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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宗西同志原籍浙江乐清，20世纪60年代从杭州“上

山下乡”来到宁夏。打倒“四人帮”后，大批知青返城，宗

西同志却一直留在宁夏，相继在企业和县、市、自治区担任

领导工作。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受到传统诗词的熏陶。上

小学的时候，曾获得杭州市少年儿童诗歌赛一等奖。来到塞

北后，笔耕不辍。90年代末，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这本

《春色秋光——项宗西诗词自选集》是作者从40多年来的作

品中，特别是近作中筛选出来的，有近体诗、长短句，还有

少量新诗、散文、楹联。

写诗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我国古代，士农工商、三教九

流都可以写诗。自从隋朝创立科举制之后，诗歌一直是国家

录取人才的一个重要考试项目。古代官员几乎都能写上几句

诗。近一个时期以来，旧体诗词从复苏走向复兴，各行各业

都有人参与到诗词写作的队伍中来，官员写诗的传统也在一

◎ 郑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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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范围里得到恢复。一个尽心尽责的国家干部，他要心系社

稷苍生，他要深入体察民情民意，他要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建功立业。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也就是积累创作素材的过

程。如果一个干部迷上了诗词创作，乐此不疲，那么，一来

可以陶冶情操，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艺术素养，二来可以

丰富社会的文化生活，为社会主义文艺大厦增砖添瓦。这是

一件于己于人都有益的事情。宗西同志不以诗为职业。起初

只是喜欢诗词，遇到动心动情的事，在日记本或笔记本上写

下几句韵文。正如作者自己讲的，开始是“出版在笔记本和

信笺上，发行在亲朋好友之间”。后来得到亲朋好友的肯定

与鼓励，才拿出来公开发表。他的诗都是有感而发，心有所

动就写上几句，工作忙了，就搁笔考虑其他问题，诗歌只是

生活和工作的副产品。他的创作经历，反映了许多从政而爱

诗者的共同历程。

诗乃心声，诗如其人。作为在西北高原拼搏40多年的江

南书生，作为自治区的领导人，宗西同志魂牵梦萦的首先是

脚下这片亲自耕耘过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以来，宁夏这片土地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宗西同志用他的满腔热忱，讴歌了他的第

二故乡，讴歌了这个大变化。他的诗绝大部分和宁夏有关，

是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再现与艺术记录。如《硒砂瓜》《塞上

行·爱伊河》《固原返银途中遇雪》《祝捷》《凤凰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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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春到六盘山》……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有一首

《雨中遐想》，既是写他的故乡杭州西湖，也是写他的第二

故乡宁夏：

翻墨跳珠势卷洪，水天一色浪排空。

西湖借我三巡雨，塞上迎来一岁丰。

使我惊叹的不仅是借用苏东坡的旧句写出新意，更是

那股浓浓的宁夏情结。回到故乡，仍深深牵挂着塞上那片热

土。“西湖借我三巡雨，塞上迎来一岁丰。”多么自然、多

么朴素、多么深情。这样的句子朴实无华，却让人看一眼就

能记住，并深深铭刻在心。

作者的故乡乐清是雁荡山所在地，也是我国山水诗的发

源地。作为山水诗之乡的诗家，免不了用诗词描绘祖国的山

山水水。如果说，古今有许多山水诗透露出一股远离尘世、

归隐山林的情绪，那么宗西同志的山水诗则洋溢着另一种情

绪。作者不图“出世”，而是非常“入世”，他把自然和社

会结合起来，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在山水诗中凸现出一

股鲜明的时代精神。譬如他的《登庐山》：

南来庐岳觅诗踪，直上葱茏百二重。

雾漫香炉隐飞瀑，云移鄱口现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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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庐空剩萧萧竹，仙洞还萦郁郁松。

犹诉兴衰千古事，涛声日夜大江东。

《自选集》中有好几篇写亲情、友情的诗章。作者对40

多年前一同“上山下乡”的“贫贱之交”怀有很深的感情，

这使我颇感惊奇。卷首的五律《塞上重逢》含情而内敛，娓

娓道来，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况味：

少小结同窗，漂泊各一方。

难能西北旅，相见鬓飞霜。

归雁长河歇，疏林大漠黄。

韶华虽易逝，秋色胜春光。

长短句《水调歌头·送友之沪》，作于1973年，改定

于2004年，大概是“上山下乡”期间送给提前回城朋友的

歌章。“无边秋色，应是浩志胜离情”，这样的佳句令人神

往。诗中有离愁，更有壮志，是一首很出色的送别诗：

酒应今宵醉，月是故乡明。送君望远桥畔，云

淡晓星沉。此去浦江激浪，洗却烟尘塞北，风雨任

平生。海阔碧空净，万里壮行程。  长河落，渔

帆起，雁南征。无边秋色，应是浩志胜离情。更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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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花妙笔，写尽风云百载，银汉自天倾。北国知音

在，何日会群英？

从宗西同志的诗，我想起一个人们很熟悉的话题：诗

词如何同新的时代相结合？现在，诗词新作的数量很大，精

品力作却比较少。人们经常见到两种情况。一是作者很熟悉

传统诗词和诗词格律，但跳不出传统的窠臼，其作品虽有些

许新生活的影子，骨子里却仍是唐风宋韵——被摹仿的唐风

宋韵。这样的作品也许很工整、很像诗词，却欠缺一件最重

要的东西——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气息。二是作者有表现新

时代的主观愿望，却缺乏新鲜而独特的生活感受，缺乏营造

诗歌意象的艺术功力，在诗里写过程、写口号、记历史流水

账、发大而无当的空论。这样的作品干瘪无味，不可能打动

人心。宗西同志和上述两者都不同。他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

诗词素养，更难能可贵的是，有大视野、大胸襟，写起诗来

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用的是古典的艺术形式，说的是

当代人的话语，倾吐的是当代人的心声。所以，自然而然地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集子中的诗数量不多，却有不少对同

行有启迪意义的东西。

（郑伯农，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

员、《文艺报》主编、中华诗词学会会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

驻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

词》主编、《中国当代诗人词家代表作大观》编委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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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华诗词学会顾问、诗人项宗

西同志的自选集《春色秋光》清样，不仅十分愉快，也倍感

亲切。

集子中的诗词大都是先发表在《夏风》诗刊，后被外

省市及中央一些报刊转载，也有先在中央级报刊发表，后由

《夏风》转载的，我都认真读过。

这些作品数量比起职业诗人写的虽然少些，旧体诗词只

有56首，加上附录的新体诗6首，楹联3幅，共65首（幅），

但其体裁却相当广泛，抒情味浓。有写政治生活感受的；有

写江南塞上两故乡自然人物景观和怀友思亲的；有写塞上生

◎ 秦中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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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建设，半个多世纪情感历程记录的，尽都情真意切。体裁

有古风、律绝、词，大都抒情内容与抒情形式统一，且初步

形成了既有“北国之雄”，又有“南国之秀”，典雅又不失

质朴的艺术境界和风格特色，是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的诗。

“古诗贵质朴，质朴则情真”（清·徐增《而庵诗

话》）。质朴也即古人所说的“铅华洗尽见天真”，王国

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过：“古今成大业、大学问者必须

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质朴是诗人所达到的

思想和艺术修养的表现。我以为宗西同志的诗词创作总体上

达到了第三境界。

“诗品即人品”。宗西同志诗品是他崇高人品的形象体

现，人品则是成诗的动力。他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文

化大省浙江省杭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过很好的诗

词文化熏陶。60年代末来到宁夏“上山下乡”，经过艰苦历

练，凭实干精神获得了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自治区劳动模

范等光荣称号。从一个普通知青成长为自治区级的领导。

我于2005年才接触并编发他的诗词，但却未曾谋面。他

的诗给我的印象是质朴。质朴的不仅是诗风，也是他附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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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出的作风。他在几次来信中总希望编辑在编发他的诗时

对诗不对人，不妥的地方可以大胆修改，或提出意见由他自

己修改。这不是故作姿态的客套话，而是真心诚意。有时他

还把已投报社又觉有不妥之处的稿件修改后重新寄来。由此

可见宗西同志对知识、艺术和编辑的尊重，对报纸、读者的

负责。这种虚心态度使我深受感动。

《宁夏日报·副刊》发表诗词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我调

到副刊部以后的事。宗西同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党政领

导干部中一位懂得并能熟练运用诗词格律的人，也是对编辑

最为尊重的人。我与他谋面是在2007年。那时自治区纪检

委主动提出与我会联合举办“塞上清风·廉政诗词”全国大

赛。这次活动的开展将会在全国扩大学会影响，自然给全体

会员以鼓舞。活动开展时宗西同志任组委会主任，我任组委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工作中，宗西同志平易近人的朴实作风

就是首格律严谨感人的诗。

2008年宗西同志被选为自治区政协主席，我会推举他担

任了学会总名誉会长，这是学会的幸事。他任会长不只是挂

名而是认真负责，在百忙中几次听取学会的工作汇报，又具

体加以指导，还帮助学会解决各种困难。因之学会才在中华

诗词学会统一组织编辑下，率先在全国出版了《中华当代诗

词文库·宁夏诗词卷》。

宗西同志写诗不为附庸风雅、不图虚名，只为探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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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把诗词创作视为事业和生命

的一部分。以这种平常心态坚持业余创作，连节假日也笔耕

不辍，因而才做到了如著名文艺评论家郑伯农所说的“既掌

握了诗的规律又遵守诗的规则”。前者表现在取材上。宗西

同志不像有些人常把政治会议、行政措施等作为诗的内容来

写。他选取的总是有着深厚文化意蕴、时代气息和情趣的诗

料。这是符合文学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以一当十规律的。

如借题沈利萍献给党的十七大《盛世和谐图》，表现自己参

加十七大深切的感受；通过对分割多年的《富春山居图》期

望合成一幅，表现海峡两岸统一的愿望；用“秋含悲泪”写

离别的伤情；用爱伊河风光写塞上新生态建设；用“西湖借

我三巡雨，塞上迎来一岁丰”，写江南支援塞上大开发和诗

人对江南塞上两故乡的挚爱。他的诗多用这种色彩鲜明的意

象，加上时空交错大写意式的组合，其描绘的意境自然雄浑

博大，有崇高和谐之美。

宗西同志创作遵守诗词格律、规则，实为尊重前人的

智慧创造。他主张继承传统，但又不拘泥于“格律中某些与

现代生活不适应不和谐的部分，如一些过时的音韵问题”。

他还说：“用韵问题上为减少‘镣铐’的束缚，为在青年中

提倡，应该尽快转到新韵的路上来。当然旧韵也要熟悉和了

解，没有继承，创新就成为空话”（“代后记”）。这种态

度是科学的，实践是有成效的。他的诗因讲究格律而音调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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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声情并茂。“瑞雪舞新岁”“沙净荷香远，湖澄鹭羽

轻”“且共杯盘思往昔，还将薄酒洗征尘”“风霜岂折男儿

志，岁月还恋慈母心”等诗句，都颇见功力，既传神又悦耳

动听。这样的语言全不晦涩而是朴素无华，纯净如珠露。其

五言律诗《塞上重逢》便是代表作之一。

“少小结同窗，漂泊各一方。难能西北旅，相见鬓

飞霜。归雁长河歇，疏林大漠黄。韶华虽易逝，秋色胜春

光”。首联简单交代了相逢的背景。自幼同窗好友，毕业时

为了理想各奔前程。他自己的前程是自觉选择支宁来到塞

上，“漂泊”一词形象准确地表现了艰难人生历程、时空跨

度。可以想象那时“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热血方刚单

纯的青春之心，把人生的一切想象得那么顺利。但命运却都

不由自主，有顺水也有逆水，有进也有退，有多种可能。以

作者而论，中学毕业，正该是做国家栋梁之际，就满腔热情

响应祖国的号召，离开美丽的故乡江南和温馨的家庭，来到

名曰“塞上江南”，实为“风沙四季连云暗”历史上罪臣贬

谪、充军发配的地方，自然免不了风锤沙打。但却对党和祖

国的信念未泯，直熬到冬去春来，才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东风，一步一个脚印、一身汗水地从基层走上自治区领导

岗位。诗的颔联，“难能西北旅，相见鬓已霜”，既概括了

四十余年沧桑，也反映了西部大开发为老友相逢提供的大好

机遇。“难能”二字既写出了机遇来之不易，也写出了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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