 6位同志累数年光阴、阅数千诗稿，终将一部质量上乘的《通渭县当代

诗词联选集》献给了广大读者。纵观全书，作者人数多、范围广，内容丰富、特色鲜

明，全面集中地展示了通渭现今诗词联创作的新成果。

合力建设新通渭，凌云健笔写春秋。我们衷心期望，全县诗词联爱好者、文艺工

作者，以《通渭县当代诗词联选集》的出版为契机，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二为”方向，

贯彻“双百”方针，深入生活，体察民情，挖掘素材，大胆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

艺术作品，为通渭文化事业的不断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2014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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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艺术瑰丽的光彩

郭建民 何 钰 雷 鸣

《通渭县当代诗词联选集》就要出版，这的确使我们高兴。因为，出一本这样的

选集，在家乡历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即就全市、全省来讲，将一个县当代人所创

作的近体（格律）诗词、楹联，和现代诗歌、歌词等合起来选萃成集，也很少见到。

通渭县素以“耕读继世，诗礼传家”为荣，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诗歌艺

术传统。特别是东汉秦嘉、徐淑这一对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诗人夫妻，他们的光辉

照耀古今，照耀多少通渭人循着他们的歌吟追求岁月不朽的心灵。这个选集，乃使

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文化传统在家乡土地上的传承，看到了当代通渭人以诗歌的

形式抒发着生活的永恒。选集收入的近体诗、古体诗、词、对联，和现代诗歌、歌词，

展现了 100多位新老作者不同的艺术风貌，展现了通渭人在新旧诗歌多种形式创

作上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也展现了当今通渭诗歌整体实力的壮大和提高。通渭现在

已是有名的书画艺术之乡，含诗歌在内的文学是艺术之母、书画之母，书画艺术和

诗词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体现出艺术之乡的内涵，才能真正、有效

地扩大它的外延，通渭艺术更加放射出它瑰丽的光彩。也许，《通渭县当代诗词联选

集》的意义，就在于此。

《通渭县当代诗词联选集》的主编、副主编 6人中，李法宗和景晖是我们 3人的

朋友。长期供职于教育部门的法宗先生，自少酷爱古典文化，善于书法，且十分精通

诗词联音韵，是公认的一方“夫子”。长期担任过通渭县宣传教育部门领导职务的景

晖先生，近年来除出版书法、诗文作品集，还刻苦钻研，掌握了近体诗、词的格律声

韵。而姚汉云、陈永高、离离、张晓宏，则是近几年来在诗歌创作上已有建树的中青

年作者。其中新生代女诗人离离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诗歌八骏”之一。这是

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编辑班子，是一个旧体、新体，楹联、歌词各有所长、各尽其才

的人才小组。因而，集子中选编的现代诗歌颇有水准；近体诗、词、联部分，要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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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县
当代诗词联选集

格，遴选规范，令人称道。

说到近体诗，它的规范意义是格律。近体诗、词的好处就在它平仄相间、韵律和

谐的形式，而不在于字数的固定。只知道凑足字数而不讲平仄声韵，如同买椟还珠。

近体诗词这一新文化运动前我国主要的诗歌形式，完全能够服务于当代人的感情，

服务于与时俱进的生活，但是一定得遵循它的基本原则，才能谈得上继承、保护和

真正的弘扬。从这个层次讲，可以说编辑这个选集，算得上一项文化的工程。既然要

写，就要写出样子来；既然要编，就要编出样子来。法宗先生深谙此道，他怀着对家

乡，对家乡文学艺术、诗歌艺术深沉的热爱，在古稀之龄“老夫聊发少年狂”，倡议并

担纲这一文化工程，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法宗、景晖、汉云、永高、离离、晓宏团

结协作，甘于奉献，为这一文化工程的完成，付出了他们的精力和心血。

现在，《通渭县当代诗词联选集》就要付梓印行，这无疑是一件可喜的事。我们

深知，从 100多位作者多形式的作品中，从思想传达和艺术表现各个方面要编出全

面精到的选诗，那是非常不易的。一片热忱报效故土，繁荣中华诗词艺术，是编辑者

的初衷；彰显家乡文学事业，珍存通渭诗歌史料，更是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三人离

开通渭到定西工作，虽然最早的已达 30年，最晚的也 10年有余，却都置身于文化

单位，也都继续着在家乡扎下深根的文学艺术的事业。我们创作和发表过的诗词联

作品，能够成为家乡诗词葳蕤大树上的几片叶子，感到十分欣慰。因而，我们与《通

渭当代诗词联选集》的编辑者和朋友们，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在这里与他们一

起，分享他们在编纂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艰辛，和成功之后的一个愉悦。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通渭诗苑定会更加繁荣兴旺、万紫千红，《通渭县当

代诗词联选集》定会在家乡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中显示出它特定的价值！

2014年 7月于定西

（郭建民：定西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市文史研究会会长、市文联兼职副主
席、政协定西市委员会文史委原主任

何 钰：定西市文史研究会顾问、原定西地区博物馆馆长
雷 鸣：定西市文联副调研员、定西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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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通渭县当代诗词联选集》于 2012年启动，历时 2 年之久，迄今成
书，现将有关编辑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选编《通渭县当代诗词联选集》，旨在收集、整理通渭当代诗词联

作品，总结创作成就，展示“中华诗词之乡”的风采，为“诗词之乡”乃至文
化大县的建设添砖加瓦。
二、关于征稿范围。征稿范围包括：1.本县籍诗词联作者；2.通渭籍在

外作者；3.外籍今在通渭工作或曾在通渭工作者；4.入编作者不包括征稿
前已故者。
三、关于“选集”分类。全书作品共分近体诗、古体诗、词、楹联及现代

诗五大编。其中词编分词牌和歌词两个属项。对来稿中有些标明某某词
牌的作品，虽内容、词藻皆佳，但因其与词牌的平仄韵律要求有一定距
离，故归属古体(杂言)类。现代诗因篇幅长、容量大，故不与近、古两体连
排，次序居后。
四、关于作者简历与排名。入编之作附有作者艺术简历。凡有两类以

上作品者，其简历排于其首编作品之前，兹后不复赘列。个别因未提供相
关联系信息，故简历空缺。作者排名，以出生先后为序。
五、关于平仄用韵。在诗词联中（不包括古体诗和现代诗），作者或用

古声，或用新声，或标明或未标明，不尽统一，读者自鉴。此外，在审稿中，
编者对部分不合平仄韵律之作给予必要修改。
六、在征稿工作中，由于作者分散、地广面宽，加以其他因素，致使部

分作者未能获悉征稿信息，造成遗珠之憾，故特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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