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人诗丛》序  
程章灿  

客居南京二十多年，每次想到西安，便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油然

而生。说起来，南京与西安，一处东南，一在西北，山川悬隔，风土

不同，但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久负盛名的中华古都，在中国历史上又是

功绩卓著的文化名城，就像同胞兄弟一般。从古到今，好事者惯于拿

这两座城市相提并论，乐此不疲。还有人把它们辉煌煊赫的过去与已

不那么辉煌煊赫的今天对比，于是得到了这对难兄难弟今不如昔的悲

观结论。是耶？非耶？我无意在此置辩。在我看来，这无非是再次上

演一幕古典 “双城记 ”，再次确认 “双城 ”的亲缘关系而已。我固执地认

为，像南京和西安这样的古典文化名城，才是最适合读书人居住的地

方。所以，每次想到西安，除了想到秦关汉月，想到灞桥风雪，想到

雁塔晨钟，想到更多诸如此类的古典场景之外，也必然会想到，这个

地理上遥远而心理上并不遥远的地方，今天依然是钟灵毓秀、藏龙卧

虎的所在。这不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是多年文学阅读经验的总结

和沉淀。最近，友人刘炜评教授寄来 “六人诗丛 ”文稿，拜读之后，我

庆幸，自己的这一印象又找到了更多的验证。  

“六人诗丛 ”由刘炜评主编，收入霍松林、李志慧、赵熊、周晓陆、

刘炜评、王锋六位先生的旧体诗选集各一部。这个诗丛的名称很朴素，

作者六人而已，别无其他花哨语词。然而，这实在又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集合。从出生年代看，六位诗人从二〇后、四〇后、五〇后、六〇

后直到七〇后，跨越半个世纪有余；其年岁，则从九十高龄的霍松林

先生，到五六十岁的诸位诗人，到四十多岁的刘炜评教授和年方三十

五岁的看剑堂主王锋，正好是老、中、青三代人，踏过了岁月的漫漫

征途，如今在这套诗丛里 “胜利会师 ”了。著名学者，大学教授，书画

名家，新闻记者，专业背景各异、人生道路不同的这六位诗人，捧出

各自的诗选集，汇聚一堂。特别令人注目的是，让他们团聚在一起的，

却是在某些人眼中陈腐停滞、甚至行将就木的古典诗体。仅此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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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证明古典诗词的生命力，借用出自《诗经》中的那句套话，就

是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  

凑巧的是，西周这个旧邦的都城镐京，就在今日的西安。不管是

十朝古都、十二朝古都，或者十三朝古都、甚至十六朝古都，我想，

古都长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氛围，如知时好雨，无声地滋润着古典诗

歌创作的土壤，久矣夫非止一日。从这两年陆续收到的几期《陕西诗

词》上，我早已知道，西安不仅有相当活跃的陕西诗词学会，也有很

多类似荞麦诗社这样的民间诗歌组织，还时常有命题征稿、分韵赋诗

之类的风雅活动。民间涌动着诗的泉源。赋诗征稿，友朋唱酬，往往

通过手机短信传送，“六人诗丛 ”中的作者，就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

者，诗丛中的一些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诗可以群 ”，古典诗歌传

统与现代通讯技术相结合，加快了速度，提高了效率，让我们仿佛看

到了古典诗体发展的一个新契机。  

显然，这里所谓古典诗体是广义的，既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也

包括曲子词和散曲，还包括辞赋和对联。不同体格各有优长，有的适

合抒情写志，吟咏时事，可以慷慨悲歌，也可以鞭辟入里；有的适合

描摹山川风物，可以精丽流美，也可以机智诙谐。就像这六位诗人，

各人有各人的性情，各人有各人的志趣。要了解他们的性情和志趣，

看这六位各自的室名斋号，大概是一个不错的角度：唐音阁、心斋、

风过耳堂、酒馀亭、半通斋、看剑堂，他们的诗集也都以斋号命名。

唐音入心，风声过耳，酒馀看剑，要豪情万丈，也要虚心追索；要侠

气干云，更要风流自赏，那就不需要一点谦抑吗？当然需要，于是就

有了半通斋。你看，秦中大地树立的这一排斋、亭、堂、阁，岂不是

既追求个性，又相映成趣吗？  

“六人诗丛 ”中的诗篇编排，采用的是编年体，这也是有讲究的。

在每篇作品后加注写作年代，按照年代先后编列作品，至少有两个好

处：大的是有助于读诗论世，感受诗人心弦如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起

伏相应，小的是便于考察诗人艺术的发展变化，省却未来诗史研究者

系年考辨之辛劳。六部诗集中年代最早的一篇，是霍松林先生的《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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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桥战歌》，作于一九三七年七月，而年代最晚的，则是刘炜评《毕

编〈半通斋诗选〉，口占一绝》，作于二〇一〇年五月。这是前后悬

隔的七十四年，也是绵延持续的七十四年，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

纪，坎坷历程，沧桑巨变，对于中国来说，这绝对是不平凡的七十四

年。岁月荏苒，在六位普通中国公民的心空之上，留下了难以抹煞的

天光云影，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雾雨雷电。可能有人会问：都二十一世

纪了，为什么这几位还要作旧体诗？为什么还有人爱看他们的作品？

读一读 “六人诗丛 ”，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子曰： ‘何伤乎！亦各言其

志也！ ’”  

六位诗人作品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成就，已有各集自序或他序详细

评说，我没有资格乱弹，也没有能力说出更多新意。我感觉，这一套

旧体诗词选集丛书，在以诗仙李白命名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除了

具有象征意义之外，更有历史意义，只不过这后一点，也许要过若干

年、经历若干事之后，才能看得清楚，才能说得明白。而今天，我能

够在这里表达的，只是作为一位古典诗歌爱好者、同时也是这套诗丛

的一位读者内心的喜悦而已。 2010 年初冬于金陵选念楼  

（程章灿博士，1963 年生，福建闽侯人。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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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风过耳堂吟稿  
赵公大愚先生，名熊，别署面墙斋、老墙、风过耳堂，西京长安

人也。幼而习书，多蒙其家君引领。年廿二，从陈丈少默游，为入室

弟子。陈丈者，秦中世家子也，工书法，长鉴定，善诗文，情性则洒

脱多智，磊落豁达，为世所仰。大愚事丈凡卅又四载，执弟子礼甚恭，

心摹手追，未尝稍有懈怠，由兹得丈法乳颇多，德艺与年并进，其书

诸体皆能，为篆、为隶、为行，靡不入古出新，形神两美。尤于篆刻

用力最殷，卓然有自树立，名闻遐迩，享大家之誉。  

予知大愚也早，而会遇也晚。庚寅新春，看剑堂主王锋君制《山

中迎虎岁》五律一篇，旋寄四方诸贤征和，数日之间，应作蜂至。王

君得之，喜不自禁，示群玉于予，曰：“兄试为月旦评，可乎？ ”予遍

观诸作，措意、造境，俱有佳胜者，而尺以诗法通则，亦不无工拙之

别。乃语王君曰： “诸公皆才士，和作并可称赏。然昔李义山云： ‘倾

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 ’予量长较短数过，窃以马河声为第一，赵

熊为二，熊召正为三。君之 ‘骚客 ’十八人，作家居席大半，而书家两

搴诗旆，斯亦奇矣。马不通律，其诗胜在襟怀毕现，气韵饱满；赵诗

则通篇浑融，且韵律中矩。今世书家诗词，依律成章自如者，颇不易

得。我闻赵公大名久矣，缘悭一面，欲因君得遂识荆之想，祈代为先

通款曲。 ”王君曰： “善！ ”  

越旬日，大愚设华筵于城南酒肆，邀周公晓陆、方公英文、王公

锋并予小酌，漫论艺文道法，时有会心之获。宴将毕，周公曰： “大

愚书法、篆刻之高岑独造，人莫不知。然其诗词功力，亦实未可小觑，

当下书坛同侪，多不能及。今炜评将裒合长安数家所制，为诗丛一并

付梓。邀赵兄预阵，不亦宜乎？ ”大愚谢而辞曰：“不才事少默翁数十

年，于先师所示书道，或窥堂奥一二，至若诗词法要，犹恐未得贤翁

剩膏半钵。自忖经年陋作，羞附诸公骥尾。 ”予乃以 “月旦评 ”为据，

谓赵公之作列于诗丛，必无愧色。大愚笑曰： “既蒙谬爱，当从怜芹

美意。”兹后半月，闭门搜检笥箧，出旧作新制二百余篇，自加择选，

乃成《风过耳堂吟稿》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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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集所内诸作，自《病房老妇叙》至于《夏日》，作时逾三十余

秋，体涉古体、近体、曲子词，题括纪事、咏怀、感遇、写物、赠答、

论艺等，不一而足。公之萍踪鸿痕、穷通悲喜、人文情怀、书道感悟，

时见句行词间。概而观之，其诗以气骨高峻、面目雄浑见长；析而言

之，其命笔也，执守诗家绳墨既久，又复得书家功力之助，故诸作章

法疏密有致，迁想妙得，清词丽句，亦时时而有。试窥豹斑数点，可

明我言不虚：其咏春景云 “日照青门春气动，一夕暗绿染林梢 ”；咏耕

牛云 “不似人心巧，随风乱转蓬 ”；咏秋月云 “尘靖三秋好，心平万事

空 ”；咏宝剑云 “沉埋生锈色，犹见万夫雄 ”；论书道云 “乾坤大化天然

态，墨象混沌有心灯 ”；论印法云 “还从纷乱求一统，气韵通达意味长 ”。 

《诗》曰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言君子德增业进，

要在秉志笃行。孔圣复云 “君子不器 ”，谓君子成就事功，必赖广学多

识，专博互持。原大愚书诗之两臻佳境，固由乎斯道矣。  

商州刘炜评序于西北大学文学院。  

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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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病房老妇叙  

一九七六年丙辰春，家祖母病急入陕西省人民医院抢救，余及全

家轮流侍护床前二月有余。时家国皆处困难境地（是年，周、朱、毛

三位国家领导人相继谢世。七月，唐山大地震，伤亡逾百万众，全国

遂陷入地震惶恐之中），患病者则不乏平民百姓，雪上加霜，其窘态

可知。病房中尝见古稀老妇，独自守护重病老夫，艰辛倍加，耳闻目

睹不胜欷歔，遂有俚句三百言以为记焉。  

病房有老妇，发疏且挂霜。  

衣裤着简朴，口语示远乡。  

守护亲老夫，日夜倍苦忙。  

抽空相离去，野草携一筐。  

洗净兼火煮，和面拌作汤。  

睹者多不解，疑为单验方。  

相论终无知，共问老妇详。  

一声长叹息，老泪欲夺眶：  

老伴患痼疾，久病入膏肓。  

一朝事相急，住院半载长。  

家本无劳力，此来更落荒。  

工分做不足，何能多有粮？  

事急乱抓麻，东墙补西墙。  

更卖麦与黍，换钱住病房。  

如今二三月，麦青不及黄，  

若无野菜济，早已饿肚肠！  

老妇一苦笑，再事锅中汤，  

野菜频频翻，谷面细细扬。  

闻者悲欲恸，相怜问周详：  

岂无儿与女，任汝兼苦忙？  

老妇双眉锁，提起话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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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一小女，婚嫁已离乡。  

转眼五年余，外孙整一双。  

婿女工资少，度日亦紧张。  

几番累小女，给钱又给粮。  

无奈父母心，相受太凄凉。  

困境瞒彼知，莫让恐与慌。  

横竖我已老，儿孙正时光。  

呜呼老夫妻，闻者徒悲伤。  

解囊资米面，少济眼前荒。  

杯水救弥火，日月恐久长！  

1976.5 
日本国棚桥先生率汉诗团五十次访华来西安，余随省文化厅接待，有此（二首） 

其一  

赤县扶桑一水间，东风吹梦到长安。  

君心更比东风迅，破浪穿云五十番。  

［注］第二句用李白句。  

其二  

东瀛故友喜重来，李杜遗风继再开。  

和汉文字同一脉，比邻细细数诗才。  

1995.7 

唐海马葡萄纹砖赞  

海马海马御海风，东来长安大唐宫。  

天子脚下贵妃侧，昂首奋蹄长嘶鸣。  

珍果累垂丰收岁，纹饰盘绕太平景。  

一朝蒙尘十万日，天裂地倾独未醒。  

倏尔土崩尘埃散，星月重开见光明。  

斑剥未掩华丽质，凝重犹说宫阙情。  

我欲提笔空作赞，何如海马踏云轻。  

1995.10 

下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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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鸿基市有下龙湾，海水万顷，奇峰三千，山水交映，美不胜

收，华人皆以海上桂林呼之。一九九六年十月，余游于此，不胜惊叹，

遂作俚句以为记。  

奇哉下龙湾，海上出仙山。  

突兀三千六百丈，龙子龙孙降人间。  

万峰涌出水晶界，海水从此无波澜。  

云雾缈缈轻罩纱，九层叠叠远极天。  

朝举石斧裁太阳，暮催莲花捧玉盘。  

快船一线划翡翠，琉璃万顷走白帆。  

千回万转迷来路，长笛一声重见天。  

海上桂林传美誉，蓬莱更叹比肩难。  

笑徐福，说虚幻，乱星占，错罗盘。  

徒携玉女童男去，空教秦皇盼无年。  

何不掉棹来下龙，不见神仙自成仙。  

我今徘徊不欲去，奈何张口隔语言。  

快雪苦无西湖梅，烟雨难觅子陵滩。  

挥袂一别两相隔，胸中长卧下龙湾。  

桂林至阳朔途中  

其一  

山浓山淡山明，山矮山耸山横，  

山白山黛山青。  

画舟南下，  

山在漓江水中。  

其二  

山山青青暝暝，峰峰影影重重，  

波波泛泛层层。  

风风送送，  

船船琅琅声声。  

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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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清流奇峰，奔马卧驼老翁，  

竹排风芦魚罾。  

扁舟轻弄，  

人在仙苑梦中。  

其四  

白屋渌水丹枫，石磴炊烟沙汀，  

游鸭犍牛牧童。  

村姑浣罢，  

夕阳落红江中。  

1996.10 

立夏日闻雷有雨  

雷公春困醒来迟，金鼓初催立夏时。  

遍降甘霖秦地润，元来造物不谋私。  

1997.5 

题梅  

山中深寂夜，梅蕊暗传香。  

冷月相邀去，还留倩影长。  

1997.8 

日本高松客舍远眺  

云含雨气压东瀛，半绽樱花色未浓。  

丽日光昭灞桥柳，长安远眺路重重。  

1998.4 

迁新居自号风过耳堂，  

自刊朱印，有此款识  

高楼新上眼界宽，今是昨非总相关。  

万事从来风过耳，还将长乐续余年。  

2002.7 

宗君鸣安获敦煌唐人写经残页，  

装池手卷属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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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千年洞，幽藏万卷经。  

忽然见天日，福祸残难评。  

珍宝散世界，残卷若稀星。  

观此唐时物，未识经生名。  

经文写岁月，点画销平生。  

一身烟火气，半夜钟磬声。  

可怜食破砚，庙堂见未曾。  

我亦嗜墨者，独思月明中。  

2002.9 

第二章  
补刻旧作 “终南秀色 ”印款  

长安结社二十年，溯汉追秦鼓艺帆。  

石能解人发卉木，于今秀色遍终南。  

2003.5 

说临摹（二首）  

其一  

临摹二字说经年，摹少临多有弊端。  

写仿非惟童稚事，登堂入室摹在先。  

其二  

仿摹本是人初能，翰墨千年临至功。  

附丽前贤生妙笔，直铺大道上云青。  

2005.4 

元旦记岁  

星移斗转又逢春，短信频传贺岁音。  

顶上华发催人老，案头素绢待墨新。  

纷纭世事何有定，清净灵台自无尘。  

黑白田园心垦种，一花一叶总情真。  

2006.1.1 

读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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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如瀚海漫无沿，溯远深究待有年。  

万卷经籍藏岁月，文心一点赖相传。  

2006.1.3 

整理去岁字幅，  

刻 “墨花满眼 ”印记之  

韶华骤逝一年春，半老苍头未沉沦。  

四壁书幅留爪迹，心花更比墨花新。  

2006.1.9 

除夕前二日偶游兴庆宫公园  

萧条冬腊花木枯，初日如灯雾气浮。  

百丈藤萝堆黄叶，千围冰镜锁翠湖。  

禽声婉转轻歌唱，树影朦胧淡画图。  

万盏红灯新岁近，明朝旧苑换桃符。  

2006.1.26 

新春习字口占  

独在高楼不知年，笔歌墨舞意方酣。  

犹嫌素笺千寻短，莫教毛锥一日闲。  

2006.2.3 

正月十六游汉中石门水库  

粼粼渌水隐群山，赫赫石门潜于渊。  

栈道逶迤筑新景，独思古汉漫倚栏。  

2006.2.14 

路樱  

眼底才觉乱红吹，枝头又见孕芳菲。  

封姨岁岁催花信，哪管行人鬓发灰。  

2006.3.11 

无题  

岁月如水何有诗，镜前懒看二毛丝。  

千千心曲归平淡，欲觅愁肠写宋词。  

200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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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忆默翁  

其一  

少时有癖最堪怜，汲古偏逢横扫年。  

艺径深窥疑去路，师门初涉续前缘。  

人生漫话言通道，翰墨批评理近禅。  

竹嬉欢声遗岁月，朝秦暮蜀梦长残。  

其二  

谁言花甲不扬鞭，我侍先师游意酣。  

柏下躬身黄帝庙，云头放眼乾陵巅。  

斑斓秋好秦岭树，峻峭雪残崆峒山。  

三十四年成旧梦，无声冷月正西天。  

2006.6.15 

峨眉五章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日，川、陕、鲁三省篆刻联展移师成都开幕。

次日，陕、鲁印人由四川同仁陪往于乐山、峨眉作佛教文化之旅。虽

匆匆三日，已饱览人文、自然胜景。归陕后，续《游鲁四记》之趣，

草成《峨眉五章》，谨为记，以之志谢郭强、潘锡仁、刘征兵、唐德

明、黄博、王毅、尹荣等四川朋友，并合掌祈福果正、常开、永定诸

位法师。  

遇雨登峨眉金顶未果，夜宿接引殿  

峨眉山月半轮秋，太白名篇万世留。  

我欲金顶摩冰轮，云雾茫茫月色羞。  

夜雨困宿接引殿，灯光昏昏布衿寒。  

流云入窗凝湿气，檐水如注难成眠。  

冥冥忽飞千尺上，侧身金顶目极天。  

金顶上，佛光现，杂五色，绘彩笺。  

经声管磬和松籁，六龙蹁跹鸣凤鸾。  

祥光万丈拥红日，大士骑象尊普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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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我身凡俗子，抖落红尘学参禅。  

皮囊且抛无念地，方寸应纳须弥山。  

觉来四顾未白昼，雨琴轻弹空境幽。  

欣然拄杖下山去，鸟影不见声啾啾。  

游清音阁并宿客堂  

清幽秀绝峨眉山，草木葱茏树参天。  

树色蔽日秋阴重，草香沁心气味鲜。  

秋江汇雨奔若马，激浪喷雪涛声喧。  

群峰环抱牛心寺，十桥九跨幽径盘。  

清音阁下二龙舞，黑白两水左右旋。  

虹影对映石板冷，急流涤荡牛心寒。  

倚栏俯望水混色，龙形合一隐于渊。  

穿谷震壑杳然去，扬波东海证宿缘。  

悠然牛心亭中坐，红尘渐远乐静观。  

彩蝶翻飞疑仙示，鸟声遐迩似说禅。  

比丘惠我清素斋，山菜泉水余味甘。  

夜色茫茫客堂静，心无挂碍睡亦酣。  

穿一线天至洪椿坪千佛禅林  

朝辞清音阁，黑龙导我行。  

峭壁耸立忽合闭，天光一线照古藤。  

江回峰转栈道窄，石路漫上山风泠。  

一声呼啸灵猿聚，人意善解共和平。  

千级石磴滑竿上，万株古木掩天青。  

洪椿坪上洪椿树，饮露餐霞几多龄。  

遗世独立证佛法，黄经管磬伴长生。  

宝掌结茅千佛庵，远来天竺诵真经。  

德心锡杖掘甘露，观音殿前泉一泓。  

蒲团列陈佛堂静，潜心沙弥效鲁公。  

林森小苑说旧事，国宝佛灯大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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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挥洒通禅意，广结善缘赖此行。  

自洪椿坪返清音阁，再上万年寺  

逆旅白水上，曲径变幽明。  

山鸟穿林啼声远，野卉摇曳待秋红。  

白龙洞中青烟起，灰袍麻鞋走寺僧。  

功德古林五百岁，楠涛轻卷唱晚风。  

石阶盘绕疑去路，大峨牌楼豁然明。  

峰簇峦拥万年寺，诗画交融造化功。  

大士慈悲东来意，无梁砖殿长明灯。  

普度众生骑白象，如意常执祈和平。  

云沉夜深星月掩，白水池中蛙声阑。  

释俗一堂研佛理，禅机通达心界宽。  

我本冥顽一石匠，愿沐法雨洗尘缘。  

合掌惜别且睡去，饥食困眠自在禅。  

朝辞万年寺抵五显冈，驱车至报国寺前  

莫言下山还比上山难，千寻飞下车毂旋。  

山下忽然开境界，此身已在名刹前。  

清主御赐报国寺，慈航普度弘佛缘。  

瑜珈河，虎溪涧，狮子峰，屏风山。  

天造胜境法眼慧，西经东来成大观。  

圣积晚钟凤凰堡，名重巴蜀数百年。  

洪声悠悠传广宇，法音宣示醒沉眠。  

七佛殿上七佛供，一合两足境界宽。  

庄严宝相开莲花，三世轮回明灯燃。  

阴霾数日云飘散，晴天澄怀秋日悬。  

回眸峨眉秀色里，细叩灵台意释然。  

北望长安归去也，再入红尘别有天！  

2006.9 

为人题汉画像石拓片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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