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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如盛诗集编竣，因事过兰州，携稿访菊逸

书屋，相邀写感想之什。因阅读全稿，觉字里行

间，淳朴真挚之风，倏然扑面。触动情怀，而有心

得焉。于是恭叙如下，聊为祝贺之意云尔。

如盛于我，相识于上世纪 70年代。虽工作上

交往不多，然平易近人，蔼然春风之气概，给人印

象极深。虽无深交，亦常萦记脑海。新世纪初临，

在亲友家见其节临草书《十七帖》，得逸少潇洒劲

健，龙飞凤舞之概，攫人眼目。抚掌赞曰：“能得

晋人之风，大有可望焉！”又见所书赵朴初《宽心

谣》，苍劲古朴，萧散自如，法度森严，亦得晋风

者多多。询及书家，名与人总是对不上号。后有幸

会于画家江富元画室，恍然大悟，真其人斯！攀谈

半日，获益匪浅。曾即兴走笔，绍介其书法艺术成

果，亦一时之兴也。然尤惭笔拙，难述什一为憾。

然不叙片言，难孚雅意。

如盛，姓李氏，字茂源，号木子钟书，因钦慕

序
赵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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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贤钱钟书，又沉迷于书法故也。世居河州太子山麓槐树关

前。这里曾经是尧舜禹三代旧地，历史悠久。明学士解缙谪

河州为吏房吏，曾属文谓“三代之旧治”，“周衰而摈于夷”。

秦汉设县治于关前，双城即其旧址。旧说秦太子扶苏监蒙恬

军于此，故山名太子。唐设南山寨于关前桌子山，为重要军

事据点。元为华夷交通之要冲，僧迦宗泐出关通使西藏，留

有《雪山》之诗。其后文人之足迹虽少，武将多见。汉有赵

充国之屯田，抚罕幵而解先令。唐有尉迟恭、哥舒翰之防秋，

皆依于此。宋有王韶、游世雄之经营，维系一方之宁静。明

胡大海、徐达之远征，解朝廷之忧于太子之山和槐树关。李

自成部将与明军大战于关前，触动明廷之腐败。此为槐树关

历史之大要，以及文臣武将之经营也。至于当地人文，代远

莫考。至于近代，则有振威将军马福禄抗击八国联军。马福

祥坚守国之北大门，护军宁夏、绥远，至民国时期亦无大虞。

至于地方人士，则有卢都司吉庭与阮“疙瘩”相携输财，兴

修大夏河桥，联通藏汉，名之为卢阮桥。黄菩萨之武艺拳术，

李元厚之写竹，阮国良之画马，皆为一时之盛。而民间有雪

山、天池二寺，享祀者有雪山之神秦扶苏，明胡大海、常遇

春。迨之近代，亦多卓然特立者。故而太子山麓，槐树关前，

绝非避世隐居之所，而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立于风口浪尖

之战略要地。非仅为武备之域，实则人文荟萃。如盛生于斯，

长于斯，歌哭于斯，浸润于这方水土 ，能无得其灵秀也？

如盛之诗，涵泳前代，而自出机杼。直抒胸臆，湛然深

秀。得李杜壮怀激烈，元白通俗易懂，王维清风明月，陆游

深挚凄楚之诗风。意味隽永，音韵铿锵，自成一格。自非当

今众多直露乏味之诗风，所可比拟者。如盛迄 2010年底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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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诗 2100余首，遵前贤删诗之遗训，竟然删去强半，仅选

900余首。人多敝帚自珍，割爱芟之者尠矣。于此，如盛治

学之严谨，可见一斑。

山水气概，博大胸怀，有高瞻远瞩之概。古人提倡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又启发“登泰山而小天下”。观之历代人

物，无不登山观海，襟怀廓然而博大。所谓高瞻远瞩者，就

是这个道理。清人沈归愚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问，

斯有第一等真诗。” 如盛喜登山，而受益良多。其独树一帜

之诗词、书法，就是得其高山气概而获益，直至卓然特立。

他生于太子山下，常仰望太子之雪，听大夏之涛，钟雪山之

嶙峋傲岸之气，纳清流之浩瀚之灵，得阴阳和谐之思，诗以

歌之，文以咏之。其咏太子山曰：“雾霭过后冰雪皑，绿树

深处鸟语清。万泉滋生碧波远，岁岁不忘探峥嵘。”“眼前云

气千峰近，脚下涛声万壑来。正看银山拍天浪，旋展夕阳绮

罗开。”以饱蘸诗情之笔，把太子山倩姿美影展现在眼前，令

人神往。足见笔底有神，自是不凡。如盛爱山不仅形之于诗，

而且付诸实践。约伴首登母太子山，攀峰顶石场，探猩红洞，

宿藏族牧人帐篷，饮青稞酒，唱酒曲，尽情与大自然拥抱，

畅抒爱山之情。拂晓披星戴月，以太极拳迎接旭日喷薄而出。

人与山融为一体，高瞻远瞩，一时尘坋顿消，胸怀无远虑矣。

复约伴登公太子之顶峰，见藏族插箭之堆。箭杆丛立，经幡

飘拂，鹿马翻飞，神乎其神，景象森严。远观枹罕川里风景

如画，近看山麓阡陌纵横。大夏如带，雪山崔嵬，襟怀为之

廓然。因口占一绝：“久有凌云志壮观，登临绝顶意昂然。

一柱擎天鹰掠耳，云海迷茫看人间。”邑之西境有五山池，在

达力加山之顶峰，邑人无不以攀登绝顶为盛事。昔邑进士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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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冒雨登顶，留下七古《五山池纪游》。为一时绝唱。今有如

盛《夏登五山池》可谓续篇：“导引藏胞虔诚醉，临池不得

哗语喧。丛箭经幡凛然竖，浪达飞扬吆震天。”更有精彩诗

联，脍炙人口：“我欲仰天摘白云，白云却在脚下奔。” 过

秦岭，望天山，登华山皆有名篇佳什，洵为一时之作。如盛

之诗得山之气概，水之灵秀。于人生诸事，亦能高瞻远瞩，

洵不易也。

歌颂盛世，热爱生活，抒发田园情怀。如盛浸润于时代

巨变，其诗作注重当代，贴近生活，尽情讴歌改革开放、实

施伟大复兴时代之变化。拣选自身朴实生活之所见所闻，从

中发掘诗意，见微知著，因小见大，生发开去，形成气候。

如其《回乡过元宵》描写新农村生活的变化：“三十六载一

瞬间，又度元宵双鬓斑。油光大道通村舍，小车摩托缕缕烟。

铁塔高耸青山峰，鼠标一点亲人全。家家新居伴小楼，老小

围坐彩屏前。耍火攀岭少年狂，烟花烂漫子夜灿。村村频唱

丰收曲，岁岁喜度大有年。社鼓敲得三山动，秧歌扭到大院

前。小唱伴乐带古韵，武术抖落星满天。姑娘小伙蹁跹舞，

戏惹老幼笑声欢。逢人皆言光阴好，千载难遇太平缘。”在这

里没有说教，没有直白，终以浓郁之纯情，蔼然之气象，歌

唱祖国云蒸霞蔚，蓬勃向上之气象。如 《喜迎香港回归》：

“仲秋明月照神州，金瓯补缺除史锈。大帽共岱逐大同，正气

一曲颤环球。”又如 《青海玉树地震》：“每望荧屏泪洒襟，

幸在人间有真情。八方救助伸援手，始看金瓯春正浓。”这些

简洁明快，朴素温馨之诗作，读后使人心情舒畅，深感当今

社会和谐，经济繁荣，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中华民族以全新

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如盛出生于太子山麓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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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怡之农村，沐浴纯厚温馨之乡风，涵泳传统之文化，自不

得言。而家乡优美之景色，古老淳朴之乡风，形诸诗笔，更

是当然之事。那些最平常不过之事，如村舍、麦苗、鸡犬，

以及父母、兄弟、村人、邻里、亲串等，触景生情。一经如

盛之笔，皆有佳什美句，给人以新鲜之情思，正所谓脍炙人

口者也。如描写农事活动，《放牛》则“湾湾绿草发，山山

鸟唱霞。羊牛繁星布，牧笛开心花。”春草萌动，山鸟婉转，

笛声悠悠，心花怒放。意境之美，不是亲历者，难有其作。

描写农村生活，则有“轻车飞驰向故园，薄雾似纱裹青山。

太子披雪颔首笑，炊烟缕缕缀白莲。”薄雾、冰雪、炊烟，画

出一幅仙境般美景。诗人心情之欢悦，以“飞”字点出，恰

到好处。花儿会则“一沟彩扇舞蝴蝶，遍地小摊万货俏。黄

莺落声百灵起，间关高歌布谷叫。”槐树关前“花儿会”，牵

动多少情肠，莺歌燕语，彩蝶纷飞，十分热闹。表达其农村

幸福生活情景。《端午节》描写农村新生活颇具诗意，选取

翠峰、紫燕、绿柳、雄黄酒、子规啼血，屈子觅潮等事象写

来，反映出新时期农村丰衣足食之情状，感人至深。以“河

山一望万里娇”作结，更见诗人一往情深。 《建华堂》 则

“阳春三月放眼清，桃花灼灼满院馨。紫燕归来无栖处，家家

华堂玻璃封。”农村富余，家家修建华堂美舍，是寻常之事。

而以燕子无巢道出，更见情采。作者善于把田园生活展现得

惟妙惟肖，且多有精彩之句，殊为难得。《送灶神》则“夕

照衔山爆竹惊，家家户户送灶神。盛馔美酒殷款待，焚香点

烛祷愿心。”《樵采》则“日踩尖石头顶天，眼望群峰涧溪

潺。脚齿踏冰似琢玉，上下犹如壁上攀。”《采蕨》则“妇童

上山采蕨菜，溪迎鸟送出山怀。”《盼雨》则“茫茫白雾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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啾啾春鸟啼。夜听安苗雨，晓看碧野萋。”如斯精湛之句，意

味隽永之韵，使人击节而歌。

军旅生涯，壮怀激烈，抒发报国之志。军旅诗，古称为

边塞诗，因战争往往发生在边疆地区，刀光剑影，掳掠杀伐，

故形成边塞诗体。而那些历史烽烟中之诗人，多游幕于大将

之幕，经历战争之洗礼，为人类留下脍炙人口之边塞诗。诗

中展现戍边将士之多彩生活，揭示社会生活之矛盾，激发人

民爱国主义激情。而时至今天，人民军队主旨在于保卫祖国，

维护国家安全，使经济得以较快发展。因而现代军旅诗，无

残酷战争之描写，亦无“马革裹尸”之浩叹。如盛自幼受传

统文化教育，为国精忠之思，非常坚实。青年时期，怀着一

颗报国之心，走进铁道兵军营。沐浴军营严肃活泼、团结紧

张之风，很快融入这条钢铁长城之中。情动于中，便形之于

诗，协之于律。在其笔下，大江横流与天山夕月共辉，豪迈

苍凉之川江号子与央哥子（维吾尔语：少女） 婆娑之舞步相

映成趣。诗中听不到炮火之声，却是建设工地一派壮怀激烈

之情。服役重庆即投入修建襄渝铁路之役，吃大苦而不退却。

经过严格训练和磨炼，思想境界为之开阔，精神面貌今非昔

比。笔下之诗自然有别古人苍凉悲壮之声韵，凄苦艰难之倾

诉。诗中爱国之情，如长江之水，汹涌澎湃，感人至深。载

诸诗集者，有《八月大战》之激情满怀：“中梁山下大会战，

万炮震撼歌乐峰。马达列阵齐怒吼，凯歌声里飞彩虹。”有

《夜岗歌乐山》之威武雄壮：“天低群峰静，池蛙叫声欢。枪

刺挑繁星，山城夜梦酣”后又转战天山脚下，孔雀河畔，参

加兴修南疆铁路浩大工程。融入豪放壮美之生活，自是诗情

如泉。《望天山》：“未到天山想天山，天山皑皑刺青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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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山望天山，天山巍巍彩云间。”《戈壁夜宿》：“风沙滚

滚太欺人，连日和泥筋骨痛。营帐翻浪震天响，银河决堤头

上滚。”《孔雀河》：“戈壁千里绿意鲜，清风徐徐拂人面。

孔雀河水涌清波，芦荡博湖映碧天。”这里没有征战之苦，又

难见刀光剑影，一派和平景象。足见祖国之强盛，民族之团

结，社会之安定。服役六年，一位个性坚毅，刚强正直之人，

站立在人们面前。

重视亲情，恫瘝在抱，表达人间真情。中国传统文化以

孝为先，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如

盛于孝，于友，感情真挚，诚实厚道。于恫瘝弱势，则寄予

同情，并给予力所能及之帮助。对于父母养育之恩，镂骨铭

心。无论从戎天山，抑或是在家，侍奉父母，不遗余力。父

母过世，不忘祭祷。诗集中有清明《祭亲辞》二十四韵，娓

娓道来，感人者深。先述父母懿德，再抒“春风秋雨长相忆，

愤悲凝重必化虹。望子成龙何成器，叶残固有傲霜梗。”追忆

对父母养育之恩缅怀，表达继承父母懿德之决心。真挚纯朴，

读后感人。梦父则“别父三载忆梦频，朝朝醒来泪湿巾。昨

夜隔窗又探询，哭声震屋自惊醒。”忆母则“江水滔滔奔大

海，心潮涓涓思母衰。何时剪烛叙别意，亲情绵绵涌开怀。”

孝思绵绵，真情流露。《吊大姐》一诗：“生时骨肉重，分

手足以哀。夕阳依青山，只恨黄昏来。”直觉雁行情深，感人

肺腑。

对于亲族中贫困孤弱，不禁同情，而且时时关照，给予

同情。有表兄名双玉者，境况凄凉，父母早逝，终身未娶。

村人动员侄子服侍，奈又因患不治之症而弃世。年届花甲，

只身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境况极为凄凉。而表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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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刚强，热爱生活，以养鸡、育牡丹为其心旅之伴。如盛时

时牵挂于怀，不时过访，给予同情和关心。诗集中有长篇古

风，表达关爱之情。娓娓道来，真挚之情，动人心弦。“三

间土屋黑似漆，园中牡丹新枝红。昔日烟火已不见，空留鸡

群伴主人。”生活枯寂，未见人间烟火，只有数鸡做伴。诗人

酸楚之情，油然而生。“石院空旷草木蕃，日光难进屋檐

低。”屋舍低矮，光线黯然，毫无生机，足见凄凉。“夏日烈

烈院石烫，厨中洋芋烂中寻。”无以飨客，从腐烂中找一枚洋

芋，也难以办到。“客辞主留泪难舍，强扯至邻小饮憩。”客

人辞别，于心不忍，央邻里供茶。这里，诗人随手捡拾生活

中之细节，生发开去，为读者展现孤寡老人凄惨悲哀情状，

催人泪下。非大手笔，实难以达到此种境界。

如盛之诗，清新淡远，高雅朴实，自出机杼，风格明显。

不作豪言壮语，不忸怩作态，亦无佶屈聱牙之句。平顺自然，

如出水芙蓉。不着意修饰，皆得灵秀之气。如盛是一位坚毅

执著之人，凡看准之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研习书法，

则攀登太子山之高峰，探猩红之洞，背负四十斤猩红下山写

字，临帖研帖之精细有情，如其诗 《习草书‘吾’字有感》

可见一斑：“书到‘吾’时醉意酡，挥笔千秋变化多。羲之

妙笔生百态，颠僧奇峰笑煞我。”同仁皆叹为观止。由是可

见，诸多困难皆能踩在脚下，不临绝顶，一览众山，则不轻

易罢休。如盛又善新诗，积累较多。尚望结集成帙，为诗坛

增其美胜，何其乐哉！

辛卯除夕于菊逸书屋，改定于清和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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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这本集子里所选的诗，是我从 1966年学习创作

古体诗以来，至 2010年的部分作品。其中有些作品

看起来也有些幼稚、粗糙，但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这

些作品，都是我生活的脚印，或者说是我心灵的印

迹，它们记录了我崎岖人生的历程，同时也记录了我

所经历过的时代的脚步。因此，在这花甲之年，回过头

来读这些诗，对已失去的年华，感到十分亲切和感慨。

诗，是生命的火花。我与诗结缘是从上初中开始

的。那时，我爱新诗，也爱古诗，功课余暇，特别是在

寒暑假里，游山玩水，兴趣来了，就编几句像古诗的

东西，自我琢磨欣赏。我的家乡是太子山下的槐树

关，现在有人也叫铁寨沟。这里民风淳朴，山川秀丽，

春来百花盛开，鸟语花香；夏天青山绿水，郁郁葱葱；

秋日蓝天白云，山川泛金；冬至银装素裹，烟霭朦胧。

日出雪融，碧玉山川，冬麦青青，恰似置身在川蜀之

野。更有巍峨的太子山，千秋雪峰长年瞰首辉映，风

光绮丽，四季如画，我从小在这绿水青山的怀抱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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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感到很幸运。所以，从青少年时期，无论是参加生产队的农

活，还是伙同村友们一起上山采药、砍柴、伐竹，总感到自己像

是在一幅幅山水画里生活，激情所至，就情不自禁地总要编几

句，哪怕在艺术上不完美，也要用诗的形式，把这种情景与感受

记录下来，以便有暇时，自己回味欣赏。

“文革”前及“文革”中，我学习创作古体诗相对较少，创作

较频繁的是新诗。那时，社会上古诗的命运也不那么景气，报刊

上很少见古体诗发表，就是偶然见到几首，也是国家领导人和

政界、文化界名人的作品，难以见到普通民众的古体诗作。虽然

从戎后，我也写过一些歌颂南国山河、塞北风光的诗，但数量很

少，质量也不怎么过关。1976年退役到地方，我对古体诗的兴

趣浓厚起来，公余有暇，或外地出差，乘车观赏风光，访游名胜

古迹，名山大川，有了兴致，就索句凑吟，回来后利用闲暇，再行

润色加工。日积月累，至 2010年底已达两千一百多首，亦感到

自我惊讶。遗憾的是还有些已去游览过的著名胜地景区、山川

大河，当时只集中精力尽兴观赏，未及时索句吟赋，回来后，时

过境迁，激情淡漠，没有留下诗作。

除了诗，我也喜爱书法。在这本集子里也加了几幅自己的

书法习作。我从八岁起直到中学毕业，在父亲和老师的指导下

学习楷书，临摹柳公权、赵孟頫、王羲之等先贤的法帖。从戎归

来后，我对行草书产生了兴趣，开始学习行草书，临王羲之的

《圣教序》《十七帖》等，断断续续也有二三十年了。但因读书太

少，悟性不足，下苦功不够，一直未能取得大的进步，仍在摹临

与初创之间徘徊，未形成明显的风格。

谈到读书、吟诗和书法，不由得想起我已久别的父亲。他做

人严谨，沉默寡言，博闻强记，一生喜爱读书，收藏了不少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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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部分在历次劫难中烧毁、遗失。父亲在忙碌的耕耘生涯中，

挤时间诵读了不少哲学、文学、医学书籍和佛、道教经典。父亲

生在清末，只读了几年私塾，但他那种对书籍的热爱，孔孟的崇

敬，佛、道的虔诚，翰墨的热爱追求，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

深的烙印，常常对他产生一种不可理解的敬仰。他也喜吟诗撰

联，更多的是撰联、书联。村子里逢年过节，婚丧喜事，亲戚乡邻

携着红纸来求写对联什么的，他总是有求必应。每逢除夕来临，

他总要抽出一些时间来，给乡邻们书写春联。每当他书联时，我

就很高兴地跑到桌前，给他铺纸研墨。当看到父亲写的对联贴

在乡邻、亲戚家门时，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高兴。我想，

什么时候我也能写上这样一个字，那多好啊！父亲还喜说书、吟

唱。农暇，天阴下雨，家中炕上地下，坐满了男女老幼，来听父亲

说书，唱道情、唱财宝神。我也像大人一样，挤在人堆里，一边给

客人们添茶倒水，一边听父亲的说唱，沉浸在一种喜悦和幸福

之中……

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如今，父母已离去三十多年，我也

过花甲之年，回转头来看走过的路，岁月倥偬，崎岖坎坷。诗和

书法像一对亲密的伴侣，伴随我走过了大半生，到老来与我关

系更贴近亲密了。现在，一天也不能离开它们，如离开一天，心

中就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寂寞和孤独。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是

我一生中难以解脱的缘分。虽然二者没有取得什么显著成果，

但也为我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我的诗和书法还不够成熟，更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2011年国庆于雅趣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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