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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李玉寿

《绿洲新韵》是作者社会生活与心路历程的写照，是他剖

析社会、解读人生的结晶。

一个意象单元，与另一个意象单元形成因果结构，从而建

构成一个完整的诗的意境，一种包括想象空间、艺术氛围、美

学韵味在内的艺术境界。这是《绿洲新韵》艺术特点之一。

包蕴自然，涵盖宇宙，采摭英华的诗行，在刹那间见终古，

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这是《绿洲新韵》艺术特

点之二。

他用一双智慧的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流动，社会的炎凉，

人生的悲欢便会成为他的诗。所以说，他是诗的象征，诗是他

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和诗，诗和他已经融合为一体。

历史、社会、人生、自然，无一不在他的凝思中。花开花落，

潮涨潮汐，生命的阴晴风雨，情感的明亮晦暗，在这里都以诗

的形式完满地呈现出来。书中也选入了部分散文作品，观之如

观其人，真诚，朴实。阅历的事、朋友的情、眼中的景、心中

的梦、时代的痕、世间的风、人生的追求和思考，在他心中积淀，

酿造，升华成清凉的心雨，奔涌成浅浅的溪流……我们不能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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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也无法拒绝一条小溪对大地的滋润。这是我对《绿洲新韵》

作者及诗文集的品评。

柴永贤诗文创作的历史并不长，数量也不多，然而他已掌

握了个中三昧，比较成功地运用着从情景到意象、再到意境的

整个创作过程的形象思维规律，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

也正是我看好他的诗词曲并热情为他写几句话在这里的原因所

在。 

（作者系河西文化名人，作家，民勤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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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一路走来，从来没有想过此生要写诗，更没有想过要为诗

出版一个集子。

小学初中时代，学习过地诗歌，除了毛泽东的诗词外，有

印象的只有“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

大厦”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等不多的几首。

上高中时，是像模像样地学习过几首，如杜甫的《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苏轼的《念奴娇·赤

壁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上师范时，

倒是背诵过一本似筷子厚的《唐诗宋词选》，但是在整个求学

时代，所积累的诗歌和建立的诗歌知识，充其量没有超过现在

一个高中毕业生的积累量。如此少得可怜的积累，是没有资格

谈诗，更没有资格写诗的。

大约是 2001 年盛夏的时候，我被一个石子绊了一跤，摔得

很重，引起了我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于是便写了五六十篇小散

文，发表在地方报纸上。是一位当了作家的同学劝止了我，这

就是雪漠。他说：“你还是写点文学评论比较适合。”他之所

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写过一篇关于《猎原》（雪漠著）

的评论文章，其中一部分发表在《武威日报》上（全文发表在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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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漠文化网）。可是一个无名之辈，怎么能够去评论一个很有

名气的作家呢？怀揣着这样的不自信，我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生活，在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轨道上滑行了好几年。2012

年的时候，生活中的又一段经历洗礼了我的灵魂，成为我又一

次拿起笔来的重要“机缘”。又是雪漠的《大手印》拯救了我：

恒河的静波流入了我的血液，禅性的睿智抚慰了我的心灵。它

要把我引向诗歌吗？面对一个“诗”字，我悟了很久，得出了

肯定的答案。于是便有了平生第一首自己的诗歌：

无题

欲为不为两难间，伤人伤己皆非愿。

师圣拜佛各有说，求仙参道尽着边。

人言七八均占理，我心九五已清闲。

无情皆做有情观，渔樵声中万古天。

矛盾痛苦的心境得以舒缓后，我的孤凄的灵魂便找到了栖

息之地。我的心不再激烈，不再彷徨，不再游移，不再漂泊。

我的生活回归内心。我从大“一”上开头，一边学：学诗，学词，

学曲，学韵，学律；一边写：搜集五十余年的生活积淀，开始

依规依律地进行表达。常常是“夜搜触点谋新篇，日出清韵改

旧辞”，常常是“触点联想凭纵横，发散思维任驰骋”。我沉

浸在一种自我感奋的、有时甚至是自我陶醉中去了。

边写边悟，我对诗歌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于思想，则兴

观群怨；于形式，则分行成韵；合规合律；于艺术，则形象意

境佳句，而其最高境界则达于禅。“诗”字不就是一个“言”

字加一个“寺”字吗？“禅”是一种精神的追求，它高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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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达禅境，则先空心；欲静心，则先修炼思想，提升道德。故

欲学诗者，先持修禅心。禅心立则诗眼开，诗眼开则诗自来。

在练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心”和

“脑”的区别。凡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东西，都富有诗意诗味诗

韵；凡是硬经过大脑苦苦找寻的东西，都有生硬感、不通畅感，

都不能成为真正的诗。无论如何，诗歌充斥了我的生活，我在

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了快乐。

两年多来，坚持不懈地跑生活、寻题材，坚持不断地练写，

就有了几百首的成绩。面对这些东西，自己也清楚是良莠不齐，

但总是敝帚自珍，舍不得割弃。也许仍然是名利心作祟吧，总

之有了结集出版的强烈愿望。天地悠悠，我不能拒绝我的内心，

只好让它面世，让它在大自然中自生自灭吧！

长期以来，形成了不看书睡不着觉的习惯，而子夜，则是

我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时段，平生写过不少东西，都是

从子夜开始起笔，夜里完成的，这些诗歌也无一例外，均写于

子夜。实际上就是子夜心歌，而诗集的大多内容均写绿洲，故

集子最终命名为《绿洲新韵》。

在准备出版之前，我把诗集寄给了作家雪漠，他用三个字

的短信做了回复，这三个字是“好东西”。十几天后，他又发

了另一条短信提出了建议：“应该有些散文的表达。”于是，

集子中又多了十几篇散文作品。

付梓之际，对作家雪漠和李玉寿先生的真诚指导和热情作

序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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