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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徐清风先生手书作者踏莎行·晨钓（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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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甘肃省广播电台
编辑部工作时（1961.5）

▲文艺演出队战友摄于青
海海南龙羊剧院前，后排左起
第一人为作者(1964.3)

▲写作(1978.9)
▲



▲作者与著名诗词评论
家尹贤老师合影于陕西麟游
(2010.7)

作者参加全国第二届
丁芒诗词艺术研讨会后摄于
宝鸡中华石鼓园(2010.7)

▲著名诗人丁芒先生为作
者题写书名（20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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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兼众体 语浅情深
———读徐兴聚《此情可待成追忆》

尹 贤

徐兴聚先生是个不事张扬的诗人。正如他写的《穗》：“年

轻时 /昂着幼稚的首 / 成熟时 /垂下沉思的头”；又如他早年写

的《根》：“从不在人前招摇自己 /终年默默工作在永恒的黑暗 /

看绿叶在枝头起舞 /看花朵喜展笑颜 /那就是它———根的风

度和夙愿”。我之所以认识他，是在 2004 年编选《新韵诗词曲

选评》时，看到他应征稿《踏莎行·晨钓》、《鹧鸪天·重访家山》，

眼睛一亮，惊异于甘肃诗词界竟有这样一位过去从未听说的

高水平的作者，同时惊喜他的与时俱进，能够不顾本省某位耆

老的论评，率先使用新声韵，于是以后我俩就有了接触。

看到今年 8 月他送来的这本诗文打印稿，我才知道他是

省作家协会会员，他新旧各种诗体都写，散文随笔小说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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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相当水平。新旧体诗，新旧体诗人，几十年来，在许多场

合，势同水火，可是在兴聚身上，是和谐地统一。我不会写新诗

（白话新体诗的简称），但是兼爱新旧各体诗，所以我跟他也和

谐地同处一地，一统于诗。

诗家丁芒主张新旧体诗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从而建立一种未来的主流新体诗。写旧体诗词者要读读新诗，

写新诗者要读读旧体诗词。兴聚这本《此情可待成追忆》，可供

这两方面的人士阅读欣赏，研究参考。

我建议写诗词的朋友，首先阅览一下这本书里的新诗。您

会发觉新诗并不都是散漫、凌乱、晦涩，新诗也可以清浅、精

炼、隽永。我建议写新诗的朋友，也首先看看这些新诗。它讲节

律，不是自由得无法无天；它关注社会，不是蜗牛壳里的呻吟，

它是有时代气氛的中国诗。例如书中的《无题》：

小草惯于弯腰
小树挺立昂然

夜来一阵狂风

小树被拦腰折断
小草窃喜躲过灾难

残阳哀伤地注视着荒原

二



诗写于 1970 年 11 月。由此不难理解诗所概括的纷繁世

相，联想到在文革中众多知识分子、干部职工的表现和心态。

可悲可怜的小草啊，你窃喜躲过自身的灾难，却忘了别人和民

族的劫难。人性和精神不存，社会严酷已至于此！……人们赞

赏古诗词名句，千锤百炼，一字不易。这首诗，特别是末句，“残

阳—哀伤地—注视着—荒原”，同样精警，一字不易。我读后，

沉思低回不已。

书里这些新诗，多半含有哲理。哲理不是说教，而是寓于

形象之中，理与象不是生硬的焊接，而是水到渠成，水乳交融。

如《莲》：

人们只赏她嫣然的花瓣

吻她清香的叶片

爱她挺秀的新枝

谁想她来自不见天日的底层

这一生与污浊斗争的艰难

此诗如一首绝句，惜墨如金，起承简捷，转合自然。透表象

以见本质，言成果而溯根由，对中老年是慰藉的美酒，对青少

年是送行的铜琶，启迪多多。

兴聚的新诗，并不都很简短，也有稍长的，但不散漫，虽自

由而仍有节奏。如《永远的白玉兰———献给为抗击萨斯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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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衣天使叶欣》：

明知前头是料峭春寒，
风雨如磐，

您还是抢在早春放绽。
您曾说：
只要为世间带来一丝春意，

为春色添一缕灿烂，
愿献出所有———

这就是你的风格，
您生命的誓言。
残春里凋谢了美丽的花瓣，
然而，
您依旧绽放在人们的心田：
您是那样娟秀，
那样烂漫，
那样清香溢远。

您是一朵永远的白玉兰。

白玉兰，比喻新鲜、贴切。全诗植根于古汉语文学之中，既

有现代气息，又有民族风格。参差中有整齐，适当对偶、排比：

“一丝春意，一缕灿烂”，“风格,誓言”，“那样娟秀，那样烂漫，那

样清香溢远”。此诗反映了全国人民对白衣战士叶欣最大的尊

敬，最深的悼念，作者与读者心心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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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写诗词的人，一般最害怕读现代派自由体“朦胧诗”。

兴聚有类似的作品，但是好读。如“感赋———读《回眸夹边

沟》”：

那年

西风发了怒

无端地吹下一群星

发落到茫茫大漠野岭

不久

那里长出遍地荒冢

蘑菇似的

怒视着高空

发出无声的抗争

从此

碧落格外暗淡晦冥

这不是那种不知所云的天书。它用了古典诗词的象征、暗

喻，“西风”、“群星”，喻体并不怪异，合乎人事的特征；“无端”、

“发落”，情见乎辞；“蘑菇似的”、“怒视”，意象尖新、鲜明；结句

情景两合，字字用力：较之当代诗词言反右和知识分子处境的

佳作，毫不逊色，无边沉痛，有一种久久捶击人心的力量。

兴聚的新诗，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推陈出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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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语言的整炼和行节的安排，常押韵，即使是自由体也适当押

韵。不过要注意的是，最好是句号处尽可能有韵脚。如《莲》，将二

三句位置互换，“片”安排在一层意思完，念来可能更舒适些。

兴聚的旧体诗，跟大多数人一样，诗多，词次之，曲少。我

建议写新诗的朋友，首先读他的词曲，特别是他的词，多有佳

作。他的词，婉约者居多，可资人咀嚼。有时还用点现代文学的

手法，出以俊语、奇语，使人耳目一新。如我曾选用过的《踏莎

行·晨钓》：

晓雾轻柔，凉风细洒，芦荻摇曳秋如画。一双宿雁梦
初觉，河沿偷看鱼笼挂。

静候游鳞，暗将饵撒，钓台默默观波下。水声忽起见
漩涡，浪花开处潜鱼大。

写雁不新，写宿雁就新，写一双宿雁偷看鱼笼更新。诧而

不惊，似知渔人意不在己也；或有所疑，然因好梦初醒，不想动

弹，待看个究竟。雁偷看鱼笼，不知钓鱼人也在偷看它。这是一

个适合钓鱼的和谐宁谧的环境。词上片结得很有情趣。下片以

口语结，有声有势，启人联想：青鲢乎？锦鲤乎？钓鱼人其喜何

如？钓的后续行动，此次晨钓的收获，均引而不发，俱由读者驰

骋想象。全词笔墨不多，而意象迭出，有细节，景禽鱼人相映，

动静相随，充满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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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佳作又如《西江月·玉树行》：

千里平芜染翠，九曲河畔惊涛。牧归墟里晚霞娇，羞
涩夕阳含笑。

风卷巴塘晴雪，烟迷野岸江桥。初闻梵呗度秋宵，远
望云山飘渺。

语言熔铸古今，如“平芜染翠”、“羞涩夕阳”、“巴塘晴雪”

等，切合地域特色，意象优美。上下片首二句对仗天然工巧，不

露痕迹。

词，整齐中含参差，流动中有节律。词分行排列，《西江

月》、《踏莎行》等都是两节对称，每行（句）字数和句法在参差

中有一定之规，押韵，达到了形式美的极致，获得古今诗人的

喜爱。《东方诗风》的诗人们，据以建立格律体新诗的整齐式。

新诗可以而且应该借鉴旧体诗，旧体诗与新诗中间并无鸿沟。

旧体诗中语言最像新诗的，要数曲。曲有作为基干的正

字，可以适当加衬字。兴聚的曲，按谱写，没有必要就不加衬

字。如《［正宫］小梁州·观戏〈楼台会〉》：

西风渐紧起寒云，落叶纷纷，楼台拜会泪沾襟。情难
尽，重话草桥春。同窗几载心相近，念长亭远送黄昏。千
日情，离别恨。天边凉月，怕看泪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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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句式变化最为灵活，这里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交

错。“同窗几载心相近”，上四下三；“念长亭远送黄昏”，上三下

四。作者运用自如。

兴聚也写齐言体绝句、律诗，数量多于词曲，其中也有可

圈可点的篇章，流畅明净，各具风貌。七绝如《青城山》：

青城山上访瑶台，岚影迷蒙入眼来。
仙洞香烟飘袅袅，天边日色破云开。

又如《太湖即兴》：

短棹轻舟恋水光，鼋头渚上是仙乡。
三山画境迷烟雨，何处西施伴范郎？

五律如《秋晨农家院》：

疏篱晨色绕，冉冉柳烟飘。
架睡珍珠米，枝藏柿子椒。
黄花招远客，苹果罩红袍。
舍下群鸡唱，催人事事劳。

七律如《清水河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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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远戍边，今移军旅过巴颜。

长河烟树寒山碧，铁马西风落日圆。

漠漠塞云千里外，幽幽兵站近村前。

一程疏雨斜阳后，浩荡轻骑向海南。

以上诗词曲都全合乎谱式平仄（新声），毫不生硬勉强。旧

体诗不旧，较清新，有新的意象和语言，不泥古，无诘屈聱牙之

病，语浅而情深，不浅俗，好读、好听、好记。

由上可见，兴聚在新诗民族化、旧体诗现代化上，都有可

喜的成绩，是新旧体诗相吸收、相结合的实践者，是中国未来

主流体诗歌的探索者。非专业诗人做出这些成绩是不容易的，

不多见的。这个集子里的诗歌，多短章，精炼，结构紧密而灵

活，兴象玲珑。就其意象新鲜，能兴发情志、久驻人心的程度和

频率来说，新诗胜过旧体诗，词胜过绝句律诗，也胜过曲。他对

长短句运用最为娴熟，所写齐言体的律绝，有时则不那么浑

成、自然。旧体诗，有几千年的辉煌作品横在历史的展台上，几

乎无所不有。当代诗人词客要有新的发现，写出新的意象意

境，融入新的语言，不一般化，让人过目不忘，绝非易事。这是

任何作家都要努力追求，不可掉以轻心的。

兴聚才兼众体。此书后一部分有散文、小说各七篇。其中

多半是追忆他朴实勤劳、茹苦含辛、为全家尽瘁一生的母亲；
九



晚年仍处境艰辛、流离外乡、素爱花草的父亲；特别是对与自

己一同布衣蔬食、性格耿直善良、不幸先逝的伴侣，散文和诗

词都写得多。深情绵邈，如泣如歌。至此，我才充分了解作者将

诗文集命名《此情可待成追忆》的缘由和深意。书中寄托的不

仅是民族情、乡国情、友情，更有浓浓的亲情、爱情、骨肉情。

读完此集，我不禁联想到李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五

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

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

已惘然。”诗中蕴含着李商隐苦涩的身世之感。我能想象兴聚

经常追忆的“情”，除上边所谈的以外，大致跟李商隐一样，包

含亲人恋人逝去的哀痛，以及平生理想破灭、抱负不遂的怅

惘。古今同概，士林同慨！

以上不过是读后感，权且代序。

2010 年 8 月于兰州，望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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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无车马扬尘垢，案有诗书破寂寥
———读徐兴聚《此情可待成追忆》后的几句话

王家达

兴聚请我为他的诗文选集写篇序言，说实话，我于古体诗

词（包括古曲）素无研究，属于门外汉（现代诗亦然），怕贻笑大

方（因前面尹贤老师已写过慧眼独具的序文）。不过，承蒙抬

爱，却之不恭，只得静坐下来将书细细拜读之后，写了下面几

句粗浅之见。

兴聚为人性直，不苟言笑，不哗众，无媚骨，大半生奔波社

会，虽胸藏锦绣而不得红门而入，我想，大抵是性格和品格使

然，这从作者《六十自题》诗中的“门无车马扬尘垢，案有诗书

破寂寥”的句子可以看出来。

不过，人各有活法，读书写文章也是陶冶情操，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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