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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胸中块垒，欲平不够；眼底风物，写尽还来。

———《沁园春·端阳》
横空出世傲星月，阅尽人间万古寒。

———《访“七·一”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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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心旅集》序

伏麒鹏

会宁，汉之祖厉地也。处边鄙窎远之区，地瘠民贫，加之历代
战乱，百姓不遑启处，黉宫未兴。故赵宋之前，未闻有诗歌创作之
事。明、清两代，地方士绅，遂重教育，文明启运，学风臻盛。进
士中若柳宜斋（迈祖）、吴平一（思权）、秦少观（望澜）、刘吉甫
（庆笃），贡生若吴达叔（中相）、张琴轩（纮）、邢湖帆（瀚湘） 皆
以能诗鸣。自“五·四”以来，新诗渐兴，旧体衰落，在吾邑至于如
缕几绝矣。赖魏先生出，继前辈而起，高搴诗帜，孜孜矻矻，以迄
于今。其诗词作品，久已风行传播，取美当时，在吾邑几无人能与
之抗手。自与先生相识以来，先生不以鹏为不肖，有诗即与余往来
商榷，折节为忘年。今先生自选其诗词，编为三卷，欲以付梓，嘱
为撰序，余辞不获已，因勉为芜辞，以弁其端。曰：先生深嗜唐、
宋，胸趣异俗，故其游历之作，能勾万象之魂，摄景观之魄，境界
阔大，面目自具，使人长怀远想，勃发游兴，不能自已。先生品性
淳厚，敦亲情之义，重朋友之谊，发于笔端，真情流露，感人至深。
味之丰腴，意之温厚，堪可警劝人心。古人云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可以怨，观魏先生诗词，可知其为用之大矣。矧其诗词复
可备咨诹，佐记载，政治风云，时运变迁，皆可按之而得。至于哀
板荡，伤别离，嫉邪恶，恨奸佞，颂领袖，歌美俗，冀民富，盼国
安，作者心路，一一留迹。慷慨磊落，雄奇奔放，鸿笔绝采，托物
言志，诚伟观也。愿吾邑向学君子，读先生诗词，继先生之志，以
发扬光大祖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是吾之愿也，亦先生之所愿也。

麒鹏叙于邑南关西路寓次
二○○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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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诗关世事 歌咏真情

———《心旅集》中的抒情美学

苏震亚

我向来十分赞赏《毛诗序》中关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
诗学观，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诗歌是人们感情激动的产物。所谓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正是对诗歌产生主体内外互动、形神共振最形
象的概述。

与中国文学史上乃至现今众多的大小诗家一样，魏力先生没有
也不可能摆脱或不遵从这一诗歌产生的内在规律，而是履痕更加深
刻，特点尤其明显。去冬今春，在我床头桌案之上，一直摆放着涵
盖了他四十多年文学创作成果、拥有六百多首诗词歌赋作品精选的
《心旅集》。其实毋须作时代背景对应下的具体分析，单是这个情思
悠悠得令人很容易想开去的书名，难道不是对我向来认知并坚信不
二的诗学观的绝好印证吗？是的，“心旅”，天马行空之象，动感得
既有朝晖夕照，早行途次，日中汗滴之形，又含人世沧桑，少年白
头，花镜灯影之神；遥见前程霞彩，牵动心思万里，而时空变幻皆
在其中，倥偬岁月不在话下。《心旅集》者，于心之旅程上又加了
诗化情感，世事情酬，“集”字之下则海纳了诸如朝花夕拾，冷月
独照，泪别故土，关河相送等灵府情态。雨疏风骤时，人间阴晴冷
暖在赤子感受情吟里；庭院破败处，家国风云变幻于匹夫责任愫怀
下，似乎都留情感起伏之痕，又见诗眼闪烁亮点……学识学养但见
其中，人品诗品也含其里，彰显了诗人那“位卑未敢忘忧国，途穷
尤持凌云心”的传统文人情怀。

但在这里，我不想就此重落笔墨，展开心旅时空地域间的彳亍
或畅游，而是要以《心旅集》中诸多言小事大之文学功力，言大不
枯之情境意象的代表诗词作品举例，作为文本形成的基础格调，于
分析赏读间窥视诗人的情感世界，探究其诗词创作的审美追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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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称意，也就权作该书的序文了。
一

艺术表现能力与创作技巧说共同告诉我们：言小事大，即小中
见大者，为艺术创作高手；言大不俗不枯，即大而不宽者亦为高手。
通览魏力先生笔下以时间经线分为三大版块的诗词歌赋作品集———
《心旅集》，或心绪沉郁，字酷词忧；或情感激越，言辞奔放，均在
触事睹物时有感而发。五七言绝句为多，律诗古风亦有，填词补阙
之作不少，却全无无病呻吟之嫌。仔细品读，虽内容丰杂，但总关
世事；无论言小言大，均见歌咏真情。这恐怕与他旗帜鲜明的“位
卑未敢忘忧国”的“匹夫人生观”有很大关系，也印证了他微言大
义的诗观、诗风及情感世界。魏力先生曾言：“身为寻常百姓，经
历平淡，但毫不愧言，和同时代的风云人物比，日月绝对平等，也
见惯了苍黄形势，变幻时潮，及形形色色浑闲事。彷徨、悲愤、愁
苦、欢笑，所见所感，均发自内心，绝非‘为赋新词强说愁’；名山
险水，古迹幽胜，雨狂雪骤，花残月缺，故友相逢，樽酒浩歌，时
时摇曳心旌，虽为陋句，往往情不自已流诸笔端。”而且，他已将此
概括为一种“活着的方式”。并依古人立德立言训戒效法：“人生总
得为身后留点什么。”于是“立德立功，无能无缘，文章千古事，唯
勉力而为之，是亦数十年笔耕不辍的动因之一。”可见，立言立德也
罢，文章千古事也成，均在那四十多年诗词歌赋与纷纭尘事中一路
走来的人生价值中得以体现。现在我就从“言小”“言大”的审美
取向出发，析读品评他那些生发灵感，孕育成长的心声之作，吐以
抒怀之品，并探寻其成为有相当造诣的使命性诗人之踪迹。

一、我言魏力先生笔下诗词曲赋中的“言小事大”，其实就是对
本文题目中“诗关世事”的具象化表述。综观《心旅集》六百多首
诗词曲赋，从个人、家庭、朋友之事发端反映为诗或词的作品，占
了相当部分。而可贵之处是多写得气韵沉雄，情感激越，眼量高瞻，
全无“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揉造作之笔。这就
注定了这本集子不低、不俗，颇具风雅又有较高水准的诗品。当然
诗之品位是由诗人具备的综合素质打造成就的。我之所以如此认为，
不光是文学史上普遍规律中文学人物史实所赐，即文如其人之古训，
更主要的是在通读《心旅集》的同时，结合具体作品以及多年和魏
力先生的接触交往才有的感悟。一九六四年，年仅十多岁的魏力，

〇
〇
三



在刚迁建不久的太平店古镇会宁三中读书。应该说当时的社会政治
大背景中尽管毛泽东主席已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
领性政治口号，但文明古国的人情世道还好，传统的华夏孝之美德
尚在。正在立志成才、以学业为重的他似乎有些少年老成，已初显
了诗人才情，这便有了穷家儿女早知慈母劳苦，寸草图报春恩的认
识性习作———《学子吟》。依我之见，这首五言诗在魏力先生目前编
辑成册的所有作品中虽算不得上乘之作，但显见赤子真情，也崭露
了少有的少年才情。今天读来，恐怕要算作他成为诗人的基石之作
了！因此，我特引抄于这里，以识感其少年心志之况味。原诗曰：

清空星犹明，娘唤儿早行。
晓炊累月事，夜补长年心。
衷肠望读书，苦口教做人。
此身如寸草，何时报春恩！

据此，我敢断言，魏力先生之所以有今日的中学高级教师、诗
人、文化名人、社会贤达等头衔，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第一步，
当属感念母亲艰辛、立身图报的这首情志之作。我一直认为：晓喻
乌鸦反哺是根本，懂得知恩图报仅是行世接交往来者的小德。作为
人，当失去了此两方面属于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德行操守时，实际
上是很难成事的。即使偶有所成，在广大老百姓心目中仍是没有地
位的小人，仅仅是被人们唾弃了灵魂的踽踽者而已。

魏力先生写给父母的诗并不多，但落笔纸上的除上面所举少年
知母恩的《学子吟》外，另外的皆为沥血饮痛的抽泣沉吟之作。其
实这很符合古人“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的警句。细
细想来，事理真的应该如此，哪有一个真正男儿常将父母骨肉深情
挂在嘴边呢？倒是情潮如海浪，吐字犹如金，方显大情大爱大恩。
因此，几十年父母恩情，尽在魏力先生情怀中。年迈双亲在较短时
间内无疾而逝，他在“感时花溅泪”的清明时节，写下“才哭椿庭
泪未断，继哭萱堂老娘亲”的长诗《哭父亲》与《哭母亲》。实话实
说，对于父母的谢世，作为儿女，单就感情程度讲不乏像魏力那样
情深意长，孝心拳拳者，但以那么长的诗作作祭奠怀念的，尤其将
古体诗写得那么有声有色，情理并重的，实在不多，至少我目击闻
听者中还没有过。这除了儿女情肠外，似乎又多了一层学者诗家的
不同凡响。这种举措，似乎在古籍中可以看得到，却都是在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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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含量的家庭与个人行列当中。魏力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不是
就父母恩德痛哭一场，大放悲歌，而是与世事相牵，为时代号脉，
将家国共体，欢悲一身的思想感情渗透于诗行之间，词韵当中。
《哭父亲》有伤世的成分，《哭母亲》则更多的是伤情。不仅忆及
“田园稼穑少丰稔，糖菜充咽日月艰”的勤苦艰辛，还有“破碎家国
飘雨雪，寥落干戈庶黎难”、“改革潮浪出邓林，万众腾欢齐向前”
的时局大背景，以痛失父母为忧，写国运沉浮昌盛。当然，“长嘱
明月相关照，每托清风抚花环”、“九皋清鹤鸣祖瑞，雨露月华荫浩
恩”的寄托,“隆备丧仪唯余事，浅书诗行追所闻”的理智与无奈，
只能是诗人情怀下的诗情化哀思了。但恩德相叙，辛苦频听中的哭
诉与心之感悟升华，又何尝不是治家示儿的绝好教化材料呢！倘若
家家有之、人人明举，当属社会化的一本好教材无疑。从这个角度
讲，这何尝不是家小国大，大悲生大情，大情具大理下的一种风范
呢？

提到示儿治家，魏力先生是成功者。四个儿女均学有所成，是他
言小事上付诸以教诲而建功的大德大明之经典了。单是一九八三年七
月他在陇南写给已转回原籍会宁读书的四儿女的《写给儿女的诗》，就
可见其心志。他曾说：“做到勤与苦，天山也可及。”现实生活面前，
他的四儿女不都是在社会职业的“天山”上描绘各自的景物风情记吗？
无论知识改变命运者还是艰苦以体力创业者，成功的花朵绽放的是文
明的芳香。这便显现了言小为事大，理家利国家的诗艺情理观了。

其实，魏力先生诗词曲赋中的“言小事大”，并非仅在亲情诗中
得以体现，另外的感时伤怀也罢，寄情山水神游四极也行，抑或怀
古致友之作，都有这等为诗赋词时的思想情态与技艺功能。如《伤
病》“眼前思道路，身后论经文”、《复玉珍》“一业可因疏荒败，
群科本赖邃密成。远途君肯神相助，不信天山有谷坑”、 《无题》
“东风失候难衷诉，唯将愁思伴梦思”、《致戍北疆友人》“将心托
明月，夜夜照烽关”的思想认知；即便是七言绝句的四行《春望》、
《幽兰》，也会有“迷茫心事连苍宇，携驾春风到玉关”与“离骚屈
子倾惠顾，借取清操写华章”的豪情志向与才情断想。在《沁园春·
端阳》词的下阕他如此填词抒怀：“屈子非迷山水，且独醒亭畔久
徘徊。想胸中块垒，欲平不够，眼底风物，写尽还来；《离骚》情
长，《九歌》忠愤，汨罗千古颂清白。是日也，在神州处处，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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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怀。”且不说才情多高，诗艺多湛，只是那“写尽还来”的“眼底
风物”所牵系的世情巨理与九天浩歌，苍茫天地间的人间政事，民
计民生之情思，就足够博大的了。一介书生，除此国忧、民生、亲
情的生离死别、处世交友、生计前程而外，还能大到哪儿去？关键
是芸芸众生想到者原本不多，想到与躬行还有些距离，做与写达到
统一者就更少了。而魏力先生又在为数少者之外，谨慎而又大气地
举起了立言身后事，立身行世广的旌旗。这无论从哪方面评讲，都是
难能可贵的。著名诗学家文学评论家吕进在《“言小”“言大”》诗论
中就散文与诗的关键区别曾经有言：“诗在选材上常常是从‘小’落
墨。一点声音，一线光亮，一棵小草，在散文那里也许构不成作品，
在诗这里却完全可以出现杰出的甚至不朽篇章。诗的起点是诗人的自
语……可以说，读者倾听散文，读者偷听诗歌。从这个角度说，诗是
亲近‘言小’的。”魏力先生的诗词歌赋大多是亲近“言小”的，起
点真的是他的自语，但又不是私人化的与读者无关，不入世事的“自
语”，而是有了经过审美视觉选择、诗艺提升了的与时代世情相关联
的艺术品。这正如吕进先生所阐述的：“诗是艺术，艺术品就有选择
就有提升，就有与时代的联系。因此，‘言小’而止于‘小’，成为
诗人的个人身世感，成为诗人的自恋，那么这篇作品就只能是诗人自
己灵魂的保姆，而不可能成为艺术品。如果诗人的内在视野宽广，从
‘小’出发，关注真理，关注正义，关注时代趣味，这样他就能从个
人的日常生活的平凡甚至平庸出发，到达高尚的精神理想，‘人所难
言，我易言之，自不俗’，从而走出（诗人） 内心进入（读者） 内
心”。统观魏力先生的作品，几乎全有这等艺术感染能力绝少小言自
恋，靡靡之音之作。只是甲乙丙丁之间，有大小差别，不篇篇精品，
首首上乘而已，这恐怕就是魏力先生在我心目中成为一名诗人的最基
础的根据了！试看《早春野游咏物四绝句》：

小 草
小草生绿意，更著梅花前。
世人赏春色，萌雪谁肯先？

峰 石
拔峭危崖石，磐礴耸翠空。
傲岸欺风雨，卓荦对世风。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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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溪
泠泠幽峡溪，清韵吟四时，
质洁尘难染，落落自逦迤。

涧 松
郁郁涧中松，残霜侵绿痕。
巉岩千尺外，昂首望苍穹。

四首小诗，托物言志，略形貌而取精神，含意深远，哲理邃密，
又形象卓朗，正气沛然。均从寻常小物落笔，但无一不关大处。

又《贺新郎》丙戌二月初八日（二○○六年三月七日），天图孙
出生，喜填是阕：

今日得消息，引心事浩茫旌浮，浪翻岳激。伟岸长城雄千古，
运河波涌广域，尽都是寰人胜绩。多少日夜梦如织，但天意高难问
有知，破晓惊，一声啼！

人生瑰丽始非易，被际会谲诡风云，漫幻形迹。耿耿此愿寄谁
处，少年勃发英姿。乘长风绣程万里，欲上九天揽明月，又骑鲸跋
浪沧海碧。写虹图，赋壮词。

应该说，此类词不好填写。原因是容易平白，走不出俗套。然
而魏力先生填得气势宏大，语句磊落，理想璨然，不失为一首好词。
此时好在他的平素修养上，好在思接云外，情寄八方，家国融贯，
壮志凌云。我之见，这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
的产物。平素为人做事，尽在鸡毛蒜皮上纠缠的人，即使他是官员，
即使也能吟诗凑句附庸风雅，却依然是与此无缘的。
显然，这是魏力先生的过人之处。
二、我言魏力先生诗词曲赋格调“大而不空不枯”，主要是其作

品中反映出的精神实质，及显现出的诗人的广阔胸怀与大情感世界。
他写了不少言大的作品，如《惊变》、《甲子春正月寄语台湾同胞》、《水
调歌头·喜庆“两会”胜利召开》、《欣闻“抗非”驰捷感赋》、《关注伊拉克
战争有感》、《水调歌头·庆贺三峡工程建成》、《十月放歌》、《满江红·祝
贺中国载人航天飞行成功》、《情游将军下马台》、《满江红·抗战胜利六
十周年祭》、《拉萨》、《汶川大地震》等，都不空亦不枯。我言不空是指
所填词句所吟诗章既非政治口号，亦非人云亦云的空泛丽词，而是
曲有动感，词含典韵，观点蕴真理，情感释是非。情志胸怀，俨然
使命在身的文人，颇具李杜、苏辛放翁等大诗人气质，大词家遗风。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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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春节，他的七言律诗《甲子春正月寄语台湾同胞》，
即为言大不枯典范之作。在常人看来，一位普通中学老师，职不过
教书育人，责当为治家养妻儿，毋须高瞻国事，问鼎海峡两岸统一
大业。然而，如果都这样了，诗人当与谁人区分？心忧天下，寻求
正义之责者，又从何处得来与众不同之神貌？魏力先生正是拥有诗
人气质，又具传统文人情怀的新时代人民教师。他的报国志似乎在
职业之中，又在职业之外，寄情祖国，眼关区宇，浩然情趣诉诸笔
端文字。所以《寄语台湾同胞》是言大之作，心怀祖国统一之思，
正是有志读书人的卓荦可贵之处。诗言：

乱离百年是与非，岁月己自辩真伪。
华岳北望意深重，大江东去势不归。
天道高难问有知，人情老易诉悲怀。
巍然黄陵雄魄在，浩荡春风绕封碑。

这里的“巍然黄陵雄魄在”其实已界定了海峡两岸同宗同源的
根本道理，从而引申出华夏民族必然统一的深长意义。持这种观点
的学者，不要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恐怕在孤悬海峡那
边的长岛也定有好多。即使是以诗人眼光赤子情怀这么能言大由衷，
寄托笔墨情思的其实亦不乏其人其作。然而在那么众多的行列品位
中，像他那般既有思想心德，又有诗才理趣，还能理牵情思，情为
理动、所倾而终成突出的艺术作品者，魏力先生至少当在充分肯定
者的前列。这里还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而又深刻的道理：言大向来
无尊卑。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古有前贤，后有来者。魏力先生虽
为普通教员，这在世俗者眼中似有杞人忧天之嫌，却正是他一代才
人学子的可尊可贵之处。试想，国事家事天下事，单凭几个当权者
去关心，恐怕是不够甚至很寡情且存危险的。我们必须深谙且牢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基本思想感情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大力弘
扬着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怀。从这种视角审度，魏力先生是拥有这种
基本思想情怀的现实主义诗人词家。而当我们有了这种认识之后，
再来举读他笔下的所有“言大”诗词作品，则是那么自然真诚，实
在可贵。如《关注伊拉克战争有感》中旗帜鲜明的反战思想“从古
战伐非人道，至今穷兵是祸根”；又如《抗击“非典”感怀·步毛泽
东〈送瘟神〉诗韵》之作：

二○○三年春夏，一场非典型性肺炎瘟疫突袭神州，情势危急！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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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朝令，赤县夕惕，国人奋起抗击“非典”。血火丹心，可歌可泣！
一

森严列阵壁垒多，岂让魔魈飞跋何！
科苑精师拈锐矢，国门战士发浩歌。
京华朝令十万里，赤县夕惕八千河。
成城众志殄疫事，绿水青山绽笑波。

二
通天大道一条条，绝代神州有禹尧。
无边稻菽翻碧浪，不尽江海起蓝桥。
五岭春辉英花落，三河星璨旌旆摇。
明烛高送瘟君往，澄澈玉宇霞彩烧。

相信科学，深望党和国家的决策领导是这首诗的主旨。成句成
诗本身就是作者的思想关注与感情投入。而且，只有有了关注与投
入，方有像“京华朝令十万里，赤县夕惕八千河。”这么眼望中南海
情波，神接乾坤方圆、群思众绪的气势浩大的诗句。起点站在大人
物基座上，目光放在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这原本是检验一切
人的大修养与否的。魏力以诗家情怀风范，淡定地接受了那场突如
其来的“瘟神”的严峻考验，如今这一切已成为只有在文字中寻找
感触当时情势的史实性事件。这一点魏力先生又经住了我比较苛刻
的目光和是非情感的评判，从而再度落实了其诗作词阕中言大不枯
不空的认识与评估。

写于一九七二年的《惊变———闻林彪死讯》七言律诗，是很显
其胆识的诗作。尽管他在注释中说：“因当时心怀恐惧，不敢明指，
副标题是后来加注的。”今天读来，仍然无碍当时就具备的“言大”
情思。试想，作为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林彪，突然间卒于异国荒漠，
事态不用细说已是惊天动地的。但若交给芸芸众生不过唏嘘几声，
议论几番罢了。诗人不仅如此，还要诉诸于诗理情观。但有识无胆
者不会有，有胆无识者自落于常人，亦不会有文字诗情的存留。而
魏力先生却留下了记录事态情观理识的言大不空之作：

长空烈日无纤云，骤起穿林打叶风。
腾挪九重龙吐漦，呼啸万里雨翻盆。
迷雾沉沉潮水暗，彩晖璀璀丛山红。
晚来霜气侵野砦，天碧月明垂寒星。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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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以景寓情、寓形势，把当时风雨飘摇，反复无常的时局刻
画得逼真淋漓。其实，一看副标题，就能令人联想开去，生发无尽
的思索。再如写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丙辰清明感时》一律：

沉浮谁主心太劳，骤雨湿溅嚣尘袍。
踪迹十年浪犹翻，风雪九野寒更高。
国失贤宰隳纪纲，世望斯人挽澜潮。
惊雷觉醒黄粱梦，凛凛神州隐怒涛。

这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国失良相，神州悲泣。
邓小平处境困厄，“四害”横行，人神共愤，谁不望天降巨擘，力
挽狂澜、整顿乾坤呢！如果说《惊变》只是隐晦地借物关情，描述
当时政治风云，显现错愕和茫然，给人一种暗示；而在《丙辰清明
感时》中，诗人已敏锐地看到了“文革”的末运，觉察到了物极必
反的世事规律，直坦了由衷而迫切的期盼与呼声。我不想作任何分
析与评判，只想引于此再度说明魏力先生自当年就有关注国家大事、
民族命运的目力与胸怀，从而说明诗人由来已久的不甘沉论，不以
位卑，不仅仅独善其身，还有兼济天下的大胸襟抱负。

二
魏力先生在自己的《心旅集·跋》中说：“新朝定鼎，我与同

龄。时局激荡，国步亦艰。有过酸辛童年，饥寒少年，迷惘青年，
坎坷中年，而今渐入老境。更为主要的是，曾经渡过‘文革’劫波。
十年风雨，恍如梦幻。国运家运，生死忧患，现实戏剧，无一不在
每个人的生活中逼现出来……国泰，我喜；民忧，我悲。个人的遭
遇，总得融入民族命运脉搏，谁人概莫能外，否则，将不是诗人。”
他在《感事随吟》中曾说：“诗关世事终有市，歌咏真情自风流。”
这类似于创作心得的心扉之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其作品，总是有
感而发，总在“诗关世事，歌咏真情”的旋律与情结中为之并成，
而且都在本文中所提“言小言大”的审美范畴之内，并已得到足够
文字的释读论及。这本勿须任何赘述了，只是细读之后，于把玩品
赏时总被他大手笔之下或潜藏深蕴、或扑面而来的诗味真情所打动，
并时不时牵动我或忧伤或喜悦的情思，随之神游历史万物山川，目
击现实万象诗意。于是便有了如此心得：为诗而文，早读为任；为
情所牵，不能自已，真实感受不吐不快。因此，现在我就魏力先生
的情感世界及其诗词的抒情性，还得有如下文字的论述：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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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力先生的诗词，无论言大言小，都是从情感出发，以理性把
握，两者的比重孰轻孰重，难以量化。但其中最为感人之作均有浓
郁的抒情性意味，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有的甚至是淋漓酣畅得
能让人畅笑或能让人痛哭的上乘之作。这里我主要论及的是他拥有
多情自古伤别离的后者一类作品。

先睹为快过《心旅集》者均知，魏力先生四十余年诗词曲赋中
写了不少情结凝重的好作品，关于这一点，我已就写亲情诗歌的作
了专门而且比较细到的分析举例。显然，那些都是感人之作。现在
我要分析赏读他写友情和寄情山水的部分。

以人为本者向来承认人生之根本无非亲情、爱情、友情。魏力
先生作品反映出的友情观给人一种可亲可敬、可交可靠的踏实感。
君达是他儿时玩伴，学时同窗，成人后的朋友知己，因生计所迫于
早年分离后，书信常来常往中，互励互勉的精神世界里，当有一种
特殊食粮让其有着不似亲兄弟而胜似亲兄弟的至亲至爱关系。赴藏
戍边的君达，一个时期成了他笔下的文学形象，可想而知两人关系
之铁。从《送君达从戎》的“几度同窗识海心，艰难岁事见真情”、
“若许历程长相伴，天涯不忘寄月明”到“君达来信，言及立身处
世，语意切切，感赋”而成的《答友人》“凭今满纸肺腑语，天阔
野旷好稼耕”的推心置腹，再到《闻君达病》时“几回梦中惊坐起，
愁对残灯听雨声”的心心相印。还有“喜君达解甲归里”时“惊岁
月，四番秋，如水流，愿君记取三字：人长久”的《相见欢》；知友
远戍藏南边陲归来备述高原雪谷，神秘境界，人世净土，异闻奇趣，
一一入耳。令人魂驰神往而生寥廓想象的长诗 《梦游雅鲁藏布雪
谷》；“谢君达馈笠”，由“一束青竹，斫节破为丝”引发而生的
《清平乐》等。亲兄弟无非如此。那般的友谊，当年叫革命友谊，现
在称人间真情，无论怎么烙上时代屐痕，人性本真一面的真善美是
不会变的，如天地正气，永行人间。记忆中，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
轼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中有过“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
醉，作此篇，兼怀子由”的小序，然后从个别到一般，写了对弟弟
苏辙的同胞深情，即人间真情。今天为友如此作诗作词者所见不多。
想象不以魏力先生唯有，但见以他为多且挚，实在可贵。由于神交
至诚，情如同胞，往往产生佳作。如写于一九七一年三月的《太常
引·答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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