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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LUOHE 11漯河

市民

在诗词中享受 生活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一个人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只需要看
他周围有什么样的朋友。因为这些朋友互
相传达信息，而信息就是财富，这也是大
家热衷“圈子”生活的重要原因。本版尽
可能囊括社会上最引人关注的圈子，有驴
友圈、泡吧圈、摄影圈、藏友圈、爱心
圈、宠物圈、红娘圈等。我们将为广大读
者展现这些圈子里的人和事，如果您身处
这样的圈子，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5839581210。

诗 歌 是
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

裁。在现代都市，随着人们生活
节奏的加快，诗歌似乎离我们越来越

远。然而，在一定范围内，诗歌依然有
着鲜活的生命力，它在不同领域里影响着我
们的生活。工作之余读读诗词，其实也是一
种高雅的休闲方式。

在漯河，有一群诗词爱好者，他们因志
同道合走到了一起，经常利用周末闲暇之
时一起创作、商讨、采风。上个周末，
记者走近这群诗词爱好者，听听他

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为了帮助诗词爱好者更快地找到创作方法，
王秋霞、沈进华、朱永辉编纂了《格律诗词说
略》，方便大家学习。

“诗歌的魅力难以言表，从文学体裁
的角度，它的独特在于善于捕捉细小的情
绪；从直观体验的角度，它把每一种微小
的情绪扩大化，能使人感受到情感的力
量。”提起诗歌，70岁的艾振兴言语间充
满了热爱之情。

今年70岁的艾振兴从17岁就开始喜
爱文学，会在课余时间写一些现代诗。大
学期间，还经常在河南日报上发表诗作。
大学毕业后，艾振兴来到了许昌七中执
教，这一待便是14 年。课余时间，艾振
兴经常写一些现代诗。

1986 年，艾振兴在我市行政机关工
作。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他的文学写作
就中断了。“中间断断续续写过一些文学
作品，直到 2005 年，我利用假期外出旅
游时，每到一个景点都会写一首诗，写了
大概十多首。”

从那时起，艾振兴又开始了自己的文

学创作。2007 年退休之后，他全身心投
入其中。“我个人认为，诗是一种好玩的
文字游戏。我每次外出旅游，看到不同的
风景就能写出一些诗歌。在拼凑调整中会
发现字词句的不同表达效果，总是能给我
带来惊喜。”艾振兴告诉记者。

退休后，艾振兴有了更多时间，加上
身体条件尚可，经常外出旅游。“所到之
处，我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悉心观察，用
心思考，而且特别喜欢用摄影、诗词，以
及散文、随笔的形式，记录我的所见和所
闻。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大自然中有
无限诗意。比如，不同的景色都是不同的
画，也有不同的美。”艾振兴说。

艾振兴告诉记者：“当然，生活中最
有诗意的还是人。你沉下心来，回眸过
往，细细品味，你所遇到的人，有许多都
给你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记忆。那难忘的
记忆，往往就是诗意。”

艾振兴：每首诗都有不同的经历

诗词爱好者王秋霞从小喜欢古典文
学。她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端庄美丽，
举止大方。她告诉记者：“诗随时发生，
它可以发生在夜晚，也可以诞生在黎明；
诗也是时刻存在的，不论是在遥远的古
代，还是在当下，诗从来不是单行道，也
不是丁字路，甚至越娱乐越需要诗歌。”

1993 年，读中专的王秋霞在一次赏
花后，写了一首七言诗句。“之后，我便
发给报社，没想到还被采用了。当我看到
自己的作品在报纸变成了铅字，内心非常
有成就感。”

“自从上班之后，我便利用业余时间
开始写古典诗词。经常在《漯河名城网》
上发表，也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好评。”王
秋霞告诉记者。

王秋霞说：“2010年，我加入漯河沙

澧诗词协会。古典诗词的创作对我影响很
大，生活中的各种心情，都可以用诗词来
表达。”

此外，王秋霞还利用自己所学的东
西，做一些公益性的讲座，让更多喜欢诗
词的爱好者共同学习和创作。

“我每次作诗后，都会让孩子看看，
孩子看后也会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有时我
和孩子一起作诗，培养孩子对古典文化的
爱好。现在，孩子在我的熏陶下，写作水
平在同龄孩子中还是比较不错的。”王秋
霞说道。

王秋霞说：“我喜欢创作，感觉每一
次创作都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天晚上，
孩子睡觉后，我都会作一两首诗。工作一
天很累，但是通过创作，可以在诗词中享
受生活的美好。”

王秋霞：每次创作都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在这群诗词爱好者中，有一位爱好者
笔名为“酒醉诗狂”。王秋霞这样评价他：

“为人谦和，境界高迈，知识广博，功底扎
实，精通诗词格律，对晚辈多有提携指
点，毫不保留。”

这位诗词爱好者便是 53 岁的沈进华。
他告诉记者：“我上学时比较喜欢文学，特
别喜欢毛泽东诗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时，我对不同的历史事件写了90首诗
词，真正接触古典诗词是从2006年开始。”

“虽然写诗是一件比较费脑力的事
情，写成后，心情就会变得更好，更有成
就感。工作与业余爱好结合在一起，平时
的工作、生活也不会枯燥，热爱是最好的
老师。”沈进华说道。

沈进华：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今年 33 岁的朱永辉也是诗词爱好者中
的一员。高中时期的朱永辉就开始喜欢古典
文学，曾把红楼梦的前四十回背了下来。

“高中的时候，因为学习比较紧张，所以作
品不多。”朱永辉说。

2001年，朱永辉在大学里参加文学类社
团，创作了各种古典诗词，大学毕业后还考
取了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生。“在研究生毕业
时，我的论文题目就是 《诗与哲学的关
系》。2009年，我加入诗词协会，这些老师
对我的帮助很大，是我的良师益友。”朱永
辉说道。

谈到当下的年轻人时，朱永辉说道：
“年轻人应该多学习传统文化。在平时的工
作生活中，都有得到很大的帮助。”

朱永辉：
年轻人应多学习传统文化

许多人认为，现在读诗、写诗的人越来
越少，诗歌正在走向没落。对此，诗歌爱好
者艾振兴不认同：“诗歌表面的兴衰只是个
人品位的公开化程度不同而已。在全民都追
捧时，也不代表着全民都理解；在无人问津
时，能坚持的都是真爱。”

2000年，漯河市沙澧诗词协会成立。而
在这个协会里，聚集着各种行业、各种年龄
段的诗词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 多岁，年
龄最小的20 多岁。有退休干部、有个体劳
动者、老师等，现有爱好者近200人。

“我们每月出一份诗集诗刊，每季度组
织一次集体采风，每年出一本会员诗词集。
现在的确不再是全民写诗的年代，但是我觉
得诗歌越来越纯粹。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目前依然活跃的诗人都是经历了生活长时间
的积淀，对诗歌的理解也越来越透彻。”沈
进华说道。

记者了解到，该协会的王秋霞、沈进
华、朱永辉三人，在学习诗词的道路上不断
探索，乐在其中。格律诗词是一个华彩纷呈
的世界，大多初学者苦于找不到创作的方
法，他们编纂了《格律诗词说略》，方便大
家学习。王秋霞告诉记者，编纂此书的目
的，旨在希望能够大体讲明格律诗词的外在
要件 （上册） 和内在灵魂 （下册），希望能
与广大青少年朋友和诗词爱好者们共同探讨
交流。

“近些年来，漯河的诗歌和诗人比较活
跃，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质量，诗词创作都
是最佳的。在 2015 年的许慎研讨会上，我
们编纂的书籍，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好
评。”王秋霞告诉记者。

“其实，诗歌一直没有离开人们的生
活，而是大家的脚步越来越快、离诗歌越来
越远。”朱永辉说，“爱好诗歌的人一直存
在，不管诗歌因什么复苏，有诗相伴的生活
都是美好的。也相信更多的爱好者加入我
们，从而爱上诗歌。”

喜爱诗歌的人一直都在

王秋霞（左）与诗友在探讨作品。

“酒醉诗狂”沈进华在长寿山留影。

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