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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与刘成林兄同为 20 世纪 50 年代人，我虚长他几

岁，既然是同一代人他写的书送我，我愿意认真读，观

点上也多有容易接近处，想借此对比一下我们历史里大

家在不同地域的文化阅历、人生阅历等。如果我没有说

错，他出生于朝鲜，父母亲都是志愿军，他的父亲还是

光荣的“三届”老兵，即参加过抗日、解放、支援朝鲜

的战斗，他是一个“红色”家庭出身的人自无疑。我在

1952 年出生的时候，我的舅父也在朝鲜浴血卫国受了重

伤，可我的父亲因“地主”成分在田野里劳动改造，这

就是共和国与我的最初纠缠不清的关系，“血统论”问

题一直影响到我的青春时代，直到 1978 年改革始取消。

从这个意义说，我们俩一个“红五类”即革干子弟，一

个“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子弟，本来应见解及经历大

相径庭，可是阴差阳错确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他的家

庭和自己也多有坎坷磨难，并且我们竟都不约而同走向

写作这条路，可见人生之富有文学故事传奇情节，也可

见文化之最后融汇交流的神奇力量。

读他的 《心灵语絮》 打印集子，一开始就被他写父

亲、母亲的两篇散文回忆录吸引，他的父亲原是本内地

为 《心灵语絮》 说几句

孙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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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语絮

原籍，为响应国家支援西北号召，主动要求复员转业到

当年偏远落后的宁夏的盐池，没想到一个“三届”老兵

在文革中，竟因不白之冤被下了狱数年，“文革”后又

经历不少曲折才获平反。而他的母亲经历更奇，她本是

志愿军护士，到了地方当然分配继续当护士 （当年非常

之缺乏医护人才，缺得要命个个是“宝”），可是盐池却

因某些人的“派性”“排外”及野蛮非文化现象等作

怪，将他的医护人员母亲“精简”回家当了大半辈子家

庭主妇，直到老年辞世前不久，屡经子女上访，地方才

派民政人员去慰问她，算是恢复名誉，奇也不奇？这些

人生经历编都编不出来，唉……

《心灵语絮》 应属于一本诗文合集，内容既有散

文，小说，也有诗词等，均是有感而发，来源真实，有

的可能是年轻时候喜欢文学留下的文笔痕迹，更多的应

是中年后，特别近年来的感悟新作，中篇小说我没来得

及全读完，是回忆青少年爱情的一段往事，他的诗词流

露出作者诗人的特别的才情以及热烈，才华，浪漫，不

羁，含蓄，深沉等艺术气质，但都是随手而为，不留生

硬写作的痕迹，可能诗人更受到宋词的清新浪漫穿透人

生的影响，他这些新诗词内容都是身边的发生，有感，

情绪等。总体说， 《心灵语絮》 是一本“50 后”的心灵

如实记录，我爱看。我觉得文学就是“个人写个人的”，

每个人记述自己的独有履历、不同轨迹，但百川归海，

大家通过交流，更深刻认识了生活，启迪了人生，过滤

了智慧，这些各个不一样的“回忆录”对青年也很有参

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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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导师，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并于 1950 年新

中国成立后参加第一届中央文讲所的已辞世的老诗人胡

昭晚年曾对我说，如今他最累最苦的一件事就是给人写

序，不写不行，写了难写。如今到了他这个年龄，我对

他的话才有理解并深有同感。所幸我从来很少贸然答应

给人写序。但与西北盐池却似乎特别有点缘，那就写

吧，但我知道容易离题很远，隔靴搔痒，甚至连百分之

一二也说不出，容易糟蹋了人家作者多年的辛劳写作。

承蒙成林兄的难得的信任错爱，简单说了以上。应该说

我阅读他的书当时很有感受，但我近来因健康 （心脏）

原因接受医生彻底休息建议停笔并在南方修养， 《心灵

语絮》 一书并不在手边，挂一漏万之处，还请望刘兄海

涵见谅！

2015 年 10 月 20 日

孙文涛，资深编辑，民间“大地访诗人”采访人，

近 15 年中以实地踏查形式访问国内 20 余省底层及民

间诗人数百位，曾任诗刊编辑、吉林日报记者、中国

国家地理编辑、北京工人报记者等，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著有诗歌、散文诗、散文随笔回忆录、文学访

谈录等 1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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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成林文集

张 联

一个对文学的爱好，不觉多年的时光已过去。这时

的深情引起了许多的回忆，打开自己思想的仓库，整理

起来才觉得有了一些分量，有了一些感慨，从而更加的

爱惜。

对身边人的写作，特别对朋友刘成林的印象，我能

欣赏而感叹的是：一旦友人圆桌，饮几杯，那种骨子里

的浩荡之气，油然而生的朗诵：“大风起兮云飞扬 / 威

加海内兮归故乡 /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所以说刘邦的诗

《大风歌》 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

再说：李白的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

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

丝暮成雪……”我也常常沉思：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

化的根，就是诗歌。它的文脉在几千后仍是这样的生

光，这种的活灵活现，可以说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达

到通灵、通神妙之气，从而通过我们的血肉之身、之容

光、之口气、吐纳天地之气而再生。

所以，我欣慰我们现代人之精神和涵养。它能让一

个人以事文学写作的人，多年后，有一种境界的打开，

刘成林的 《我多想》：“我多想 / 摒弃这副累赘的臭皮囊/

将它毅然决然地抛向广袤的原野 / 济小草滋生 / 供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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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 / 回归自然 / 超然物外 / 随缘涅槃 / 只留下个不灭

的心灯与心光 / 伴随着飘逸的灵魂 / 去游弋无际的苍

昊……”

这样的浩然之气和悟性，让他的心灵达到福慧的佛

境中，摒弃了人的世俗之气。这多么好的一种滋养。

从他的文集里，看到多年的勤奋和辛劳以及闪烁着

的文彩，秀气和细腻。如 《我的母亲》 中“这时，老天

爷好像有眼一样，炽热的天空刹那间被乌云笼罩，乌云

翻滚着，越聚越大，把整个县城都笼罩在它那黑色的怀

抱。突然间，阵阵雷声携着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大地瞬

间变得一片汪洋，这也许是天意吧。上苍为之哭喊，天

宇为之流泪，山川为之动容！慈母逝逢端午节，普天同

悼懿德存！”

如： 《遥远的红头巾》 中“日落西山，月明星稀，

缕缕炊烟弥漫在山沟里，两人都感到饥肠辘辘，于是仲

春拉起秀芳，把红头巾给她围上，又帮她把头上的谷草

拿掉，两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如： 《桃花梦》 中“她，经常留着一条长发，并

且，除了头发根部扎着白色的花手帕外，其它的秀发经

常自由的散落地垂到膝盖以下，从来不辫。到了老了，

她的长发仍就自由的散落地垂着，好像这就是她不服老

的个性和标志。风儿一吹，潇洒飘逸。她的一生就像她

的长发一样，潇洒飘逸。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样的三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人生经验以

及对美、对历史、对自然、对人物的塑造都达到一个传

神和想象的空间。

又如： 《遥远的红头巾》 中“大概过了两个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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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喊着又开始割糜子。就这样，从早晨到下午，金灿

灿的糜子躺了一地，像是撒了一地的金子，在夕阳的照

耀下，金晃晃的，非常夺目。队长见女同学身体柔弱，

就让她们干搂糜子、捆扎糜子的活。等割完后，大伙和

女同学一起楼的搂，捆的捆，经过一天的劳动，这片糜

子总算割完了。”

又如： 《桃花梦》 中“某年某月的一天，仲春又梦

见贺青珍站在绚丽的须弥山上，身穿荷花图案的粉红色

的连衣裙，腰间任然系着两条打着蝴蝶结的翠绿色和嫩

黄色的、长长的飘带，飞舞着。”

这样的两段：第一段展示的是我们农耕文化的原始

场景以及那历史意义上的知青生活、劳动的美是鲜活

的，也是弥足珍贵的记忆，当劳作在画面中生动地经历

着，留存着让人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安放。让辛劳得到了

最欣慰的满足。

而第二段，作者把人物的塑造在华彩和神性意义上

的展开，让人物形象得到最充沛的上升以及永久意义，

不能消失的记忆的手法，也是作者成熟的一面，不免想

到 《红楼梦》 的结尾描述。

今天，刘成林把多年的辛劳的成果，整理成集，是

一种呈现，也是对他人生历史的一次有意义的总结。多

么值得可贺、可喜的事情，同样，成为盐池文学史上的

又一次留存，也是献给文朋诗友、亲情的一份深厚而珍

贵的礼物。

是为序。

2015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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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从小就爱好文学，喜欢看古

今中外的各种书籍，特别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散文，由

衷喜爱。由此，对古典诗词的写作，即：格律诗词的写

作，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研究。最早看了 1962 年王力著

的 《诗词格律十讲》，1981 年林东海著的 《诗法举隅》，

对格律诗词有了初步了解。

后来又学习了周振甫著的 《诗词例话》，席金友著

的 《诗词基本知识》 和余浩然著的 《格律诗词写作》

等，对我提高格律诗词的写作起到了很大作用。原来写

格律诗词总是在声律上左右摇摆，一会儿是古律；一会

儿又是新律。后来读了余浩然的 《写作》 才明白了。

《写作》 不但“去其糟粕，吸取精华”，而且具有

创意。对诗词的骨架 （平仄）、押韵、粘对、拗救有了

新的认识，提出了“推平及仄”“用韵上层楼”“起、

承、转、合”的格律诗章法，在格律诗词的声律上有了

新的观点。即：现代人写近体诗词，在声律上应该运用

普通话的声律，也就是 《新华字典》 上标注的“阴平、

阳平、上声、去声”，不再沿用南朝时期周姬著的 《四

声切韵》 和沈约、谢脁、王融、范云等人提出的“四声

八病说”，开辟了现代诗韵。即：根据 《新华字典》 所

注的声调：进行有机地归类，按十五个韵母分十五类，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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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声调上分四声，总共得出六十类 （15×4=60） 韵

部。并采纳“四声四元化”，使诗词的发声变得多样化，

去掉了入声，丢弃了“四声二元化”，这就是余浩然说

的“用韵上层楼”。这种分法，无疑说现代人写作古典

诗词，使旧貌换新颜，既有古的风骨又有新的声韵，所

有现代的人都能听得懂，因为我们说的都是普通话。一

改过去那种听起来阴阳怪气、晦声晦涩的腔调。古代音

律，现代人听不懂，也读不通，更难以写作。再过二十

年、五十年，古代声律除了专门研究的人，恐怕销声匿

迹了。当然，这是由于时代的不同，时代不同了，我们

就换个思维。最主要的是：我们不是不沿用古代声律，

因为现代全中国的人 （包括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同

胞） 从小就学的都是普通话 （个别方言例外）。因此，

我们无论写的诗词也好，其他文章也好，都得让人们听

得懂，看得懂，所以，我们理应用普通话的声律。

关于格律诗词，闲来时，遇有灵感，随心命笔书

写。因为古典诗词写景状物、抒情言志、寓理载道、精

致凝练、抑扬顿挫，是文学与音乐的载体，同时，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特有的奇葩，它光彩夺目，

绚丽无比，我特别喜爱。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

了解了中国古典诗词就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了中

国传统文化就了解了中国。

写格律诗词我有个经验，首先对要写的事物进行深

入地观察和了解；其次，在此基础上进行构思，想多

了，灵感就会冒出来；再次，有了灵感，提笔书写，写

出来的不一定是严格的格律诗词，而是类似于古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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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把“古风”按照格律诗的不同要求，进行律化或

格式化。律化时，当然要按照现代声律进行律化。也就

是对所写的诗的“平、仄、粘对、对仗、韵脚甚至白

脚”等都要进行现代声律的律化，律化后，再按照

“起、承、转、合”的章法进行整合和格式化，一首标

准的格律诗就完成了。当然，这是从形式上说符合，但

是，究其内容是否好坏，就由读者去评判了。

至于词的写法，没什么。词：一般都叫作“填”，

即：填词。因为，词是按照词体 （词牌） 的词谱去填。

词在古代是歌词，是用来唱的。现代指的“词”是脱离

了词调的词，即脱离了音乐的词，是经过律化了的歌

词。歌词一旦律化之后，就形成了现代的词。它和格律

诗一样，成为独立的一种文学载体。它比格律诗在写法

上好写，因为它不考虑平、仄、粘对、对仗、押韵等，

只是根据个人的情绪选出的词牌的词谱去填，就行了。

词与格律诗不同，它是长短句，跳跃性很大，有鲜明的

节奏。可根据灵感的节奏 （意义） 结构去选择词谱。手

里没有 《词谱》，可根据熟悉的、背诵过的词去填。方

法是：将熟悉的、背诵过的词的词谱，即：平、仄脱出

来，再按照脱出来的词谱去填就行了。

至于诗与词的不同，“诗言志，词咏情”。诗开张

在战国，盛于唐；词发于残唐五代，盛于宋。诗：关乎

功名利禄，世上风云，民间疾苦，铁马金戈，民族正气

等，是主业；词：关乎鸟语花香，美人哀愁，河山锦

绣，草木鱼虫等，是副业。诗主，词辅，词为诗余。诗

之境阔，词之言长。诗刚直，词柔曲。从情意的表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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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诗显，词隐；诗男，词女。当然，这是根据诗与

词的不同性质和形式上来说，词也有“怒发冲冠，凭栏

处”的风格与诗同，一切都不能死板。

关于自由诗我也写点，但要有情，有心灵的感悟，

不能无病呻吟。我看了好多所谓的现代诗人写的自由

诗，华而不实，空洞无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看来

看去不知说的什么。总觉得有什么“奇妙”的东西，但

是，整篇一看，连不起来，“牛头对不上马嘴”。自由

诗比起格律诗词在形式上来说，最好写，它没有什么约

束。但是，一首好的自由诗，是发自心灵的感悟；是将

心灵的泪水和热血喷洒出来，让人们为之震撼。尤其是

在语言的运用上，恰到好处。就像画家用写意法画出来

的画样，主题鲜明，而且意犹未尽，绵绵流畅。写自由

诗，最主要的是：要有主题，要有中心思想。由来由

去，朦胧来朦胧去，尽是些华丽的辞藻，或“海市蜃

楼”的意思，不知说的什么。虽说诗是语言的艺术尖

端，是最精粹的语言艺术，但是，无论怎么，没有实质

性的内容，就像一副华丽的衣架，没有肉，也没有灵。

总的来说，它不及格律诗词，格律诗词精致凝练，内容

丰富，赋予音乐感。从现实生活来说，从古到今，有几

多自由体能流传后世。你比如：“腹有诗书气自华。”

“诗书”指的就是古典诗词，再如：“日月两轮天地眼，

诗词万卷圣贤心。”“诗词”也是指古典诗词，表达得

多美、多么酣畅淋漓，不用说，流传千古，就是万古、

亘古，都在人们的心中。有的人说格律诗词的条条框框

太多，束捆思想，难以写作，我认为有了现代诗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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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写了。同时，也正是有了这种“条条框框”才称得

上是诗。高档的马鞍配骏马，精美的盒子装珠宝。低档

的纸箱青菜一筐。

关于散文，我也比较爱好。这种文体形散而神不

散，把握住“神”和“魂”，文章就有了生命的脉络。

就像打太极拳，形随“意”走，拳和“气”行一样，自

由自在，酣畅淋漓。散文是诗与词的扩展和延伸，特别

是心灵的感悟和顿悟，虽然不押韵，但是，骨子里具有

韵味，书写起来字字珠玑，能够深刻地表达事物的肌

理，探求事物的真谛。散文是情的音符、情的歌声。简

单来说，用一条线将“字字珠玑”有机地穿起来，有情

的抒情，有事的记叙。一篇好的散文，在于立意、在于

对生活的细致洞察，有了感情，有了怜悯之心，有了

“普度众生”的、发自心灵的顿悟，提笔如江水滔滔不

绝，一泻千里。

对于小说，以前不会写，因为“情”太浓，写出来

像散文和作文，通过郭老师的指导，抓住了“情节”

“细节”，油然而生。小说是对生活的艺术概况，但是，

也不能过分地“艺术”，要朴朴实实，即：真实地反映

现实，但也不能“白话”和说话。毕竟它是艺术作品，

要有浓厚的生活阅历，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阅

历厚重，就有了创作的欲望。另外，小说：它是现实生

活真实存在的多种事物的集中概况，是否定之否定后的

终极表示，并且，应用艺术手法表达的符合真实生活的

艺术典范。具体说，反映的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

定政治背景下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愁闷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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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政治取向的好

坏。当然，无论哪个作品，理应反映时代的新声，维护

正义，发挥正能量。讴歌称得上英雄的人物和优良的社

会制度以及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否则，写出来，也没有

人看。

综上所述，是我这些年来对文学写作的一点粗略体

会，说的不对的敬请谅解，写的不好的也恳请鼓励。因

为我们这些“小人物”，没权、没钱、没势、没有地位，

其作品无论写得好坏，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像一些

大人物，名人之类的，书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就能流

传百世，而我们只能是：自叙、埋没、沉默。有位诗人

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小人

物”也有个性，就像我写的 《盐池文人》 那首诗：他们 /

却能够勇敢地战胜自我 / 冲破世俗的偏见 / 人们的冷嘲

热讽 / 将心灵的感悟 / 胸中的热血和汗水 / 泼洒在这块土

地上。写作，“大人物”能写，“小人物”也能写。那

些成就后人，赞美新声、讴歌楷模、鞭笞蛀虫、唤醒人

们良知的作品，理应公开让人们浏览。这里不分什么高

低。正如我写的诗———《行走》：你不到大自然去行走 /

怎能懂得生活？同样，你不入文海诗洋 / 怎能懂得生活

的真谛。我们孤独而寂寞地创作，为了什么？不是为了

名和利，而是为了陶冶人们的情操，鼓励人们维护正

义，发挥正能量而已。

生命是短暂的，来之不易，不求人生辉煌，只求无

悔人生。自己没有来世，来世也没有自己，因此，为了

家乡的繁荣和富强，写点有意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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