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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爽先生的《百姓岁月议》即将出版，可喜可贺！据说这是他的

第二部诗集了。一位机关干部，喜欢业余写诗，将每日所见所闻以诗

歌的形式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汇编成册，这样的诗歌就具有了特别

的意义，可以称之“诗体日记”吧！一首首诗，凝聚了作者对大千世界

的观察与思考，也可以使读者由此重温那些已成往事的旧闻，正所谓
“诗可以观”也。当诗歌在文坛上好像越来越“个人化”、“边缘化”时，

这样的“诗体日记”却作出了“生活化”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百姓岁

月议》也折射出作者打量社会、记录生活的两个“基本点”：一是记录
“百姓岁月”；一是有感而发之“议”。我们的文学早就有“杂感”的传统。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众参与的“小评论”也曾经见证过一个“大家

的事大家管”的议论热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

得网民的杂语评说也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民意的强大影响力。在这样

的背景下读《百姓岁月议》，就觉得这也是一部值得一读的“诗体杂感

集”。无论是读书心得，还是读报杂感，都体现了作者关心社会、贴近

百姓的敏感情怀。每天必写诗，也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和不断出新

的磨炼的。

读过以后，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诗句如果能多打磨打磨，也许会更

有诗味。例如《同江景不同身价》中那句“时代进步之象征”如果改成“时

代进步气象新”就更有诗味，而且还与上面的“心”、“境”二句押对了

韵；还有《流行网语说“给力”》中那句“炎黄子孙华儿女”如能改为“炎黄

子孙好儿女”就通顺得多了。类似的问题在此就不一一指出了。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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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写诗，文思很难做到篇篇精致。但多一些打磨，总是有助于诗艺
的不断提高的吧！

樊　星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２０１１年６月４日　于珞珈山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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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诗　圣

学问难改劣根性，
人若落难险象生；
前思后想全不顾，
饥不择食咽菜根。

颠沛流离路栖身，
居无定所落荒人；
诗圣难解饥饿苦，
穷途末路去投亲。

为度晚年郴州奔，
途遇洪水将其困；
孤船困江难前行，
十日断食垂死挣。

地方县令获此情，
爱心施救酒菜赠；
饥肠辘辘见酒肉，
狂饮暴食毙了命。

诗圣晚年凄惨景，
难挡厄运灾降临；
逾千诗文洒人间，
诗篇充满怨与恨。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７时

１



正本清源归于正

北京有家“安元鼎”，

保安业务很出名；

主营押送上访者，

收取委托雇佣金。

如此怪胎为何生？

公司竟敢在北京；

媒体称其“黑监狱”，

侵权犯众伤民心。

司法补充信访门，

不设门槛任出进；

人治始然权补救，

民主维权多功能。

人民信访救济型，

信访条例作规定；

畅通渠道宽救济，

拾遗补阙扶帮困。

若有地方亏百姓，

群众维权可反映；

信访渠道民为本，

依法上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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