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 （Ｃ　Ｉ　Ｐ）数据

　　家佐说诗与说家佐诗／广西诗词学会编．—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２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１９－０８９８３－５

　　Ⅰ．①家… Ⅱ．①广… Ⅲ．①诗词研究 中国②诗词
诗歌评论 中国 当代 Ⅳ．①Ｉ２０７．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４）第１３１０８８


号

责任编辑　韦洁琳
责任校对　李带舅　兰　震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６号
邮　编　５３００２８
印　刷　南宁市源流印刷厂
开　本　８８０毫米×１２４０毫米　１／３２
印　张　２２．１２５
字　数　３７５千字
版　次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第１次印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１９－０８９８３－５／Ｉ·１７６７
全套定价：１２８．００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书书

《家佐说诗与说家佐诗》

主　编：黄英章

编　委：岑　路　梁　帆　黄小甜

李汉荣　罗荣坚　李舜清

广西诗词学会　编



书书书

《家佐说诗》序

欧阳鹤

家佐兄即将出版一本新书，拟托我写序。家佐
兄乃诗坛巨擘，我自惭水平有限，加之年事又高，
难副此任，然我和家佐兄诗交甚厚，不便推辞，遂
慨然承诺。但收稿后才发现此书并非诗集，而是一
本论诗的文集。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 《家佐说
诗》，辑有他关于诗词的文章、序和讲话等；下篇
为 《说家佐诗》，是别人为他的诗词作品写的文章
和诗集序等。《说家佐诗》各篇文章的作者多为诗
坛高手，文章内容各有千秋，着重点也互有差异，
但共同的评价是：家佐兄的诗词作品格高调雅，语
畅情浓，堪称上品，而其为人也，忠诚坦率，气正
风清，虽居高官而不失诗人本色，对于这些评论，
我除表示赞同外，别无余话可说了。因此我写序内
容只限于 《家佐说诗》。我过去曾为不少诗集写过
序，也为小说写过评论文章，但为论文集写序尚属
首次，的确有些犯难，然君子一诺千金，只能勉而
为之，工拙在所不计也。

我认真通读了 《家佐说诗》的各个篇章，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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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到家佐兄对诗词创作的一些基本看法和重要意
见。略述如下。

一、时代精神与个性发挥的统一

家佐兄 《在广西诗词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的
讲话》中特别强调了 “时代精神”。他说：“时代精
神应该是诗的灵魂”；“当代人写传统诗词，不是为
传统而传统，不是钻到古人那里去，而首先要强调
写出当代气息，体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就指出
了当代诗词创作的正确方向。讲话中还以毛泽东的
长征诗、朱德的抗日诗、陈毅的游击诗以及天安门
诗抄作为例证。他同时还指出： “时代精神不等于
政治，不是说写诗要政治化。”实际上，诗有多种，
如山水诗、咏物诗、抒情诗、咏史诗等等，政治诗
只占少数。

《家佐说诗》中多次谈到要突出诗的个性。强
调时代精神，绝非要抹杀诗的个性。虽然在同一时
代，但万千景象，变化无穷，而作者如林，心态各
异，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每位诗人都会有各自的
独特感受，据此写成诗就有了诗的个性。诗词作品
有无个性是鉴别其优劣的重要标志。诗的共性与个
性是矛盾的统一，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我们写诗
一定要防止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也不能只有豪言
壮语，口号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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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观对象与主观意识的融合

景、物、事、象等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
写诗的对象，而情、志、理、趣等则是客观对象在
人的主观意识上的反映。诗词创作过程就是主观与
客观的融合，即通常说的 “情景交融”，有两种情
况，一是触景生情，景在先，情在后，二是移情入
景，情在先，景在后，王国维 《人间词话》中所云
“造境与写境”宁非此谓乎？家佐兄在 《山水旅游
诗杂谈》写道：“通过山水诗 （词），可以审美，可
以抒情，可以言志，可以明理。”我认为，这一说
法抓住了诗词———不单是山水诗的主旨，从知一首
好的诗词作品应当达到下述要求之一或更多。

（一）景美　 诗词作品———尤其是描写自然风
光的山水诗，经过诗人的精描巧绘，读之如观摩一
幅意境优美的山水画，使人充满美感，余味无穷。
钟文还举了许多例证，如杜甫 《绝句》：“两个黄鹂
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
东吴万里船。”

（二）志宏 　诚然，对景物自身的描写可以使
人得到美感，但诗是人写的，人有主观意识，客观
事物反映到人脑中不可能不触发人的思维和情感。
因此，写诗不应只停留在描写客观事物本身上，而
要与人的主观意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体现诗的
主旨，达到诗词创作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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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最早提出诗的主旨是 “诗言
志”。两千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英雄豪杰通过
写诗来表达赤胆忠心的报国之志和发愤图强的宏伟
目标。钟文对此也举了许多例子，且看：
秋瑾的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风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身为女子，在国难当头、江山变色之际，振臂
高呼，愿抛颅洒血，力挽乾坤，真是气壮山河，振
聋发聩，使人热血沸腾。

（三）情真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诗的发展，诗
的主旨也逐步扩大和深入， “情”在诗词创作中的
地位日益提高。自晋陆机在 《文赋》中提出 “诗缘
情而绮靡”后，“诗主情”遂成为诗词创作的主流，
甚至 “诗言志”也被纳入其中。情有多种多样，如
爱国情、亲情、爱情、友情、乡情、山水情……
“诗贵情真”，情真、情深、情浓、情重的诗自属上
乘之作，这已为广大诗人的共识。 《家佐说诗》中
对此有大量阐述，如 “‘情’是诗的生命线”，“无
情不有诗”， “诗能感人、迷人者，因情而已”等。
还举了很多例证，古代如岳飞的 《满江红》、文天
祥的 《正气歌》、李清照的 《如梦令》、晏几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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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天》等自不必言，近代诗例中我认为最突出
的有下列几首：

其一是田汉抗战时期在桂林看桂剧 《断桥》时
即席赋诗 《赠谢玉君》：

剑佩戎装对舞腰，非常时节可怜宵。
鉴湖呜咽雷峰倒，忍听珠喉唱断桥。

国破家亡，湖咽塔倒，绍兴、杭州均已沦敌
手，在此非常时刻，穿戴着戎装佩剑，却看到了表
演西湖断桥的桂剧，自然感慨万端，悲绪难平，愤
而作此诗以明心迹。

其二是林锴在过黄河时写的 《初乘羊皮筏》：
九曲飞流千折波，每将慈母拟黄河。
百年乳哺惭无报，还卧摇篮听母歌。

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如慈母，皮筏
似摇篮，寸草春晖，国恩母爱，喻切而情深，诗之
极致也。

其三是聂绀弩落难北大荒时写的 《削土豆伤
手》：

豆上无坑无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
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
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
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

一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因
左祸横行而被戴右定反，蒙沉冤，受奇辱，直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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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无期，发配至北大荒。仍乐观向上，初心不改，
连在削土豆割伤了手时还用 “赤手建中华”、“微红
献报国”的诗句来表达忠诚爱国却报国无门之心。
读之令人凄绝。

其四是成应求的 《唐多令》：
无计遣烦忧，生涯不系舟。七十年，甘苦沉

浮。苍狗白云回首处，恩与怨，总东流。　　踪迹
等闲鸥，重洋更远游。最临歧，又惹新愁。振翼乘
风人去也，瀛海外，望神州。

青年时被封建家庭割断爱情，中年时受尽左祸
摧残，老年时幸与旧爱潘力生重逢，即将赴美完
婚。此时此刻，禁不住 “七十年，甘苦沉浮”一股
脑儿涌上心头，但她却以仁爱心怀将个人遭受的苦
难置之度外，“恩与怨，总东流”。更有甚者， “最
临歧，又惹新愁”，愁什么呢？那就是去国之情，
虽然人在 “瀛海外”，依然怅眼 “望神州”。此诗情
真意切，语婉心诚，感人肺腑，记得我在某地讲课
解读此诗时，竟有人感动得当场泪下。

（四）理胜　人们在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悟出
某些重要的人生哲理，据此写成哲理诗。哲理诗须
悟得深，诗化得好，否则易被人诟病为味如嚼蜡。
哲理诗自古有之，颇有名作，宋代为哲理诗的高
峰，尤为突出。 《家佐说诗》中举了王之涣 《登鹳
雀楼》，刘禹锡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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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陆游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等作为例子。

三、意境与形象思维

家佐兄在 《诗的魅力三章》中将 “意境”作为
魅力来源的第一条提出来，并举唐诗人方干的 《题
君山》 “曾于方外见麻姑，说道君山自古无。原是
昆仑山顶石，海风吹落洞庭湖”为例，连声赞叹
道：“好读，令人神往，感奋，久不忘怀”，可见意
境在诗词创作中的重要性。何谓 “意境”？ “意境”
是诗人主观情思与客观事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
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这里还要说明一下 “意象”，
“意象”是人们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形象，简
言之，就是寓 “意”之 “象”。 “意象”与 “意境”
二者的共同点是主客观的结合，不同点是 “意象”
是单个的，关系到诗词创作的遣词和造句，意境是
整体的，关系到诗词创作的立意与谋篇。 “意境”
是 “意象”的组合。再举一例，贺铸的 《青玉案》
中有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
子黄时雨”，后三个意象组合成了一个意境，艺术
地回答了 “闲愁都几许”的问题。

那么，如何营造意境呢？这是与形象思维分不
开的。家佐兄在 《山水旅游诗杂谈》中说： “形象
思维是诗词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 《诗词欣
赏》中又说：“比兴之法，往往借助于形象。”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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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切中肯綮之言。所谓 “形象思维”，就是将诗
人的心理状态和活动通过直观形象来表达，这样就
构成了诗的意象和意境。钟文中举了许多例子，请
看李白的 《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
流”，此诗通过 “烟花三月”、 “孤帆远影”、 “长江
天际流”等几个意象的组合，构成了一个与故友分
别时那种依依不舍、深情厚谊的意境，字面上句句
写景，实际上字字抒情，真如王国维所说： “一切
景语皆情语也”。

四、写诗与灵感

家佐兄在 《漫谈 “触景生情”》中说：“有时候
有情了，但写不成诗，不知从何处开头，从何处突
破 （从何处切入），这里，灵感是很重要的。灵感，
就是触景生情最集中、最明显的瞬间感觉，是客体
和主体———自己的思想交汇之处。”在 《漫谈诗词
的欣赏与创作》中，他还说： “我自己是 ‘跟着感
觉走’写诗的……凭着当时一种观感，一种激情，
一种灵感，信笔写来……在写作过程中，或碰到困
难写不下去时，才回头想想主旨、布局、要点、起
承转合之事。”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他还举了很多
实例。如参观虎跳峡时，只见两岸冰山夹峙，中有
巨石横江，江水被逼到此处后顿起狂澜，汹涌澎
湃，真有虎跃龙腾之势。此时诗情勃发，从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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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忽然灵感飞来，突发奇想。虎跳峡处于长江上
游金沙江，万里长江不就是由此虎跳出来的吗？随
即吟成二绝。其一云： “骇浪奔腾劈峡开，惊涛千
尺涌奔雷。冰山夹峙难关锁，万里长江虎跳来。”
真是别生新意，佳构天成，令人叫绝。的确，诗词
创作是需要灵感的，我自己也有和家佐兄同样的体
会。往往在一种情境的刺激下，心潮澎湃，浮想联
翩，萌发了写诗的强烈愿望，但一时不知从何下
手，突然灵感出现，找到了突破点，甚至吟出了一
两句语出天然的好诗，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补写全
篇，并进一步推敲，以臻完善。最为巧合的是我也
到过虎跳峡，目睹如斯壮景，突来灵感，写出了
《观虎跳峡悟写绝句之道》一诗： “一水漪流万象
融，渐行渐急渐成龙。横江陡遇飞来石，破浪乘风
上九重。”诗的内容虽不同，成诗过程如出一辙。

五、民歌与诗词

《巴人信口唱阳春》一文开头便说：“广西号称
歌海，农村山歌蔚然成风……广西诗词学会的大环
境，恰如诗坛筑在歌海之上。”这的确是广西诗词
发展的独特优势。民歌是传统诗词产生的源头，也
是不断补充诗词营养的活水，它使诗词始终保持与
群众、社会和生活的联系。多年来，广西诗词学会
号召诗人向民歌学习、向民歌手学习，到民间、到
农村采风，把那种生动、活泼的气息和明快、诙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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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语纳入诗词创作之中，使之永葆清新，青春常
在。同时也提倡民歌手学习诗词，使民歌能在保持
原有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去芜求真，得到进一步发
展。家佐兄有一首诗： “广西歌海筑诗台，恰似莲
花湖上开。诗带泥香新气息，民歌声里采风来。”
对此做了很好的说明。他还在文中举了很多例子，
且看农民诗人、民歌手云浪写的 《菩萨蛮·变色湖
边》：

其一

鬓沾绿草春风送，手撩湖面蓝天动。腰际绣包
垂，浅蓝短衬衣。　　矶头临水照，水映花枝俏。
“哥你莫偷瞧，小心翻下桥。”

其二

鲤鱼岩口双鱼跳，含羞妹子窥哥笑。赤脚戏清
流，轻声似水柔。　　不梳还更乱，理我青长辫。
“莫要站成痴，帮侬洗发丝。”

这两首词写景如画，传情入微，语言流畅，极
富农村生活气息，尤其是词的收尾两句： “哥你莫
偷瞧，小心翻下桥”和 “莫要站成痴，帮侬洗发
丝”，真个是情真语俏，妙语天来，令人叫绝。

六、诗品与人品

家佐兄在广西诗词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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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别提出诗人的品格问题。他说： “诗是高雅的
文化，诗人更应有高雅的思想境界，即有正确的人
生观，廉正为人，奉献精神，谦逊虚怀，豁达大
度，勤奋好学，加强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这样，
才能正确地观察社会，体验人生，才能写出有水平
的诗词。”诚哉斯言。诗品即人品，诗如其人，洞
察今古，概莫能外。岳飞的 《满江红》正是他 “精
忠报国”襟怀的体现。林则徐把个人荣辱安危置之
度外，誓死要禁毒拯民，抗英救国，遂写出了：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传世名言。
上面举过的许多例子也都如此。

总之， 《家佐说诗》内容丰富，阐述详尽，论
点精辟，在诗词创作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提出了应
遵循的原则，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谈了不少写
诗的艺术技巧，对写作和欣赏诗词作品很有实用价
值。《家佐说诗》由漫谈、讲话、序言等多篇组成，
内容比较分散，但其观点、意见是有系统性的。我
写此序的目的，就是要在认真阅读和学习此书内容
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粗浅的理解加以梳理，试图给
读者提供一个提纲，帮助读者在阅读此书时更好更
快地理解其内容，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唯恐理解有
误，事与愿违，如有不当，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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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触景生情”

———我写山水诗的几点体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日南宁讲稿）

要我谈旅游诗的写法，实在为难。我没有研究
过诗词写法这个问题，只是爱作山水之游，游后爱
写几句，无非是 “张三到此一游”之纪事罢了。积
以时日，也有数百首之多。问我有何感触，一言以
蔽之曰：“触景生情”耳。

一

山水之景瑰丽多姿。一山一景，各有特色，有
雄奇，有惊险，有清幽、有秀丽，总是大自然的杰
作。人游景中，精神上得到无穷的享受。天地雄奇
峻险之处，令人心灵震撼，激情迸发。清幽娟秀之
地，令人心旷神怡，融入自然，忘却自我。加上自
然的客体与历史的渊源或时代的潮流碰撞，更会令
人产生许多感慨和遐思。这就是 “触景生情”的一
般过程。至于什么景生什么情，这因景点不同，游
者不同，各有所感，自有差异。故同一景点，历代
诗人写出千姿百态，绝不雷同的诗篇。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容我略述我几次游历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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