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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四十年心灵旅程硕果盈枝

张　嵩

四十年来，李玉民先生寄托情怀、抒发胸臆，以词为感

情载体，在塞上文坛自由驰骋、恣意纵横，或记事、或抒情，

或婉约、或豪放，终成硕果。品读即将付梓的词集《心旅

四十载》，颇多感慨。这是一部用词的体裁写就的历史岁月

与现实生活的情思录。四十年间，虽然短暂，但玉民先生的

笔下总是饱含激情，他的词作既有历史见证、时代印痕、家

乡情怀、域外风光以及时事热点、民族特色，但他记录最多

的还是他情有独钟并为之奋斗大半生的宁夏煤炭工业建设与

发展的进程，有辉煌、有徘徊、有兴奋、有忧思，着墨纸上，

意在心中，一路走来，人生无悔。读他的词作，有三个方面

表现得比较突出：一是叙事性强；二是抒情性强；三是时代

性强。这是我的一个深刻印象。

叙事性。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有没有叙事功能，我认

为是有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叙事既有“讲故事”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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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记事的内容。叙事是文学的层次与境界，是比较高的精

神活动，记事虽说平常，相对于历史和作者必定有着特殊的

意义，自然也包含在叙事之中。玉民先生词作的叙事性毫不

例外地涵盖了“故事”和记事两个方面的内容，不仅从词的

容量上扩展了，外延上也拓宽了，增强了岁月的沧桑感，达

到了使人回味的阅读效果。历代优秀词作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恕不一一列举。我们重点看玉民先生的词作：

田，春种秋收代代传。人工做，亩产跨江难。

田，万马千军战冻寒。齐心干，改造好河山。

田，大寨标杆在眼前。机耕地，举县换新颜。

（《十六字令·农田建设万人会战》）

这是玉民先生词集中最早的一首作品，记录了 1975 年冬

季中宁县长滩公社农田建设万人会战的场景。在这首词的注

释中可以看到：1975 年 10 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为了

落实会议精神，中宁县做出决定，举行长滩公社农田建设万

人会战。会战以大队民兵营为单位，开赴工地，集中施工作业，

集中食宿。会战的目标是：“苦战二十天，建成园田八千亩！”

词虽短，却很震撼，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作者以亲身经历，

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农田会战的场面，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

讲述。这样的场景也许今天不会再有了，但昨天的人们不会

忘记。“万马千军战冻寒。齐心干，改造好河山。”尽管天

寒地冻，但却热火朝天，何其壮观，当年人们那种排除万难、

改造山河的决心真是荡气回肠，今天已是万难复制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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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标杆在眼前。机耕地，举县换新颜。”农业学大寨，是时

代的潮流，已经渐行渐远，但农田会战、平田整地给我们留

下的一些农业的坚实“基础”，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回味吗？

人定胜天的另一面很值得人们沉思。

翠绿亮新装，桃瓣纷扬。风和日丽洒春光。突

如漫天沙暴起，举目昏黄。	

本可候产房，却滞它方。天公作祟亦吉祥。乍

露啼声惊啸晚，尚是女郎。（《浪淘沙·女儿生辰》）

这也是一首记事诗，是玉民先生 1984 年 4 月 27 日为女

儿一周岁而作的。作者采用回忆的方法像影像一样记录下了

一年前女儿降临时的情景和作为父亲的感受，同时也记载了

女儿出生当日的天气状况：这是“宁夏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

沙尘暴。瞬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不一会天全变黑了，伸

手不见五指”( 见该诗注释 )。父亲出差在外，遇上强烈的沙

尘暴，耽误了行程，至第二天回家时，女儿已于沙尘暴之夜

顺利降生。担心、焦虑、内疚。“本可候产房，却滞他方。”

随之柳暗花明，峰回路转：“天公作祟亦吉祥。乍露啼声惊

啸晚，尚是女郎。”既惊又喜，跃然纸上。真是家庭历史的

记录与自然情景的交汇，使人终身难忘。这就是文学的作用，

强大的叙事性！用词的语言记载了一段“特殊”的情况，别

出心裁，由此可见玉民先生对“词”的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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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步履身背重，气息静，人头动。夺秒争分

沙袋供。虎口排险，死生难卜，勇士全无恐。

频频爆炸阎罗横，野马脱缰已失控。挥泪封井

心剧痛。一腔热血，抗灾保矿，壮举当吟颂。

（《青玉案·白芨沟矿瓦斯爆炸救灾特写》）

2003 年 10 月 24 日 , 白芨沟煤矿井下空区火灾引起瓦斯

爆炸。十余天中持续爆炸数百次，矿工们临危不惧，冒死抢险，

壮举当歌。玉民先生作为抢险指挥者之一亲历了这场动人心

魄的抢险救灾，并用火一样的笔触以词的形式事后记录下了

这一幕。有发展就有付出。前些年煤矿透水、瓦斯爆炸的新

闻充斥两耳，令人胆寒。玉民先生在煤炭战线工作三十余年，

想必经历了许多惊心的时刻。只有真切的感受才能写出事故

救灾瞬间的情形：“匆匆步履身背重，气息静，人头动。”“频

频爆炸阎罗横，野马脱缰已失控。挥泪封井心剧痛。”紧张

万分的场面、难以形容的心情尽在词中。有生活才有作品，

玉民先生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诠释。所幸这次瓦斯爆炸无一人

死亡，一年内全矿就恢复了生产，创造了中国煤炭开采史上

的奇迹。玉民先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首传世的佳作。

玉民先生词作的叙事性较强，以事入词、以词传事，把

身边发生的一些物事或重大题材都摄入词中，真实地反映生

活，使词的境界不仅广阔，而且颇显气势。玉民先生的词作

彰显了文学的故事性，从以上所举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另外，词集中如《破阵子·实习有感》《临江仙·吾儿夜读》

《江城子·矿井救灾剪影》等等都属叙事类的作品。其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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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技巧很值得学习。

抒情性。词具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错综变化的韵律以

及长短参差的句法，非常适宜于抒发感情，或浓烈深挚，或

情趣盎然。不论婉约、豪放，抑或骚雅，词的抒情功能是显

而易见的，也是历代词人之所以喜爱的根本原因。寄情山水、

抒情发志，吟咏情谊、倾吐离绪，内容以抒写社会生活、个

人情感等为主，是词显著的艺术特点。因为抒情是词的本质

特征，因而也在玉民先生的作品中多有表现。

浊流奔涌，浪涛起，浩荡不息翻卷。几叶扁舟，

钢索引，浪上蹒跚往返。绿野茫茫，村庄点点，两

岸风光艳。此番情景，仿佛黄河乡畔。

谁举无饵垂钩？渭河神钓鱼，千秋嗟叹。万古

风流乏后者，唯有子牙鳌占。仰慕寻踪，徘徊已几度，

未尝心愿。今朝奇传，尚须吾辈开建。

（《念奴娇·渭水》）

上阕描述了渭河及两岸的风光景色，前六句是写河上所

见：波涛奔涌，浩荡不息，只见几叶扁舟，浪上颠簸，动感十足，

画意引发了诗情。20 世纪 70 年代，渭河水势浩大，如今已不

见了当年气势，岁月变迁，令人感叹。后五句则勾出了思乡

之情：“绿野茫茫，村庄点点”“仿佛黄河乡畔”。玉民先

生长于黄河之滨，黄河渭河何其相似，同处西北，景致相同，

他乡即故乡的情怀油然而生，感情稍露，却是一带而过。下

阕才是作者要抒情的重点。渭河岸边，人才辈出，仰望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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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一番事业，是作者的落脚点。玉民先生面临大学毕业，

即将踏上人生新的征途，回首往事，曾经在这里几度徘徊，

如今前行的道路已然明确，就是要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

当中，把奇功创建。全词以细腻的手法描绘形象和刻画心理，

把朴素的思想感情融入词中，既借古喻今，又借景抒情，使

词的意境具有了一定深度。

再看下面两首词：

沃土稻菽丰，绿野银带甩。疑是游龙落九天，

泽及千百代。

渠畔柳丝飘，堤岸台榭帅。闹市中间款款流，

更有娴雅在。（《卜算子·唐徕渠倩影》）

清香弥漫，焚尽灰如面。星火相吻方燃点，美

誊千秋传赞。

沙丘深处藏娇，贡煤犹具新潮。装点蓝天一片，

催出绿色风骚。（《清平乐·磁窑堡的“香砟子”煤》）

这两首词均不长，属于小令。但都具有纯朴自然的风格，

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前一首抒写唐徕渠的风光。银川

平原，誉称塞上江南，得益于纵横阡陌的渠水灌溉。唐徕渠

是建于唐代武则天时期的一条著名水渠，至今沿用，它如同

一条银色的游龙伏降在塞上，滋润着富饶的银川平原。如今

唐徕渠畔，柳槐飘香，百花争艳，已成为一道景观。玉民先

生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以轻快的语言，简练的字句描写了

唐徕渠的风光景致，给我们留下一幅工笔彩画，非常隽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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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读之也罢、观之也罢，使人爱不释手。后一首是写煤的，

这煤不同于一般的煤，它有一个美名“香砟子”。宁夏灵武

产的“香砟子”，低灰、低硫、高发热量 , 高化学活性，是良

好的动力、民用煤和化工原料 , 更是理想的环保用煤。玉民先

生熟谙煤炭，对“香砟子”情有独钟，通过形象的比喻，发出：

“沙丘深处藏娇”“装点蓝天一片，催出绿色风骚”的感慨。

好一个“娇”字，好一个“风骚”，文字精致凝练，细腻优美，

把一块无血无肉的东西诗化成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神奇之物，

让人叹为观止。当然它的环保性能也极具魅力。玉民先生正

是抓住了这一特点，把它上升成为了词的“精灵”进而对其

进行赞美、吟诵，颇有创新特点。其他诸如《卜算子·贺兰

山东麓的葡萄酒庄》《江城子·灵武矿区》《蝶恋花·广场

晚照》《江城子·退休抒怀》等作品也都具有很强的抒情性。

时代性。就是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关注祖国的建

设和人民的安乐，始终为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鼓与呼、

歌与唱，道出作者的心声、抒发作者的情怀。时代性与政治

性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处于一个伟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之中，

你不用手中的笔去记录火热的生活、去赞美史无前例的改革，

甚至去针砭时弊、鞭挞丑恶，你就不配做一个诗人词家，你

的作品就没有生命力。玉民先生在时代的风云际会当中，深

刻关注祖国的发展变化，他为神舟飞天、嫦娥落月而喜悦，

为非典肆虐、汶川地震而忧心，为宁夏建设、家乡巨变而由

衷地欢呼、吟唱。这是作者的义务，也是深深的责任，没有

担当，就没有诗词的力量，没有真爱，就没有作品的升华。

且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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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阵映河山，征步冲天。雄师劲旅撼长安。强

弩金戈昭世界，鹰指云端。

灿烂五十年，国泰民安，睡狮强健傲人间。万

众神州同庆祝，盛况空前。

（《浪淘沙·五十周年国庆阅兵》）

强兵富国，是和平与发展的前提。近代屈辱的一页永远

地翻了过去，中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也要时刻

保持高度的警惕。“雄师劲旅撼长安。强弩金戈昭世界，鹰

指云端。”刚劲的笔端挥洒出刚劲的力量，憾地动天，让我

们深感自豪。“睡狮强健傲人间”，睡狮应是醒狮。改革开

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令世界为之刮目，神州崛起，万众欢呼。

作为诗人词家就要走在时代的前列，摇旗呐喊，为国家富强、

为民族振兴而高唱赞美之歌，这是人们共同的心愿，也是我们

这个火热时代的呼唤！

2001 年 7 月 13 日晚 10 点，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投票确

定200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城市，北京、巴黎、多伦多、

大阪、伊斯坦布尔五个城市竞选，北京最终胜出。玉民先生

用词铭记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翘首夜半，锁定荧屏看。凝目屏息心律乱，双

手更捏冷汗。

五强狭路相争，殊荣终落北京。八年扼腕冤洗，

合家热泪盈盈。（《清平乐·北京申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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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国家的强大，才有这胜利的时刻。虽然“翘首夜半”“双

手更捏冷汗”，但“五强狭路相争，殊荣终落北京”，也应

是意料之中的事。北京申奥成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吉兆。

作者细微神情的变化尽入词中，翘首、屏息、冒汗、流泪，

每一个词都用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最终喜极而泣，成功

的泪水盈满眼眶。那一刻，想必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有相

同的感受。短短的 46 个字，散发着巨大的信息，那就是强烈

的爱国精神！

姹紫嫣红，争奇斗艳飘香。如影随形，频添杂

草毒芒。百花园内，却教人、倍感迷茫。一方沃土，

该收高雅食粮。

德艺双馨，积极向上阳光。心系人民，讴歌时

代华章。扬帆润物，里程碑、再续辉煌。复兴大业，

更着文化豪装。

（《新荷叶·习近平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

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

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令文艺工作者倍感鼓舞。玉民先

生以其政治敏锐性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始终坚持文艺发展的

正确方向，尖锐批判了文艺“百花园内”的“杂草毒芒”，

高呼“一方沃土，该收高雅食粮”！通过学习讲话精神，更

应“德艺双馨，积极向上阳光。心系人民，讴歌时代华章”。

见解深刻，认识到位，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展示了一位词

家的社会责任感，作为同道，至为感佩！作品是作者心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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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只有牢牢把握时代脉搏，贴近人

民群众，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才能够传

颂下去。在玉民先生的词集中，这类作品占的篇幅较多。《临

江仙·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锦缠道·“蛟龙号”深

潜 7000 米科考成功》《满庭芳·辽宁号航母入列》《风入松·嫦

娥三号落月》《西江月·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兴建》等等，题

材广大、内容饱满，大笔淋漓，墨浓意酣，无不回荡着积极

向上、豪情满怀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旋律。

《心旅四十载》载词 188 首，并不算多，但内容丰厚，

涉及面广，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在形式上更是多

样化，188 首词用词牌 46 个，以小令和中调为主，从中也能

看出玉民先生是一个填词的高手，他谙熟词律曲调，随手拈

来之间，即可下笔成词。尤其是他四十年来一直坚持以词反

映社会生活、感悟人生，这在宁夏文坛实不多见，于玉民先

生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特点。毋庸讳言，玉民先生

的作品也存在着语言过于散文化的倾向，虽然增加了内容的

丰厚，却减弱了词的雅致与美感；再就是注释较多，冲淡了

词的主体地位，似乎有添足之嫌。这些都是管窥之见，若有

不妥，请玉民先生教正。

权为序。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宁夏诗词学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

2015 年 11 月 4 日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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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张　铎

李玉民博士要出诗词集，前几天他打电话邀我作序，并

很快传来了诗稿。古人云，知人论诗。而我对李玉民先生知

之甚少，只知道他是神华宁煤的副总工程师，已退休，现为

宁夏诗词学会副会长。虽说 2008 年在宁夏诗词学会组织的他

的作品研讨会上，我们就认识，但后来各奔东西，几乎没什

么来往。当时应秦克温老师要求，我在研讨会上做了一个简

短的发言，后刊登在 2008 年第二期《夏风》诗刊上，这也许

就是李先生让我作序的缘由。浏览《心旅四十载》中的词作，

我发现诗集中所收最早的作品写于 1975 年，是年先生 21 岁。

今年是 2015 年，恰好是四十年。读完诗集中所收的作品，我

感觉似乎了解了作者，又感觉这些心旅之作是他的“心电图”。

塞上诗坛填词比较多的诗人一是宁夏诗词学会的副会长

闫云霞女士，二是自治区社科院的研究员段庆林先生，还有

一位就是李玉民博士，而且是专攻各种词的创作，很少写诗。

《心旅四十载》就是一部专收各种词的集子，这在全国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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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见。我没有考证过，极有可能是个人的第一部词作集。

凑巧的是这几位以词见长的诗人，都是宁夏诗词学会的副会

长。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李先生在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

的诗词作品，是塞上诗坛近年涌现出来的有影响的诗人。与

其他诗人不同的是，李先生写了许多工业建设题材的作品，

且感情真挚、语言鲜活，这一点是他的作品有别于其他诗人。

如《江城子·矿井救灾剪影》《西江月·宁东能源重化工基

地兴建》等。当然，其他诗人也写工业题材的诗，但总摆脱

不了旁观者的格局。而他却能与他所写的内容融为一体，且

想象奇特，又不悖情理，现实与超现实的绮丽幻象交相辉映，

生出一种浪漫色彩的美。如《清平乐·磁窑堡的“香砟子”煤》

“清香弥漫，焚尽灰如面。星火相吻方燃点，美誉千秋传赞。

沙丘深处藏娇，贡煤尤具新潮。装扮蓝天一片，催出绿色风骚。”

这首词和著名诗人郭沫若先生的新诗《炉中煤》有异曲同工

之妙。上阕诗人写煤的品质好，先从味道落笔，“清香弥漫”，

又写这种煤燃烧得非常干净，“焚尽灰如面”，非常具体形

象，令人心服口服。下面一句写煤的燃点低，一个“吻”字，

拟人化的写法，是使诗情浸入读者的心灵，并逐渐向深层挺

近的语言。下阕开首“沙丘深处藏娇”，这是最有张力的语言，

是使诗情飞腾起来的语言。这不仅说明了煤的出处，同时，

诗人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此处的“深处藏娇”，乃化用“金

屋藏娇”。而后的“装扮蓝天一片，催出绿色风骚”，这是

脱去形似，只求神似的笔墨。这种艺术形式就是黑格尔说过

的，“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中找出相互关联的特征”，

这也就是朱自清说过的“远取譬”。其不但点出了煤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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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宣泄了作者的感情。尤其是由煤的颜色，过渡到蓝天的

颜色，煤天一色，创造了辽阔的境界，令人浮想联翩，达到

了自由、和谐的理想境界。诗人笔下“香砟子”这种煤，真

可谓是把人“香咋了”。罗丹曾说：“有了内在的真理，才

开始有艺术。”我国传统诗论讲究诗味，故而把读诗叫“味诗”，

有了“内在真理”自然会生出耐咀嚼之味。

目前，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尤其是信息时代的

喧嚣与浮躁，严重侵蚀着人们的灵魂，因而挽留乡土人性的

本源和人性基因，便成了李玉民先生写作的一个精神维度。

如《卜算子·中宁枸杞》“树上万千红，园里蓬勃长。知是

人人喜爱她，更扮娇模样。果蕴百般功，只为君姣壮。待到

青春艳丽时，莫把杞乡忘”。“枸杞”是这首词着力刻画的

一个艺术形象，这颗红红的“枸杞”是枸杞，又不是枸杞；

是诗人，又不是诗人，似乎是一个参与者和思索者的塑像。

这一富有艺术特色的艺术形象，不仅传达出一种浓浓的忧患

意识，而且表达了作者复杂的生活感受。一大片红红的枸杞，

蓬蓬勃勃生长着，知道人们喜爱她，模样越来越娇艳。目的

是“只为君姣壮”。这好像是一个奉献者的形象，而一句“待

到青春艳丽时，莫把杞乡忘”，犹如奇峰突起，彻底转变了

读者的观感。这种感受，是个人的，又是超越了个人的集体

意识，与时代息息相关。这首词的抒情外观充分显示了这种

意识，随着诗情的流动，激越的情绪被冷静的思考所代替。

词作看似写“枸杞”，实际上诗人在“枸杞”这个意象中，

揉进了自己对社会、历史，对自我生存价值的深沉思考。意

象是诗人的心灵与外部现实的一场遭遇，一种契合。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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