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是什么？

诗是生活的反映，诗是灵魂的飞升，诗是心灵的写照。

生活是百花，诗就是蜜。

文学是树丛，诗就是乔木。

心灵是乐章，诗就是华彩。

采集百花，酿造成蜜，酿造成甘甜的蜜，需要蜜蜂的辛勤

劳作———蜜蜂，是自然界的精灵，是最优秀的劳动者。

采集生活，采集人生，采集心灵，凝炼成诗，需要诗人的

心血———诗人，是生活的歌者，是最优秀的艺术家。

刘建政，就是一位诗人。

生活的河流簇拥着千万朵浪花， 每一朵浪花都是一首

刘建政和他的诗

———序《为祖国喝彩》

● 王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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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诗，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春风，秋雨，田野，阡陌；老头，大娘，书记，队长；翻地，修

路，收获，播种；洞房，喜报，看戏，夜话……如雨后彩虹：赤，

橙，黄，绿，青，蓝，紫；似庸常日月：柴，米，油，盐，酱，醋，

茶———都被建政写进了诗。

刘建政的诗，就是丰富多彩的。

“我离开天堂时，上帝给了我一支灵魂的笔；我来到人世

间，大地给了我一张生活的纸。 ”这是诗人天赋和努力、心灵

和实践关系的写照。 无论是一位优秀诗人还是普通诗人，天

分———热爱———用心，经历———深入———坚持，都是他走向

成功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作为一个诗人，刘建政正是这样一路走来。

刘建政诗歌创作起步很早，早在高中时代，就有作品问

世。我可以见证他的早慧和发奋。那时候他是高中学生，我是

初中教师。 我较早在《山西日报》发表了两首诗，就被他视为

师长和诗友，经常聚在一起钻研那些起承转合伏笔照应还有

什么“诗眼”的话题。 我曾亲眼看到他在空旷的操场苦苦吟

诵———他那茕茕身影，被夕阳的余晖映印得老长老长；也曾

见到过他的随时记录诗句的小本儿———那粗劣的白纸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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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浸溻得现出斑斑汗渍，叠印着一圈又一圈。 初中高中只有

一墙之隔，而他虚心好学，一有空就爬过墙来与我切磋，时间

长了， 两个学校之间的矮墙让他攀爬得形成了一个豁口，被

磨得光滑顺溜。

建政的诗，越来越有点意思了。

那豁口，也就越来越大。

非常不幸，青年诗人刘建政刚刚起步就遇到了一个非艺

术的年代。 那是一个狂热和口号的年代，是艺术被践踏的年

代。 那时候的诗，只有盲目的赞颂和批判，已经和艺术绝缘。

而没有了艺术，诗歌就只剩下空壳。好在建政是懂诗的，是有

艺术追求的，是有着艺术表达的自觉的。 他没有在那场艺术

的灭顶之灾中沉没，而是在沙漠般荒芜的诗坛上描绘着艺术

的绿色。《新房里》《夜曲》《月下》《他和她》……光看这题目，

就能体味到他大相径庭的生活情趣与艺术特色。还有他那卓

有影响的代表作《书记的办公桌》，一经《山西群众文艺》发

表，就誉满三晋，就奠定了他在山西诗坛的艺术地位。

于是，在 20世纪 80年代的文学大潮中，至少在山西诗

坛的混声合唱中，就有着刘建政不算最嘹亮却也不可或缺的

歌声。

刘建政，一位成熟的诗人，一位很早就在山西广有诗名

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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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2007年 4月，他出版了诗集《诗情履印》，山

西、运城文学界很快好评如潮。 不过大多诗友和读者们都这

样认为，作为一个诗人，建政断断续续写了多年，出一本诗

集，算是了却自己的文学情结吧。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担负着

行政工作的重任，哪有时间再继续写诗呢？那本《诗情履印》，

就是他诗歌创作的总结了。官员刘建政，或许还能继续辉煌；

诗人刘建政，可能就此光荣谢幕。

对于一个业余写作者来说，这么热烈的掌声、这么热闹

的喝彩声，也足以大慰平生。

而凭着对他的了解，我知道，那本诗集，只是他阶段性的

成果。

一个诗人，不会放下手中的笔。

一个诗人，不会停止对生活的歌唱。

果然，五年后的今天，一本新的诗集《为祖国喝彩》即将

出版。

这本诗集里，汇集了 2007年以来建政写的 60多首诗。

这是建政 55岁以后的诗。 一个诗人在 55岁之后的作

品，特色是明显的。 他早已告别了青涩，早已走向了成熟。 他

只是收敛了些激情，更表现着沉稳。他只是减弱了些色彩，更

增强了些哲思和厚重。“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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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建政成功地度过了绿柳

才黄的时代，迎来了上林花似锦的人生季节。 这个人生季节

仿佛秋日的田野，谷子似金，高粱似火，棉花似雪。

春华秋实。 诗人刘建政，一路风雨，终入堂奥。

《诗情履印》，曾让我们感觉了“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欣

喜。

《为祖国喝彩》，会让我们领略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欣

慰。

比起《诗情履印》，《为祖国喝彩》的歌喉更加嘹亮，音色

更加浑厚。

《冬游舜帝陵》，思接千古，沧桑道尽；《关帝庙的沉思》，

直追圣贤，忠义满怀。《赴美有感》，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西

方世界的理性观察。《再见了，临猗》是诗人深沉情感的表达，

仍不失激越；《悼念李绍先书记》 是诗人往日情愫的追念，而

历久弥新。《真诚颂》、《爱的礼赞》阐发了诗人对生活哲理性

的思索，《角度》、《关帝庙的沉思》则是诗人对正义、良知和真

善美的深情呼唤。 特别是有关汶川地震的那些诗，从废墟写

到党旗，从平民写到总理；震不垮的民族，压不弯的脊梁；民

族多难，多难兴邦；灾害无情，人间大爱……篇幅并不多，但

对我们祖国和人民的饱满感情，表达得情真意切；对政府和

民间抗灾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对在灾难中国家和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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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关系，抒发得如泣如诉。

深沉，深刻，深切，深远，成为这一本诗集的重要艺术特

色。

一位年龄、资历、思想已臻成熟的诗人，当然会这样。

必然会这样。

建政是一位业余诗人，他的本职工作，是主任、部长、县

长、县委书记、高校党委书记。他是一位行政工作繁忙的领导

干部。

我们不能不设身处地地猜想，这么多的诗，这么多的好

诗，他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 他担任着那样的重任———想想

那份责任，想想那份繁忙，我们可以想象他有限的业余时间，

想象他的对诗歌创作的坚持和执著。 我曾在夜半时分，接听

到他的电话，原来是又写出了一首新诗：原本早就构思了的

一首诗，一直忙得顾不上写，难得今晚空闲。我曾与他同乘一

辆车外出，一路上，和我讨论的，是一句诗的平仄和韵脚：原

来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机会与人切磋。当然，建政的诗也不

会没有一点瑕疵和不足，但这些只会证明他诗歌创作道路的

崎岖和他跋涉的努力。 他热爱生活，喜欢文学。 做了官员，他

没有忘记平凡生活，没有丢弃平民意识；身在官场，他没有忘

记人间冷暖，没有放弃诗人责任。

刘建政，本质上仍还是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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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业余诗人，得到这样的评价，已属不易。

他是业余诗人，也是称职的诗人。

看到这本新诗集《为祖国喝彩》，我们也看到，不管职务

多重要，工作多繁忙，他都坚持写了。

以后，他还会继续坚持写吗？ 他的诗的风格将会怎样变

化？ 他的创作方向，将会怎样调整？

这是我们无法肯定的，但是可以预测，可以期望———

他的诗的内容，将会更加丰富，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底

层，更加关注百姓的冷暖和心声。

他的诗的风格，将会更加凝炼，更加深沉，更能反映出诗

人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理解。

他的诗歌方向，将会更加高端，更加厚重。他会关注更为

重大的题材，他会选择更为大气的表达。

他的诗，将会是更优秀的诗。

诗人刘建政，将会是更优秀的诗人。

诗是感情的凝聚。

诗是心灵的歌唱。

歌唱自然，歌唱生活，歌唱人民，歌唱祖国，诗人刘建政，

已经努力了。

我们期待着他今后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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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他更好的诗。

2013年 2月 18日

（作者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原运城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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