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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石居诗存序：别裁旧体赋新诗

序：别裁旧体赋新诗

——读吴志义和他的“新古诗”

吴志义先生的新古体诗集《丑石居诗存》上梓前，邀我作序，闻

之不免犯难。先生学养深厚，年届七十仍笔不停辍，文不加点，随心所

欲，沛然成章。我若妄加评论，岂非自不量力！何况我已退居林下，本

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然斟酌再三，又觉得这是一项

不能不接受的任务。

我与志义兄是同年翁，早年参军又同属铁道兵第二十三团。1965

年，这个团在贵昆铁路梅花山隧道一炮打响，从此蜚声海内，成为当年

铁道兵隧道建设中的一支无以匹敌的劲旅。志义先我四年入伍，赶上了

这次“台儿庄式”的战役，且冲锋陷阵荣立三等功。初出茅庐即经此历

练，享此殊荣，令人钦羡。1970年，我从二十三团七连调铁道兵第五师

司令部工作。志义调我师上级机关铁道兵西南指挥部任职，后又上青藏

高原摸爬滚打去了。1979年后，我们又相继上调铁道兵政治部，志义在

干部部任职，我在铁道兵报社任记者、编辑。这时，我看到他的散文小

品和小言论见诸报端，才知他喜欢写作。他的散文字里行间总是显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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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境界，一种情智交融、神采飞扬的才质。他的

言论作品也很有特色，大致可概括为六个字：皮薄馅厚汁多。皮薄，是

发言不穿靴戴帽，过渡的话少，一提笔便能着正题、入主题；馅厚，是

思想内容厚实，干货多，水分少；汁多，是文采丰赡，言简意赅，读之

如饮佳茗，香留舌本。他的报刊言论，准确，严谨、生动、鲜活。他还

擅长写诗，以前见到他发表的诗歌，多是自由诗。其中哲理诗尤为出

色。早先出版的哲理诗集，能理性地阐发生活哲理，诗意地看取人生。

他的那些思想鲜明，语言清新，深入浅出，理趣盎然的诗句，像一朵朵

鲜花芳香四溢，醒脑益智。志义爱好广泛，业余玩赏珍奇丑石，与我编

余摆弄枯木朽根，异途而同趣。只是“云以石为根”，他的石艺理趣较

我的根艺又多了一分浪漫。藏石赏石咏石向为文人嗜好，如陶渊明以醒

石为床，米元章整冠拜石。志义迷恋宇宙洪荒所孕育、空濛岁月所雕饰

的自然奇石，迄今已有二十多年。他的藏石，或具象肖形、或抽象写

意，注重意念，追求意境。其书斋《丑石居》胪陈的那些瘦、皱、透、

秀，形、色、质、纹兼备的奇石，“横看成岭侧成峰”，千姿百态，变

化万象，色泽艳丽，古朴典雅。乖丑的顽石一经他的匠心，便耐人寻

味。奇石虽丑，丑非不美。当我们把“丑”和“美”一起摆到美学范围

里并论时，会发现“丑”与“美”有着同样的美感价值。生活是丑的，

又是美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艺术创作，无疑都是真的善

的美的。

人生如演戏，无巧不成剧。1998年，志义从中国铁建人事部调任

我所在的《中国铁道建筑报》任社长，同他一起到任的还有朱海燕总

编辑。从此，我们又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这或许就是缘分。光

阴荏苒，转眼我已退休十年。人到晚年，繁杂的往事已被岁月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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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在脑海中鲜活如初的记忆，必定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珍藏。

1984年铁道兵改工并入铁道部，《铁道兵》报更名时，我已是社里的

老编辑，在志义来社之前，经历过三次领导班子换届。记得1992年领

导班子更替，领导开过见面会后，时任中国铁建人事部副部长的吴志

义见到我，说了句“也就这样了”的话。这话虽无头无尾，却带着七

分理性三分感情，是刚刚好的温度。他的眼神在告诉我：一切事情，

无论对错，只要过去了就不要背负精神的重担。坦然地面对困境，人

就会更理智；坦诚地面对过去，你就会更睿智。志义待人处事一向谨

言慎行，他原则性强，不该讲的话从来不讲，我们往来，从不涉及他

人是非。他和朱总上任后，全力推荐我进报社领导班子，可我自上任

副总编以至今日，他也没有向我提及此事。志义的为人就是这样的低

调，不事张扬，淡定从容。在我们退休前共事的十年中，他的言行举

止使我深切地感到：这是一位不求名声，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

功能，通体都是道义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兄长。与人相处，他懂得包

容冲突，善于化解矛盾，具有平衡各方意见和利益的智慧；遇事不走

极端，善于与周边的同志共享和谐的局面。兴许是生在圣人之乡，他

既有循循善诱、温柔敦厚的儒雅风范，又有刚直不阿、磊落恢弘的个

性气度。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是他的底线；从善如流，见

贤思齐，自重自律是他的品质。工作上，他上班从不迟到早退，办事

不分份内份外。身为一社之长，虽分管行政，编务工作需要时，他积

极配合，从不推诿。办报，新闻评论是报纸的旗帜，一篇评论一面

旗，它无时无处不在表明本报立场、态度，引导舆论，激励士气。

《中国铁道建筑报》是中国铁建的喉舌，由于所辖企业遍布全国，拥

有较大范围和数量的读者群。为了配合党委和企业中心工作，适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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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行业小环境的气氛，志义与总编辑及时沟通，共擎大旗。撰写评

论，如果说总编辑朱海燕是高射炮，社长吴志义就是重机枪。有时，

我也会按指令端起“歪把子”扫它几梭子，但大多时间是忙我的编

务。我这个人向来懒散，退休后离群索居，虽偏安一隅，还是知道志

义兄没闲着，作为大型文献纪录片《永远的铁道兵》历史文化顾问之

一，为传承铁道兵文化、弘扬铁道兵精神，做了许多工作。同时结集

出版了《丑石居散文》，时而给报纸副刊撰稿。这次，使我先睹为快

的《丑石居诗存》，是一本以“新古诗”为主体的诗集，读之令人眼

前一亮。以前，只知志义写散文和自由诗，没料到他对新古体诗歌也

这么感兴趣。这表明志义崇尚传统文化，喜好中国古典诗词。而今，

“新古诗”正从旧体诗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沉寂近百年的旧体诗

词创作潮流，又以一种新形式、新面貌在诗国的海洋中波翻浪涌，蔚

为大观。这样的局面，对于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无疑是喜闻乐见的。

新古诗，即“新古体诗”。它的出现，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和必然

性。首先，新古诗具备诗歌艺术的审美价值，能给人以美感；其次，

新古诗已拥有一批作家群，著名诗人贺敬之、顾浩以及台湾的范光陵

（范仲淹后裔）等，就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新古体诗，得到了不少报刊

杂志的“纳新”和专家学者的首肯。国务院副总理、著名诗人马凯先

生看到新古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一现象时，曾言：“这种新古体

诗作起来相对容易，便于推广，作为一种诗体，也有其优点，在中华

诗词百花园中应有其地位。”（引自马凯先生《再谈格律诗的“求正

容变”》一文）。马先生“求正容变”的观点，鲜明而精辟。“求

正”是承继中华文化的伟大传统，珍惜老祖宗留下的这份遗产。“容

变”是包容这种变化，“求正容变”，守正纳新，中国诗才能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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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地发展。人世间万事万物唯一不变的东西是“变”，有人要把兴

于唐代那种格律严格的近体变成“有格少律”，如同古体诗那样作起

来容易，读起来好懂的“新古体”诗歌，难能可贵。诗歌体裁，一体

有一体的特长。近体诗的形式在唐代确定以后，因其声律严谨，篇幅

短小，以富艳精工的语言艺术见长，踊现了大量的杰出诗人和传世作

品，从而使唐代成为华夏诗歌创作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但即使在

这个时期，仍有许多诗人难舍不拘声律，形式相对自由，以质朴为美

的古体诗。晚唐诗人所作的齐梁格诗，其实就是一种不完全符合律诗

的标准，依旧讲究声律、偶对，篇制也与律诗十分接近，是典型的近

体拟乐府。拟乐府仍是“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体拟乐府其实

就是当时的“新古体”。这种诗体具备律诗的形式美，又比律诗略为

自由，允许诗人自主地写出一两处“不合律”的地方，使用一点自度

的语词，或制造一点偏于拗怒的声情，以营造更好的表达效果。晚唐

的令狐楚、张祜、马戴、杜牧、温庭筠、李商隐、陆龟蒙、纪唐夫、

罗隐、秦韬玉、薛能、郑谷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因此而成为写作近体拟

乐府、即“拟古体”的高手。他们以齐梁诗拟古乐府，于整丽之余，

带有一点乐府的感觉，是对齐梁诗歌的追慕和模仿，这种以近体赋乐

府旧题的尝识，是近体与古体融合的一个典范。现代诗人林庚1935

年至1937年间，以新格律诗的体式为阵地进行的那场实验，虽说囿

于新格律诗之“格律”，导致他的自然诗理想破产，但依然给新诗体

的探索者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任何诗体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

的。向使古体诗一陈不变，唐宋人就读不到声韵和谐、脍灸人口的近

体诗。同样，旧体不变，今人也就见不到雅俗共赏、明白晓畅的新体

诗。如此说来，志义对“新古诗”的创作尝试是有意义的。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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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在文学，文学的根基在诗词。古今文人从蒙童时就开始依依呀呀地

吟诗，这是因为不会作诗填词的算不得真正的文化人。

翻阅志义的《丑石居诗存》，釐为“军旅行吟”、“业余拾

韵”、“赋闲杂咏”三卷，收录了他从弱冠到古稀之年的240首“新古

诗”，除了古风格、歌行格、律绝格之外，间有词和竹枝词及楹联。

从形式上看，这些以俗奏雅，以雅化俗，情真意切，活色生香、富于

时代感和个性特色的新古体诗词，把传统与现代、古韵与新声、严谨

与自由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许正是毛泽东预见的“新体诗歌”的雏

形。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看，他的“新古诗”，大体有以下三

个特点：

首先是思想新。志义作“新古诗”，由于抓住了古体诗（古风、

五古、七古、歌行）的韵脚可以通押的宽松特点，作起诗来也就不

受近体诗词平仄韵律的限制，可以在现成的格中自由挥洒。内容上能

够突破旧体诗吟风弄月、流连山水、赠答酬酢的狭小天地，向旧体难

于驾驭、前人不曾涉及的当代生活题材领域开拓。志义的前半生经历

了新中国朝气蓬勃的初创时期，深受豪迈向上的时代精神感染，那个

时代的民歌运动对他的影响笃深，尤其是二十年的军旅生活，他抒志

见襟抱，述怀见性灵，寓兴则旨达辞微，论事则推见至隐，或托古以

方人，或体物而穷理，要皆纬之以识，诗中始终有一“我”在。也就

是说，它是自己的声音，为时为事而作，言时代之志，抒战友之情，

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或慷慨悲歌，或娓娓抒情，打上了时代的

烙印，显示了作者的人格力量。所以，读他的军旅行吟，令人回肠荡

气、热血沸腾之余，也可以从其心路历程，了解他战斗与生活的丰富

人生。他的军旅诗，多是对铁道兵战士和自己战斗生活的诗意描写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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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读其《从戎》、《赴京》、《金沙江畔营地》、《渡口》、

《贺攀钢一号炉出铁》、《过日月山》、《青海湖》、《游峨嵋山唱

和》、《与妻书》、《告别军营》等诗作，不时勾起我对那段激情燃

烧岁月的回忆，以至热血沸腾，心亦潮涌，精神焕发。这无疑是他的

诗作反映的时代气息感染的结果。

金江流，雅江流，金江雅江汇渡口，山青水也秀。与天

斗，与地斗，三线工地夜如昼。峥嵘岁月稠。

——《长相思·渡口》

何论峨嵋秀不秀，文墨浊浪多烦忧。

国乱草深无心看，只盼武斗早日休。

——《游峨嵋山唱和》

犁雨耕风曾相随，命题作文鞭声催。

头颅借人骨气在，嫁衣未成夜难寐。

——《读达士〈卸轭闲吟集〉忆旧事〉》其一

当年营地今何在？半坡羊肠没荒草。

难得寻见一残壁，当是厨房煮饭灶。

——《回访攀枝花·三碓子》后两联

上述诗句，笔力沉雄，苍苍茫茫，风风雨雨，一气流转，表达的虽是个

人抒情、感概世事，展示的题材、意境和言辞内涵，却三句不离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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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天下事。尤其是他的幸福回忆，没有把痛苦排除在外，发人深

省。人生在世，幸福从一开始却以为能够得到，最后没有一人敢说自己

顺顺当当地得到过什么，志义对艰苦岁月的担荷，正体现了他对战斗心

志的顽强坚守。

第二是感情真。志义的“新古诗”，不是游戏人生的发泄、个人欲

望的排遣，而是真情的凝集、主旋律的精神熔铸。他那泼墨般的豪情，

多向度的人生体验，才气与思辨的交织，时常裹挟着一泻千里的速度与

力量，涌动着一往无前的坚硬与豪强。从参加贵昆铁路、成昆铁路和攀

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到奔赴青藏高原投身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建设，志义是

在腥风血雨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流血流汗，令人动容的战斗体验，

使他对一批批从大塌方的石缝中爬出来的人，从泥石流的洪潮中冲出来

的人，从高原大漠中熬出来的人，怀有真实、真诚、真挚的感情。《告

别战友》，生死诀别，他潸然泪下：

坟前含泪添把土，送副竹板伴友眠。

讴歌《金沙江畔营地》，他深情歌唱：

江岸种蔬菜，锄禾伴夕阳。

静夜潜入梦，卧听金涛响。

鲁迅说过，“感情冰结了的人，是作不出诗来的。”志义的诗人之

情，从不矫揉造作，大处关乎国家、民族和人民，小处亦不遗父母双亲

和儿女之情。痛失家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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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噩耗如雷轰，游子心肺顿时空。

天命不及驾鹤去，仰首痛骂天不公。

——《祭父》

老母远在故乡，中秋月下，志义他乡《思母》：

秋风萧瑟天渐凉，慈母是否添衣裳？

翘首望断南飞雁，声声雁鸣声声娘。

母亲病危，他归心似箭：

下车直奔娘身边，儿呼三声半睁眼。

有气无力唤儿名，儿贴娘脸声咽咽。

——《陪母病榻前诗札》其一

献身铁路事业，夫妻分居，他在荒漠高原思念亲人，款款低吟：

你住黄河湾，我住黄河头。大河九曲十八纡，你我两相守。

——《卜算子·与妻书》

铁道兵改工时，在外漂泊打拼了二十载的志义先生，妻儿举家获准

落户首都北京，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深情歌唱：

三九寒冬春风暖，一纸调令含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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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流离二十载，妻儿落户北京城。

——《告别军营》其二

“怀诚情总炽，意渴更求诗。”读志义的“新古诗”，你会发现，

由于融入社会，融入家庭，他那富于文化意蕴和人性光辉的由衷慨叹，

总能给人带来一份久违的感动。他把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忧思、对

世态的剖析和对历史的回眸都化为一行行诗句，如同一只啼血的子规，

用自己全部的真情，召唤着人间春风的回归。

第三是语言活。新古体诗是用传统古体诗的形式格反映现实生活

的诗体。格是现成的，可以随意运用。押韵、押大致的韵，韵也不是古

韵，而是今韵。可以不讲平仄、对仗，句数亦不受限制，相当自由，较

易掌握。难怪有人说：“旧诗难学而易工，新诗易学而难工。”这难就

难在既要有活的语言，又不能“以辞害意”。志义的新古诗只所以对

路，成功正在于他的语言丰富、鲜活。而鲜活生动的语言，正源于他深

厚的生活功底。志义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出生，走过建国初期、文革

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历经了跨世纪的艰辛，在军旅生活和新时期的战

斗洗礼中，积淀了深厚的生活阅历，确立了他先进的审美价值观，清新

鲜活的语言，使他在创作新古诗的实践中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佳篇妙

句，呼之欲出：

隧道洞口乱石沙，石头窝里生豆芽。

厨房正愁菜无着，细雨柔情催牙发。

——《梅花山·生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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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四旧一扫光，成都茶社仍兴旺。

闲来茶馆坐一坐，不好意思穿军装。

——《锦城街巷杂感》其一

这灵动自然、情趣横生的诗句，以自然平易的口语出之，透着浓郁的生

活气息，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感。志义的竹枝词亦为读者所青睐，请看：

格桑花红红在心，驼草不枯命在根。

铁路修通幸福来，感谢亲人解放军。

——《青藏筑路竹枝词·格桑花》

盖房不难筑台难，有台起房成一半。

邻家有女欲嫁人，先问男方台多宽。

——《黄河岸边竹枝词》其二

像这样刚健清新的诗句，只几句鲜活的口头语，就把浓郁的泥土气息与

生动的民俗情趣，写得融然浑然，余咏隽永。

诗歌毕竟不同于散文，语言不仅要生动、明了、精练、纯粹、准

确、富于音乐感，更要有新意、要有波澜、要奇特而出人意料。为了达

到这种艺术效果，志义吟诗看重字词的锤炼，注重语言的“陌生化”，

常用象征、借喻、隐喻、暗示、通感、联想等多种修辞手法，尽情挥

洒。他的纪游览胜之作，写怀古之情、历史之思和不遇之叹，总能在最

贴近生命感受的前沿，因物得意，因意立言，不傍古今，自成一体。晚

年的一些闲吟之作，亦写得淡泊安宁，有时片言只语便能使人感受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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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份闲适逍遥的心境。志义老矣？论年龄，当跻身老者之列，但他童

心不泯，诗心不老。五十多年来，他与诗苦恋，学习、实践、再学习、

再实践，终于在诗的原野上踩出一串属于自己的脚印。2001年世纪之

交，正是沿着这串浅浅的脚印，他走进了自己第二个温馨的家——中国

作家协会。作家的光环，是荣誉，更是鞭策。我深信，凭着他的执著与

追求，他会沿着这串脚印继续走下去，去延长他的诗行，圆一个歌者的

美丽梦想！

田望生

农历乙未年端午于京畿小西山

（序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道建筑报社原副总编辑，

曾任中国传媒大学特邀研究员、中国根艺研究会秘书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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