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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诗，但喜欢许近仁的诗。

认识许近仁已经 １０ 多年了，那时我还在报社工作。在

一次什么会议上，时任区文化局长的陈良保先生给了我一

篇诗稿，说是浦沅厂一位搞财会的同志写的，他觉得不错。

那时，尽管许多先前热衷于舞文弄墨的人失却了对文学的

热情，但是通过领导、熟人的关系来推销自己稿件的还大有

人在。出于礼貌，我还是当着良保先生的面展开诗笺，一看

还真喜欢上了。良保先生介绍说，作者叫许近仁，年轻时就

喜欢写诗，上世纪 ６０ 年代就在《解放日报》及《萌芽》杂志上

发表诗歌，后来去了湖南工作；改革开放后，湖南的这家企

业在上海办了一个厂，老许才又重归故里。我说：“诗写得不

错啊，这样的稿件何须通过你来走后门啊，以后让他直接投

报社吧。”良保先生笑了：“你呀，就喜欢把什么都往坏处想，

是我觉得好才推荐给你的啊。眼下的诗风，唉，不说了⋯⋯”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位文化局长出于守土有责，想匡正诗

风啊。我对那些所谓的现代诗也很不以为然，作者们往往毫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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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逻辑地堆砌起一些意象和不讲文法的词句，人为地制造

阅读障碍，让读者坠进云里雾里。所以，我在自己“把持”的

这块领地上很少发表诗作。但许近仁的这首诗在我到手后

的第二天就见报了。

后来，许近仁到报社来给我送稿件，我这才真正认识

了这位来自企业界的诗人。颀长的身材，挺直的腰板，浅淡

的衬衣被整齐地扎在裤腰里，人虽然瘦却精神矍铄⋯⋯都

说文如其人，难怪老许的诗这么传统，这么质朴，这么清

新。他送来的稿件，几乎没有不录用的。

我说过，我不懂诗，但喜欢许近仁的诗。

这可能是老许的诗通俗易懂，不故作惊人之语的缘故

吧。读老许的诗就像听民歌一样，在恬静和悠闲中神游广

袤的平原、奔流的江河、史前的遗址、崛起的新城，这是在

那些所谓前卫和先锋的诗歌中找不到的感觉。

老许是个很勤快的人，与其说他的诗是绞尽脑汁冥思

苦索酿成的粒粒珠玑，倒不如说他是在灵山秀水寻常巷陌

间俯拾起来的朵朵小花。他随工厂来到松江也不过是十几

年的时间吧，但对松江的人文底蕴、历史掌故、风景名胜以

至野史逸闻都了解得相当透彻，很让久居松江的我汗颜。

在他的诗作中，工业区的车间、度假区的名胜、新城区的景

观、大学城的建筑，甚至连老城改造中已经消失的街巷都

被表现得那么真实，那么立体。然而，老许的诗作不是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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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他诗作中的那些物象都被输入了思想，浸润了他的感

情。比如，他在《工厂，一盘没下完的棋》中写道：“用改革的

软件编制新的程序／微机调动全盘棋局”，“油门唱着欢歌／胸
中涌起大海的旋律／嘟噜翻腾路的长虹／流进茸城开发区域”

（《搅拌车的梦》）。他，在自己的诗作中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

记。正如清人袁守定在《占华从读》中所说：“得之在俄顷，积

之在平日。”朝花夕拾，集腋成裘，老许的上千首诗作就是这

样积攒起来的。

听说老许的诗歌将结集出版了，很高兴，写了这些关于

诗歌的门外谈以致贺。

元之先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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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卷生活的深情歌吟

———读许近仁先生诗集《风吹过的岁月》

古 铜

得知许近仁先生要出诗集了，心中非常高兴。许先生创

作诗歌 ４０ 余年，得精品数百，而今结集出版，这是瓜熟蒂

落，水到渠成的事。

我是先认识先生的诗，后认识其人的。去年底，从湖南

来到松江谋生，在一份报纸上读到许先生的诗《情漫雪海

堂》，不禁为其思想容量所震惊，想，松江乃人杰地灵、人文

荟萃之地，至今仍卧虎藏龙，含珠蕴玉，心下暗暗记住了许

近仁这个名字。不久因工作原因，接触到岳阳读书会、楹联

沙龙、红楼沙龙，认识了当地一批文人骚客，贤彦良师，其中

就有先生。许先生曾在湖南工作近 ３０ 年，把最美丽的青春

年华贡献给了三湘四水，近退休才返回原籍，落叶归根。如

此渊源，和本人，还算得上半个同乡。言谈之中更添了几分

亲切。恰本人也爱诗多年，多次与先生谈及诗歌，也算同道

中人。

本着这一层关系，早早便得到了这本沉甸甸的诗稿，

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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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翻开许近仁先生的诗集《风吹过的岁月》就像展开

一幅壮阔的人生画卷。这是一本不能一口气读完的书，字字

句句，让人仿佛身处茂密丛林，一转一新，一折一奇，应接不

暇；这是一本需要在静夜独自捧读的书，其内涵之精妙，像

醇酒浓茶，须细细品味，方能体会其中韵味。连着数夜，为

其中多彩的画面、浓郁的诗情所浸润，随着那些诗句在天

地之间徘徊、沉吟。

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师，首先把镜头对准生活，由

近及远，而后拉大到天地辽阔，时间深远之处。从地域上看，

第一辑“华亭长廊”收录的，都是以故乡松江的风土人情，名

胜古迹为题材的诗作；第二辑“倾诉上海滩”收录的，则是以

大上海作为背景的诗歌；第三辑“梦恋峰回路转”收录的，

是诗人游览祖国名山大川所写的长歌短吟；第四辑“在锤

声中抵达”，则是作者工厂生活的真实记录。从时间上

看，这部诗集就似一部回忆录，从今天拾级而上，漫溯回

昨日，回到写诗的起跑线。展示了诗人写诗的历程，也展

示了诗人思想和情感的运动轨迹。正如作者所言：“一支笔

勾勒了半个世纪，一把算盘拨弄了酸甜苦辣。”

读诗品诗，最强烈的感觉是厚重。这些作品融入了作者

博大深沉的情感，字里行间透着历史的凝重。诗人对于祖

国，对于革命前辈的感情是强烈的，爱憎分明，绝不含糊。这

与中国历代文人忧国忧民的思想一脉相承。“诗言志”，诗要

有所寄托，诗人要有所担当，要具有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

要敢于为正义执言，为时代鼓与呼。这才是“为文之隆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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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鸿教，是为原理、征圣之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个人写作”久据诗歌阵地，伪诗、非诗充

斥诗坛的状况下，诗人仍能冷静地审视，保持这一片心灵的

净土，实在难能可贵。诗人有自己的坚持，行文的标准，清醒

地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姿态来写诗。如《情漫雪海堂》《写在

史量才故居泗泾古镇》《心灯》《复活》《八一军旗》《走进中英

街》等，都让人感受到作者那颗炽热的心在猛烈地跳动，穿

透历史的风云，把一段鲜活的历史重新拉回来，放在读者面

前，让人重新审视，并随着作者的笔，重新思考生活。

以《情漫雪海堂》为例：

没有风声，没有雨声，

留下一片寂静。

问天问地问自己的良心，

世上太多的叹息和不平，

袭击我们，我们有谁喊出了惊窘：

腐败之政府，既有我辈推翻，

伟大之中华民国，此革命之初心⋯⋯

裸露的花色搓捻成冥想，

怦然之心点燃沧桑和忧愤。

被声音拉住的行人，如今折腰斥问：

腐败之政府，海那边的幽灵，

拒绝统一，竟忘记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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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也睁开眼睛，花也张开嘴唇，

一起呼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声音震慑昏君，

声明震落几只苍蝇。

作者在题记中写道：“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孙中山来松

江，在醉白池雪海堂向同盟会会员演讲⋯⋯”就是解读此诗

的钥匙。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

立中华民国，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诗人在雪海堂思绪纷

飞，回放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再联想到今日登上宝岛政

治舞台的政客大肆宣扬台独的罪恶行径，与中山先生当年

革命的初衷，相去十万八千里矣，乃至情感的波涛顿起，褒

贬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再看《八一军旗》：

向罪恶开第一枪，

奴隶用枪声向黑暗解释，

小巷里空气喷出地火，

正义的子弹听军旗指挥。

南昌，１９２７年最长的一夜，

军旗叫醒了武装起义；

苦难的喜儿解开白头巾，

爆炸声响彻敌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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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旗会师井冈峰头延安圣水，

战到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

染红的军旗向死亡解释什么，

社会主义已到了崭新世纪。

军旗下一代英雄成长，

枪膛里火温没有冷却；

他们在思考、观察和倾听，

霓虹灯下彩弹也不堪一击。

军旗沐浴血与火的洗礼，

共产党人懂得用什么捍卫政权；

矢志不渝的燃烧、飘拂，

抗风战雨，比火炽烈！

此诗写的是一面经历了血和火洗礼的军旗。诗人由军

旗联想到严酷的战争岁月，揭示自由、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又由峥嵘岁月联想到现实，提醒人们居安思危，要坚决捍卫

革命成果。在诗人眼中，这面军旗就是人民政权的象征，就

是正义和力量的象征，只要军旗高高飘扬，就不怕任何不测

的风云。

这部诗集里，数量最多的还是紧贴时代脉搏、紧扣现实

生活的诗歌。诗人用他犀利的慧眼，深情凝视着身边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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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既不放过时代的大风云，也不放过细微的细节和场景。

虽身处生活洪流，却用心灵之眼冷静谛视，来源于生活而高

于生活，善于发掘“真、善、美”，并情不自禁为之低吟高唱。

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今天，人们多追逐名利，如果没有

一颗热爱生活、向往未来的赤子之心，是不会这么认真地关

注与自己无关的纷纭世事的。如《森林宾馆里》写的是 ２００８
年被江南大雪阻隔，不能回家的大学生在森林宾馆过年；

《它是我心中的候鸟》写的是松江轻轨九号线通车；还有《从

大学城衔来的抒情诗》《大厦之根》《迎特奥鸣奏曲》，以及

《笛扬方塔园》《袜子弄花园》《步行华亭街》《你是站着的阳

光》等等，大到牵动世界目光的大事，小到里弄人物、寻常街

景，都能触动诗人敏感的触觉，引发诗情。

同样，从那些讴歌祖国壮丽山川的风景诗和描述工厂

车间的生活诗中，我们时时处处都能读到作者的热情，诗人

以一颗火热的心拥抱生活，并以饱蘸深情的笔，写下一行行

滚烫的诗句。曾经工作过的湖南和幼时成长、现在生活的上

海，是诗人的两大创作源头。

除此之外，他的足迹也辐射全国，在不少名山大川留下

屐痕，并以诗记之。这些诗或如国画写意，淋漓泼墨；或如工

笔素描，刻画入微。

如《大厦之根》：

躺着一行诗

站着是折不弯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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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长的感情撕开冻土

在兴奋内部

将梦孕育

哪怕雨点如何密集

沉下去走近一张黝黑的脸

和一颗封闭的心

但还是大步行走

眯起眼睛

想着肩上的壮举

在开阔的路口 那时

异国风情像浓缩的雕塑

长城也蜿蜒细语

站在花的两岸

和世界交谈

被地球附吸

等春天来时

一颗颗种子竞相发芽

肩并肩地释放想象的魅力

一幢幢伸向云天

长成世博园的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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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副标题为“赞世博园开桩”，曾在上海市世博

题材征文中获奖，并收入获奖作品集。

又如《袜子弄花园》：

套上淋湿的袜

走进打烊的约会

一排土色服的陋屋

走进晾晒的日记

度过千年留下的牵挂

摇响一串鸣蝉

花蕾涂绿点点空间

江水奉献一片蔚蓝⋯⋯

水带着入海的咏叹

紫藤拉着老人的衣衫

春竹接受召唤的绿

恋人的黄昏没有栅栏

一条路经过多少磨难

才来到变迁的彼岸———

瞧！梧桐抓破了月光

泻下帆船的绳缆⋯⋯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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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用他神奇的笔，把一个寻常里弄花园，写得如

此温馨，如此富于人情味，仿佛描绘了一幅生动的风情

画，引人遐思。写法上，作者主要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新诗

正脉，吸收了各个时期新诗发展的成果。作品与时俱进，表

现技法上不断地加入现代元素，特别是近期作品，思想和技

巧均日臻成熟。

掩卷，心情久久无法平复，应着这些质朴厚实的文字，

这些轻灵跃动的才情，更应着诗集中饱含的款款深情！许先

生 ３０余年从事枯燥的财务工作，整日与那些冰冷的数字打

交道，来不得半点浪漫想象，人也应该变得机械、理性才是。

事实不然，诗中的意象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让人陷入诗

人营造的意境之中，流连咀嚼，回味良久。欣赏许近仁先生

的诗集《风吹过的岁月》，恰似大伏天吃川菜，酣畅淋漓，气

势如虹。及待细品，却有秋的况味，秋的肃杀与知性。情之深

意之切，悲歌放吟，回响至今！

（作者古铜，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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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扬方塔园（组诗） ／ １７
哦！方塔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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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吹
过
的
岁
月

望仙桥 ／ １７
“华亭”遗址断想 ／ １８
赶海人 ／ １９

春 韵

———助残员的心声 ／ ２０
盛开的野菊花

———致上岗早点车 ／ ２２
一条护城河 ／ ２４
袜子弄花园 ／ ２６
从大学城衔来的抒情诗（组诗） ／ ２８

桥 说 ／ ２８
灯 说 ／ ２８
水 说 ／ ２９
树 说 ／ ３０

情抒菜花泾 ／ ３１
如 果 ／ ３３
你是站着的阳光

———致社区调解员 ／ ３５
白龙潭新传 ／ ３７
让 位 ／ ３９
松江的巷 ／ ４１
步行华亭街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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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新年的钟声 （外二首） ／ ４４
拜 师 ／ ４６
儿子贺年 ／ ４７

搅拌车的梦（外一首） ／ ４８
第一场桃花 ／ ４９

西林寺，放飞一只神鸟 ／ ５０
心 灯 ／ ５２
有一种速度 ／ ５４
复 活 ／ ５５
眼前走过 ６６位羌族诗人 ／ ５７
走出流血的伤口 ／ ５８

第二辑 倾诉上海滩

大厦之根

———赞世博园开桩 ／ ６３
乘上海地铁 ／ ６５
广场鸽 ／ ６６
外滩“鸳鸯墙” ／ ６７
上海动物园蛇馆（二首） ／ ６８

菜花蛇 ／ ６８
竹叶青蛇 ／ ６８

走进科技图书馆 ／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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