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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序

梁澄清

萌献兄电话中称欲封笔，不过，封笔前还想做三件事：第一，是帮峭石先

生续完他的长篇小说。第二，再编一本自己的诗联丛集，并欲请张骅先生作

序。第三，编最后一本随笔杂文集，让我为之序。我说，别还给自己定计划、定

时间，要由心调。有精力有兴趣就玩一玩，无趣即停，去逛街，谝闲。老兄有

病，别把自己当壮劳力。至于要我写点什么，自然从命。不过，不会是什么序，

是有话要说。

有话。却非序。不是我头发白了还学矫情，确实是心中真话。中国社会

走到今天，经济发展前所未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亦是登峰造极，文化生态

同样如此。文人亦是常人，却喜谈文化。有人用文化服务社会，有人用文化谋

生活，有人用文化养心灵。当下的文化多在空中，变幻为各色时风。文化落到

地上回到身边，最后只是道德和信仰的话题。毋庸讳言，中国人的道德至此

还能沉沦到哪里去？道德之沉沦，在于理想的消失。理想之消失，在于信仰的

混乱。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属于主流的信仰，也就不会有属于

主流的道德和文化。中国人现在到底信什么？

为什么要说这些扫兴的话，而不说些只让耳朵好听的话呢？这正是中国

有思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中真正的累，或谓之忧患意识吧。自己认为很神

圣，别人并不一定这样看。有人甚至视其傻，有人也会视其贱，有毛病。越是

物化的社会，越会出现对于人类高贵精神的践踏和蔑视。古今中外，从来如

此。中国当下，虽为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较好的环境，但是不可否认，

也是文坛混混、文化垃圾春风得意的市场。萌献兄的一生，证明他并非文坛

上跟时风、走捷径、迎奉拍马的人，更不是拉大旗作虎皮、装腔作势的人。而

是本分人，老实人，有学问和文化良知与责任的人，且是一个愿意为别人分

非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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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困苦、时常忘记自己的好心人，下苦人。积一生之辛劳，用各种文字形式，

把一颗心奉献给家乡和社会，所做一切完全寄托着一种善良美好的文化理

想。虽然大名鼎鼎，荣誉不少，但事实上也仅仅只是一位只被看好而不被看

重、位处边缘的清贫文人，刻苦文人而已。在当下这个唯权是尊、唯利是谋的

社会，而如这样只能让人在心里钦佩并感叹的文人，毕竟是太少太少了！萌

献兄不负清名，值得！

萌献兄让我为序。非序，却有说不完的话。说了，管他别人爱听不爱听。

不说了，留下时间咱们高兴吧！

2011窑6窑2于由心斋

渊梁澄清院著名作家尧学者遥 原咸阳市图书馆馆长尧陕西省民间艺术家协
会副主席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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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本不打算出版《五味斋诗联曲赋选》和《五味斋集稿》这两本书，主要还

是觉得不够成熟，需要修改提高。不料去年突然因病住院，做了食道癌手术，尽

管恢复较好，但毕竟年过古稀，体质明显下降，故而加紧整理集稿，以防散失。

自知这两书质量不高，旁杂紊乱，多是俚句俗语，谈不上作品，更谈不上艺术，

许多又是唱和之作。但都是自身感受，是心声，并付出了心血，更写了一些社会

现实，记录了本人这段生活经历，还是有点可取的东西。同时，由于体质每况愈

下，不得不辍笔挂觚，画个句号，惜别文坛，所以只好付梓。

我这一生，说贫穷也没饿着冻着，说坎坷却是事实。背馍干临时工 20多

年，到 49岁当了县外事文化旅游局副局长还是个临时工。省人事厅一位老处

长听说此事，下来了解情况，果然是实，方才特批了一个转干指标，成了国家正

式干部，这年已是 51岁。两年后便退居二线，然落脚很好。一个农民的儿子能

全家搬到县城，我非常知足。

30多年来，先后出版了 15本书，约三百万字。作品涉及诗、词、联、曲、

赋、剧、文等多种文体。特别是为宣传兴平，提高兴平知名度，我还是尽了力

的。从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编著和合作编著而宣传兴平的作品有《可爱的兴

平》《兴平赋》《马嵬坡赋》；大型剧本《兴平军》《贵人遗香》（移植）；长篇

报告文学有 18万字的《许敬章回忆录》、20万字的《凯达之魂》；十集电视

连续剧《魏野畴》；民间文学《兴平历史名人故事》《兴平民间故事集成》；

对联集《汉武茂陵楹联撷粹》；另有诗词对联 5000多首（副），其中对联《咏

兴平》674字，《汉武茂陵》454字；各类文章多篇及电视专题片 5个，总算不辜

负生我养我的故乡了。我无所好，只知潜心创作，虽然也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耐得寂寞，出了作品，但毕竟难登大雅之堂。因为我只上了 6年小学，虽然后来

有了一个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群众文化系的毕业证，总算修成了一点“正果”。

却算不得真文凭。几十年来能写出一点东西，就是靠热爱，靠执着，靠追求，靠

自
序

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冯
萌
献
文
集

︻
卷
二
︼

毅力，靠一个“熬”字。兴平文友曾送我一个绰号“兴平第一熬”。是贬义，也是

表扬；是嘲笑，也是鼓励。一句话，很实在，很符合我的实际。古人说，水滴石穿，

很有哲理。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一种追求，才活得充实。

这两本书，一本是诗词联曲赋，一本是散文、评论、随笔等，大部分已经

见诸报刊书典。说实在的，因水平有限，质量平平，送朋友也觉汗颜，但是我

是带着感情写的。古人说：“诗言志”，我是在倾吐自己的心声，阐明自己的

观点，抒发自己的感情。虽显直白，却是表达自己对人生、对事业、对朋友、对

社会、对大自然一点感受。

我十分喜爱格律诗，喜欢词牌，觉得它简练，更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音

乐感。我先后作诗填词 1000余首，在《冯萌献诗词对联选》中选了 325首，

这次的《五味斋诗联曲赋选》收录了 322首。由于唐人把格律诗写到了极

致，所以唐诗宋词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学习的范本。今人写诗，沿袭古人，亦有

新创，也出了许多好诗。我自己虽然喜爱，但实力不济，特别要写出一首好诗

更不容易。好的格律诗，不光要符合格律，还要有意境，有文采，有出新，有深

度。词牌虽在音韵上宽泛一些，但也很难。填词不仅要做到“词有定句，句有

定字，字有定声”，还要有俪采，有新意。自己虽然学了多年，也略知要领，但

诗词作品还是太实拙，少空灵；多直白，少文藻。

关于散曲，我是被散曲大家徐耿华和咸阳的马骏英、韩景明等先生赶上

“架”的。我自小就很爱戏，爱秦腔，20岁以前就读过多本元曲名著，印象很

深，但没有写过一首。近年来，省上成立了散曲学会，还决心把陕西打造成散

曲强省、大省。大家又都非常踊跃，信心十足，大把大把地添柴搧火，散曲创

作便很快热了起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曲作品，又出版了几本散曲集。我

本外行，不谙此道，却经不起文朋诗友的鼓励，就照猫画虎地写了几十首散

曲，也不过是滥竽充数罢了。又因我作词在前，写散曲在后，要把两者协调起

来，还真有个过程。因为词牌重雅，散曲既要雅，又要俗，更要具有浓郁的生

活情趣。所以，写了多年词，一旦要改变文风，还真不好适应。所以，在发表的

多首散曲中，只有《[正宫·叨叨令]吃搅团》这首，写出了关中农村妇女爱吃

搅团的生活特色，有点儿曲味。

我在 2000年写了一篇《兴平赋》，这是我第一次学写赋文。写成以后，

由著名书画家严明星先生书就，市国画院刻石，拓片流传到许多省、区及台湾

等地。后来又进行了包装，制作了礼盒，市上曾将《兴平赋》拓片作为馈赠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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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同时又影响到周边诸县，有《礼泉赋》、《周至赋》等相继问世。2007年，

《光明日报》开辟了“百城赋”征文专栏，影响很大。2009年，西安市文联等单

位又举办了“长安新赋”全球征文，使我省辞赋创作更趋活跃。特别是 2010年

陕西省委宣传部、省诗词学会和太白诗社共同举办了“百县赋”征文活动，把

创作辞赋推向了高潮。就此而言，《兴平赋》是我省新中国成立以来描写县、市

较早的赋文之一。

通过《兴平赋》的创作实践，使我更加喜爱上辞赋这种文体，于是又连

续写出了《大雁塔赋》《老年赋》《马嵬坡赋》《天地龙赋》等。其实，辞和赋

是两种文体，辞产生于战国楚地，故称“楚辞”；赋则起源于《诗经》，发展于

《楚辞》。班固说赋是“古诗之流也”。于是刘勰便有：“然赋也者，受命于诗

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的见

解。说明了赋的起源与发展。汉人写赋，以铺排为能事，以司马相如的《上林

赋》、子虚赋》为最。而今人写赋，多为写景、抒情、明理、咏世。不论创作的内

容和技巧如何，我认为辞赋毕竟是一种“大雅”和多种文体融合的文体。它

非诗非文，却又有诗文的清逸与韵味，的确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五味斋集稿》多是 2005年 6月至 2011年 9月间的散文、随笔和评论

有关诗词对联的作品，包括多篇序文。我是从 1982年以后在张过先生的鼓

励和指导下学习对联创作的，先后撰联 5000多副，被汇编在 200多种书典，

部分被有关名胜景区及商店、私人家居刻制悬挂。我既写短联，也写长联。短

联言简意赅，便于书写悬挂，又非常实用。长联也有长联的优势，便于铺排和

抒情。但长联要工对，特别是互对就十分不易。我先后创作百字以上长联

200余副，虽然力求工对，但始终力不从心。

对诗词对联的理解和评论，也都是个人之管见，不一定正确。特别是

“挽联浅议”、“楹联艺术和民俗文化”、“对联知识浅谈”等，也只是自己的

一点认识和体会，缺少独到的见解，更未能深入。在一些序言里，虽也力求公

允，但还是好话说的多。我觉得朋友要求作序，是给自己一个先睹为快和学

习的机会，也希望能得到肯定和推介。我也深知，绝大部分同志都是业余作

者，要求太高并不现实。所以，主要还是介绍和称道作者呕心沥血、孜孜追求

的精神，然后给作品以较为公允的评价，并从爱护、推介和鼓励的角度出发，

予以肯定和赞许，并指出不足和提出意见。总之，我是怀着一种包容的心态

写序的。而且不求深奥，尽力求实。因为文学也是一种科学，容不得虚假，却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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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注重真情。

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到现在也觉得有些精疲力竭之感了。但我还是认

为，社会再发展，现代高端科技再超前，文学艺术和其它民族艺术一样，依然

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学艺术不但体现着民族文

化和民族精神，而且是民族之魂。相信在当今盛世，汉文化和中国文学艺术

将会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作 者

2011年 9月于五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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