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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孙烨诗词集《自然颂》

王志正

“请王教授给你指点指点。”这是赵凤亭的戏言。这里的“你”，
就是孙烨先生。“指点”的对象，就是孙烨先生的诗词集《自然颂》。
“王教授”者，对本人之戏谓也。孙先生当时谦虚地说: “承蒙指点，
拜托拜托。”我即答曰: “岂敢岂敢! 拜读拜读!”说“岂敢岂敢”，倒不
是什么谦词，说“拜读拜读”，却是真心实意。说“岂敢岂敢”，是因为
我不是什么“教授”，只不过是中专的“高级讲师”而已，后来到大学
兼课，校方向学生介绍时，就将“高级讲师”在大学的对应职称“副教
授”的桂冠，戴在了我的头上。赵凤亭是我从中学起四十多年的挚
友，于是在朋友之间我就被戏称为“王教授”了。赵凤亭又是孙烨先
生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于是我也就认识了孙先生。说“拜
读拜读”，是因为通过赵凤亭，我了解到孙先生不平凡的人生，以及他
一生对文学的孜孜追求。孙先生大学时学的不是文学专业，但他拿
出了他的诗词集《自然颂》，这确实让我这学文学专业的“教授”十分
汗颜，也只能从心底发出“拜读”的虔诚与敬佩。怀着这样的心情，我
认真地“拜读”了孙先生的《自然颂》。
《自然颂》是诗人孙烨“毕生知识、经验的积累”，是他“对人生、

社会、自然的感悟和思考”，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心血结晶。他在出版
“自序”中谦称，“从小喜欢文学，但到老也无多大长进”，之所以要汇
集出版，“只是想给子孙留点念想”。且不谈他在文学上到底有无长
进，《自然颂》的汇编出书就是最好的证明，也足以证明他无愧于“诗
人”的称谓，就只说“想给子孙留点念想”便颇有深意。“念想”什么?
让子孙知道他当过什么官，干成什么事? 这绝不是诗人的本意，因为
在他看来，“人生江湖无贵贱，世事沟壑有低高”﹙《随感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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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料世事更迭，谁知道是雨是雪? 极目海天随风越”﹙《贺新郎·
再送北京知青回家》﹚。我想，他给子孙的“念想”，应该是通过《自
然颂》，让子孙知道，他们的父祖怎样艰辛地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怎
样百折不挠地追求真理，怎样无怨无悔地奋斗拼搏，怎样磨砺高尚的
人格，怎样升华崇高的精神，怎样报恩父母，怎样报效国家，怎样关注
民族的命运，怎样思考人类的未来。这才是诗人留给子孙的念想，留
给后世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自然颂》既然是诗人的心血结晶，自然而然地记录了诗人的心

路里程，便自然而然地打上了时代风云的烙印。诗人的命运始终和
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血肉相连，他才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唱出了
时代的最强音。在《忆秦娥》词中，诗人饱含激情地写道: “东风劲，
原子爆炸告成功。告成功，举国欢庆，世界沸腾。”在英雄辈出的时
代，诗人写了《颂王杰》，表达对英雄的仰慕: “奋读诗书成材日，当慰
烈士在天灵。”当中国乒乓健儿获得 28 届世乒赛五个冠军的时刻，诗
人热情讴歌并且预言: “历史必将作出见证:∕已盛开的鲜花∕说明，
∕说明，∕说明送走了寒冬。∕含苞待放的花蕾∕预示，∕预示，∕
预示着祖国∕将有一个∕春天的永恒! ”在如火如荼的“文革”岁月，
诗人在《沁园春·悼先烈》中写道: “而今我辈哀悼，慰忠魂，红日普
天照。”在《沁园春·庆打倒“四人帮”》中写道: “扫残云，看红色江
山，固若金汤。”在大学毕业分配到煤矿挖煤的艰苦日子里，诗人没有
想到个人的前途，却豪迈地宣称: “我是延安红矿工，喝令大地敞开
胸，献出乌金暖天下，亚非拉美风雷涌。”在历史转折的关头，诗人写
道: “何处青山不埋骨，不必一曲唱到终。”﹙《存在必然论我解》﹚
“改革春风奠基石，开放浪潮写华章。”﹙《延安卷烟厂三十周年志
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诗人写道: “同处一个地球上，和谐共生须
包容。”﹙《存在必然论我解》﹚诗人的脉搏永远随着时代的进步，一
起跳动;诗人的境界，永远踏着时代的步调，一起升腾。

《自然颂》既然是诗人的心血结晶，自然而然地反映了诗人的心
路里程，便自然而然流泻着诗人心灵里最美好的感情。这部诗词集
中既有对母爱拳拳的思忆，也有对妻子儿女殷殷的关爱。“月圆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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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多年，慈母为儿心操烂”﹙《思慈母》﹚，“昼织夜纺为儿衣，血汗流
尽难为计”﹙《渔家傲·忆慈母》﹚，“阵阵惊雷催流云，霎时大雨如
倾盆。我居公房虽舒适，家中此时当靠谁”﹙《雨天忧家》﹚，“慈母
泪眼疼儿瘦，爱女呆容陌父颜。何时长享天伦乐，永居故乡当谢天”
﹙《探亲路上有感》﹚。这部诗词集中，诗人既有对友情的铭记赞美，
也有对爱情的憧憬歌颂。“非校友，胜弟兄”、“只为友谊，共尝糠饼”
﹙《夜合花·记与好友赵凤亭的友谊》﹚，“忆过去，实欣慰，此生有
你，来世还想”﹙《霜叶飞·再记与好友赵凤亭的友谊》﹚，“凭信义、
交往如水，情比酒浓”﹙《惜黄花慢·三记与好友赵凤亭的友谊》﹚，
“缠绵缭绕何时休? 心声不敢流”﹙《虞美人·心声》﹚，“痴情终是
有情人，眼问归期手牵衣”﹙《玉楼春·别长聚短》﹚，“叶自飘零云
自收，一样心思，两地泪帕”﹙《一剪梅·望穿关山》﹚。
《自然颂》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寄寓着诗人

以民为本的人文关怀。“官场争势有高低，民间求生无始终”
﹙《不平则鸣》﹚，“溪上谁把木桥横? 德及百姓”﹙《添字采桑子·
自乐》﹚，“歌舞升平，灯红酒绿，谁知乡间呻吟”、“岁月染鬓，不名分
文，锁眉只在当今”﹙《永遇乐·自解》﹚，“为民呼，取民悦，何须悔，
口碑不缺。树成荫，风风雨雨，管他断枝残叶”﹙《盐角儿·站着人
杰》﹚。
《自然颂》章章节节，洋溢着诗人锐意进取的积极态度，浸润着诗

人旷达乐观的人生感悟。“有钱未必真富翁，诗书做伴不算穷”、“梅
花只为雪飞香，报与春知不留名”﹙《叹人情冷暖》﹚，“达官富商无
知己，工人农民有朋友”、“人心险恶未曾想，自身荣辱不强求”、“耕
耘未必有结果，尽瘁终究无烦忧”﹙《不悔歌》﹚，“乌云蔽日无永期，
暗柳迷途有花明”﹙《蒙冤》赋两首﹚，“梅林涌雪花更好，绿染杨柳
暖春江”﹙《忆闲居》﹚，“长乐本因知足始，烦恼皆系贪心萌”
﹙《随感》﹚，“追忆生平为不为，无悔。也有阴来也有晴”﹙《定风波
·故乡小溪》﹚。
《自然颂》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生百态，尽在其中。信手拈

来，情趣盎然。“生就傲骨凛烈性，无需绿叶照样红”﹙《梅花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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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热茶本应凉，继续热茶谁品评”﹙《人走茶凉新注》﹚，“做美梦
反成了肥皂泡，搬石头反砸了自己脚”﹙《钧天奏( 曲) ·庆胜利》﹚，
“自己磨叽可以，嫌别人，拖拖拉拉。偶自摸，心脏病险些引发”
﹙《声声慢·献给麻将爱好者》﹚，“观棋不语真君子，刚出声，横眼
瞪”、“急于悔棋方寸乱，忙去抢，脸通红”﹙《江城子·献给象棋爱好
者》﹚。
《自然颂》中，集大成者当数《自然颂———小山村的启迪》。这是

目前中国诗坛上十分罕见的一首长篇哲理诗。诗人的广博视野，扶
摇直上九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易经·系辞》﹚，宏观大世界，微察小山村。诗人以其奇思洞穿
时间长隧，横贯历史古今; 以其妙笔涉及天命人事，探究兴衰祸福。
小小山村与大千世界是何关系? 中国的小山村给人类的大世界有何
启迪? 从诗人给小山村以“扁担”的命名，我想到了恩格斯在《自然
辩证法》中说的话: “新的自然观大致已经完成:一切僵硬的东西已经
变成了变动的东西，一切固定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活动的东西;一切从
前被看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已经变成转瞬即逝的东西。从此
已经证明出，整个自然界都是在永久的洪流和旋转中运动着。”“只有
人对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他不但变换了各种动植物分布的位
置，而且改变了自己居住地方的外貌和气候，他甚至把动植物本身改
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活动的结果只有地球全盘死灭时才会消灭
下去。”﹙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 70、73 页﹚恩格斯的这
一思想，在《自然颂———小山村的启迪》中，变成了这样的诗句: “生
命本就存活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中。∕只有共生，∕才能共荣;∕
只有相依，∕才能为命。∕没有相依和共生，∕那就只有全部死亡∕
一种可能! ”现实的“扁担”村，一头挑着从前，一头挑着未来。这就
是小小山村与大千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中国的小山村给人类大世界
的启迪。诗人这样写道: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一成不变必
死，∕新陈代谢永生; ∕只有不断的更替，∕才能使事物永恒! ∕地
球上所有物种的繁荣昌盛，∕小山村的∕代代延续和∕无数个小山
村∕构建的社会文明∕就寄寓在这∕老与小、∕弱与强、∕兴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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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交替中!”诗人在长诗结尾自豪地宣布: “我赞美小山村，
∕因为小山村∕永远亮着不灭的哲理之灯! ∕我更赞美∕小山村里
∕平凡的庄稼人，∕因为正是这∕平凡的庄稼人∕用平凡的心境∕
培育出的∕纯朴乡俗民风，∕才是华夏民族，∕乃至人类，∕不屈的
脊梁，∕繁盛的籽种，∕不朽的精神，∕真正的魂灵! ! ! ”

我斗胆而言，《自然颂———小山村的启迪》，这是当今的《天问》，
这是新时代的《道德经》。

遥想数千年前，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对天发问，提出了
172 个问题，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表现了诗人无比博
大的思想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一篇绝无仅有、流传
千古的奇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孙烨踏着屈
原的探索之路，以深邃的思考，对人类对自然进行了悠远的关照。
《天问》中，只是对“天”发问，《自然颂》中，除对自然发问以外，还对
自然规律进行了歌颂。在诗人孙烨看来，人类和自然“都在重复着: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进化过程! ”
面对这样的规律，只能“规律可循不可欺，天外寻梦谈何易?”面对这
样的规律，“哪一个阶段∕都不能少，∕哪一个步骤∕都不能跨越。
∕缺少了、跨越了∕任何一个步骤、阶段，∕都不可能有: ∕过去的、
∕现在的、∕将来的∕万千气象，∕活泼生动，∕曼妙世界，∕繁荣昌
盛! ”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呐喊: “不平、不同，∕才
是真理的永恒。∕铲高填低，∕是对自然规律的反动; ∕杀富济贫，
∕是对人类规律的反动。”“万事万物都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
在对方的痛苦中。∕人类既然是地球孕育，∕就必须与地球∕亲密
无间、相依为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母子亲情。”

遥想数千年前，中华民族最杰出的哲学家老子，就为人类奉献出
他聪明智慧的结晶———《道德经》。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的伟大命题。诗人孙烨继承了老子的精神源泉，为新
时代奉献出他的心血结晶———《自然颂》。他以意出尘外的想象，气
度恢宏的论辩，庄严地告诫人类: “相克相生我中你，祸福与共悲蕴
喜。”“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喜从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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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悲寓喜中。∕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寒来暑往，∕有阴有
晴。∕月圆月缺，∕有暗有明。∕生生不息，∕荣辱与共。∕这才是
自然界∕一部韵味隽永的圣经。”“人类要想千秋万代，∕拥有和享受
∕大自然的爱情，∕就必须∕用全部的爱∕去珍惜∕大自然的恩
宠。”诗人振聋发聩地大声疾呼: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需要一
个∕和谐共处的∕生存环境。∕建设我们的家园，∕营造一个∕良
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让同处一个∕地球家园的∕所有生命∕和
谐共荣，∕这才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崇高历史使命! ”

浩浩宇宙，小小寰球，地球村何尝不是一个小山村! 但愿人类接
受启迪，更加珍惜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感恩自然。自然永恒，
宇宙永恒!

拜读之余，心灵震撼，心潮难平，忘乎所以地写下以上文字。
祝愿《自然颂》早日问世，献给未来。
相信后来人定解深意，永作念想。

2010 年 8 月 8 日于西安



1

从小喜欢文学，但到老也无多大长进。说是喜欢，仅仅是喜欢而
已，其实功底很浅。既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也没有专门研究过，只是
喜欢，隔三差五胡凑几句。现在看来，虽称不上文学，但毕竟是我这
类低水平、非文人的一点心血，因此还是整理出来，汇编成书。不是
要给读者看，也不敢有辱文学，只是想给子孙后代留点念想。当然，
读者不怕污了眼睛，自己愿意看，我也不反对。

说功底很浅，并非谦词，实属心声。写律诗只知押韵，填的词不
过是照葫芦画瓢，因此，我的律诗不敢叫“七绝”、“七律”，只算七言
体诗; 填的词因不管平仄关系，虽不想叫“词”，但又苦无新名，只好
仍暂称之为“词”。

这本诗词集除《自然颂———小山村的启迪》外，其余都是按写作
时间先后排序。之所以把《自然颂———小山村的启迪》放在开篇，不
仅因为它篇幅最长，关键在于它是本诗词集的核心内容。虽说早年
的作品很不像样，只是一些时代的历史印迹，但为对比，还是收录在
书中。后写的虽然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但自己的现在和过去比，总
还算有点聊以自慰的“进步”。

但愿非专业读者不要笑!
希望真正的文学大家不要骂!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算不上什么好东西的东西，并非一无是

处，否则，硬将一无是处的东西出版，那也许就有“冒天下之大不韪”
之嫌了。其中最让我“聊以自慰”的当首推长篇新体哲理诗《自然
颂———小山村的启迪》。就篇幅上看，约五千行、三万余言，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中国目前最长的新体诗了，但确实也不算短。就内容上看，
虽不敢说包罗万象，但所写到的事物确实非常广泛:从地下到天上、
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到宇宙、从植物到动物、从无机到有机，甚至
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均有涉猎。这篇长诗可以说是我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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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识、经验的积累，是我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感悟和思考。其中不
乏有一些大胆的、自我的新思想、新观点，譬如“铲高填低”、“杀富济
贫”、“天外寻梦”、“无中生有”、“自知之明”、“弱肉强食”、“美好
与丑恶并存”、“乌云与太阳同贵”等。特别是“天外寻梦”，我认为绝
无可能，假如多少多少年之后，我的书还能流存于世，那时的人类自
然会作出科学的见证和遥远的回应。

这本诗词集在出版的过程中，我的恩师———陕西经贸学院原院
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樊光鼎教授给予了鼎力相助; 在书稿定稿
后，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著名书画家周一波同志读
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为此书的出版挥豪《诗意人生》，以示祝贺，
并题写书名;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诗
词曲赋研究中心主任郭芹纳( 字涵瀛) 教授给予了特别关注，在百忙
中为此集专门写了“序”;在整理汇编的过程中，王志正教授，王鸿、杜
益频先生曾字斟句酌地予以斧正，王志正教授还情不自禁、情真意切
地写了《读孙烨诗词集〈自然颂〉》。在此，我怀着深深的敬意，一并
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欢迎诗词爱好者批评指正!
恭请持不同观点者切磋探讨!

作 者
2010 年 8 月 8 日于西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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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芹纳

时代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在我们这一代人逐渐富裕而又衰老
之时，什么是留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便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
题。于是，我想到清人汪琬《传是楼记》中的一段话:
“‘吾何以传女曹哉? 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濡目染旧

矣。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每欲传其土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
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 欲传其园池
台榭舞歌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吾方以此为鉴。然
则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 ‘所传者惟是矣。’”

我不知道孙烨先生是否读过这篇文章，但是，孙烨先生的思想、
认识却和传是楼的主人徐建菴老先生是一致的。当今之世，有人给
子孙留下万贯家财，有人给子孙留下豪宅别墅，有人给子孙留下香车
宝马，有人给子孙留下古董财宝……这些给子孙留下物质财富的人，
无非是想让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永享其福。可是，徐建菴老先生早
已看透了这一切———子孙后代未必能世享其乐。孙烨先生一定也是
这么想的，因此，他不追求这一切，而是把自己一生的诗作“整理出
来”，“想给子孙后代留点念想”———话说得十分谦逊，可是，透过字
里行间，身为同龄人的老一代的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分量。

从孙烨先生的诗词集《自然颂》的内容看，他所说的“子孙”，应
该是一个广义的宽泛的概念:他不仅指自己的子孙，而且也应包括
“我们的”子孙，包括人类的子孙。你看，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上代
人用血汗和生命，/把下代人精心抚养，/可谓不惜代价，/不求回报，
/这才使生命之歌，/得以代代传唱!”“没有了新的生命，/谁来续写生
命的辉煌?”在孙烨先生的诗集中，《自然颂———小山村的启迪》，是
一首新体诗，它的篇幅最长，可以看做是诗集中的“重头戏”。这首诗
写得滂沛盈溢，凝结了作者丰富深博的人生体验和深刻透彻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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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但是，诗的主题却是呼吁人类要尊重自然规律，共同保护我们
“祖祖辈辈 /赖以生存的家园”，因为“我们的生身之母———地球家
园”，“已经露出病态，/不再那么水灵，/这都是地球母亲的 /不肖子孙
一手造成!”因此，“让同处一个∕地球家园的∕所有生命∕和谐共
荣”，就成为“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崇高历史使命!”……读完这首
凝结着作者的全部心智的诗作，你能不感受到，他所说的“子孙”，早
已超脱了一我之狭小的局限吗?

汪琬在《传是楼记》一文中强调: “善读书者，根柢于性命而究
极于事功。”“循是道也，虽传诸子孙世世，何不可之有?”他的意思是
说，善于读书的人，把修养品德作为根本，把建立功业作为追求的目
标。如若真的遵循此道而行，那么，把书籍传给子子孙孙，又有何不
可呢? 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正是针对孙烨先生留书给后辈之举而
言的，将这几句话转赠给孙烨先生及其读者，也应当是十分恰当的。

由孙烨先生的诗作推断，我和孙烨先生应当是同一时代的人。
“时刻服从祖国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一切献给
党”，“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做“一
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
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教育，
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我之所以写这些话，一来是
孙烨先生的诗作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以往的“峥嵘岁月”，想起了那
个时代的精神;二来是为日后阅读这部诗集的后来人，提供一个时代
背景———因为只有了解了作品的时代背景，才能够深刻理解作品的
内涵。

孙烨先生是我们这一代人之中的佼佼者———读罢他的诗词集，
使我们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受:孙烨先生对祖国、对社会、对亲友、对
生活，有着炽烈的爱，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有着不懈的完美的追求。
“少年就读，曾视功名粪土”、“壮志童心，笔底风雷吼”﹙《谢池春·
自责》﹚，“轻狂少年志舟立”﹙《贺新郎·初春寒》﹚。从这些诗句
中不难看出，作者从小就心怀大志。唯其如此，故而 1964 年我国第
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1964 年全国文科大学生参加“城乡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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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教肓运动”，向英雄“王杰”学习，我国乒乓健儿一举夺得男女团
体，男子单打、双打，女子双打等五项冠军，拜谒烈士陵园，北京的工
人师傅支援子长县栾家坪煤矿，艰苦条件下的煤矿工人以苦为荣的
高远境界，等等，这些当年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者都以诗词的形式
来抒发情感，记录豪兴，于是便有了《颂王杰》、《社教有感》、《向乒乓
健儿致敬》、《我是延安红矿工》、《北京延安心连心》、《诗句从心底蹦
出来》等诗作———请读者注意，这绝不是什么“跟风”之作，而是那个
时代的热血青年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这些纯笃质朴的诗作，是一
个时代的历史记录﹙孙烨先生称之为“时代的历史印迹”﹚，具有不
可复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极为难得的历史资料，具有珍贵
的史料价值。

孙烨先生是一位“心存社稷”之士，与国家、与人民休戚与共。打
倒“四人帮”，中国人民又一次获得“解放”，作者自然也和全国人民
一样，感到无比兴奋。因此，他激动地填词作曲，写下了《沁园春》、
《钧天奏》，描绘了“江河同笑，群山共唱，风雷激荡”的历史画卷: “大
江南北掀起了漫山暴，长城内外点燃了冲天炮，人神共愤激发了大海
潮，华夏儿女使出了杀手招。”

孙烨先生是一位情深意厚之人。在陕北工作期间，他和北京知
青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得以重返京城之际，作者挥泪填词，一
送、再送“北京知识青年回家”: “一朝洒泪别，更哪堪、朋友声碎，吾
自心裂。山风凄凄似抽泣，溪水轻吟低咽。曾记否、昼促夜彻。如今
非别不敢别，隐离情、但愿非永诀。看杯中，泪似血。”此情此景，何其
哀怨，又何其感人!

孙烨先生是一位重义笃友之人，他和赵凤亭的友谊，堪称绝唱。
“非校友，胜弟兄”，“只为友谊，共尝糠饼”。共同经历的艰苦岁月，
使得“两寒儒，一对纯诚”的青年结下了终生的友谊，“此生有你，来
世还想。”苦难中的友谊是永恒的，它没有金钱的污染，没有私欲的腐
蚀，有的只是“凭信义、交往如水，情比酒浓”。读着这些质朴无华而
又情真意切的诗句，能不净化后辈的心灵吗?

孙烨先生又是一位洞察世事、透悟人生、寄情诗赋之士。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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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秋雨凉》一诗就写得颇具哲理，耐人寻味: “甲山夜雨秋昏黄，
满室难装一天凉。不是天凉要秋雨，而是秋雨要添凉。”他的《人走茶
凉新注》则可以说是退休离职之后的平和心态之写照: “潮涨潮落天
造就，山高山低地生成。人走热茶本应凉，继续热茶谁品评。”将这一
思想转化为新诗，于是又有了这样的诗句: “偷着乐吧，∕感谢大自然
赋予了∕人类特有的∕智慧和思想，∕你才得以在下台后，∕仍可受
到∕人们的尊敬，∕衣食无忧、∕颐养天年，∕把天伦之乐尽享。”“你
不在台上还想和∕在台上一样风光，∕那只能说明你和∕傻子没有两
样! ∕为了国家的繁荣，∕为了事业的辉煌，∕为了民族的兴盛，∕为
了种群的强壮，∕也为了你的健康，∕顺其自然吧，∕人间本就是你
来我往，∕该下的下，∕该上的上，∕该红的红，∕该黄的黄。”
﹙《自然颂》﹚古人云: “精神到处文章在，学问深时意气平”。孙烨
先生可谓进入了这一境界，唯诗词成为他的寄托所在: “不知晨曦何
时透，只觉心已去。任凭陈酒倒流年，怎奈如此世俗。无意应酬，幸
好有诗句。”﹙《御街行》﹚

孙烨先生的诗词集，除了新体诗之外，另一部分是传统的诗词和
曲。读罢这些诗词和曲，我又一次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唐
诗宋词元曲，是我国人民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艺术瑰宝，它
经由了一代又一代先辈们的精心雕琢，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可以
说，凡是接触过唐诗宋词的人，无不为之倾倒———孙烨先生正是这一
庞大群体中的一员。他的本行虽然是财经专业，但是对传统诗词却
情有独钟，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一直到古稀之年，这一爱好始终不曾
衰减。我想，这应当正是传统诗词的魅力所致吧。

孙烨先生是勤奋的。毋庸讳言，他早期的诗词写作并不合律:诚
如他自己所说，写律诗“只知押韵”，填词“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不
管平仄关系”。可是，他却依然痴迷着，坚持着，竟至将魂魄交于诗
赋———“翰墨情，魂交诗赋”﹙《谢池春·自责》﹚。“终生耕耘有报
偿”﹙《新好了歌》﹚，于是，当我们再来看他二十多年之后的词作
时，其“词味”就相当浓郁了。请看: “轻舒酥肩漫京华，才得携手，已
是晚霞。雁归可寄书一打，望穿关山，彻夜无话。 /叶自飘零云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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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心思，两地泪帕。问天何时月能圆? 口不能答，心却想答。”
﹙《一剪梅》﹚读着这样的诗句，你能不为之叫好吗?

这本诗词集还使我想到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传统文
化”教育的缺失。我在编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诗词曲赋选》
一书的过程中，再一次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像高宪斌﹙陕北米脂人﹚、
霍松林﹙甘肃天水人﹚等一批清末民初时期的“高中生”，已经可以
写出相当漂亮的诗词作品。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不再讲授
有关诗词曲赋的写作知识﹙有的只是鉴赏﹚，因此，大多数人便“没
有受过专业教育”，不懂得基本的格律和要求———我在中学时期，也
只是照猫画虎地乱写，对其格律、声韵等也是一窍不通的。面对如此
众多的人喜好传统的诗词曲赋，是否有必要从中学时期就开始进行
相关的教育，应当是我国的教育家们认真思索的问题吧。

孙烨先生的诗作是率真的，是朴素的。率真得像原生态的陕北
民歌，朴素得像民间艺人的手工雕刻。少有绚丽的色彩修饰，多系真
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将这样的作品“汇编成书”，传于子孙，其意义和
价值自当是难以估量的。

是为序。

2010 年 6 月
于陕西师范大学诗词曲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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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长篇现代哲理诗
自然颂———小山村的启迪

第二部分 散文诗
向乒乓健儿致敬
我是延安红矿工
北京延安心连心
小舟·白云

第三部分 词
浪淘沙
江城子
忆秦娥
念奴娇·有感岳父母恩德
沁园春·船稳江山红
渔家傲
满江红·咏志
沁园春·悼先烈
水调歌头·咏春
沁园春·庆打倒“四人帮”
钧天奏﹙曲﹚·庆胜利
钗头凤·惜花
虞美人·心声
虞美人·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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