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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仄在大山的颠簸中养成

牧笛风清邀日月；草蓑星冷钓江湖。 祖祖辈辈居住在大别

上深山里的农家子徐生力，饱尝生活的艰辛。 进入学校后，尽管

赶上“文革”，但他依然刻苦学习，并深深地爱上了读书学习。

“文革”期间，同班的孩子别说放学后读书，即使上课也不

用心听讲，但徐生力不同，他不但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余时间

也没有丢弃课本：在山里放牛手捧着书，在家做家务同样手不

释卷。 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母亲在灶台上做饭，他在下

面一边看书一边烧火，母亲说一下他添一次柴，不是火大就是

火小，一顿饭常常烧煳。 当时，中国四大名著还没开禁，他囫囵

吞枣看了一遍；《青春之歌》、《野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不

好找的当代名著， 也被他从同学手里辗转借来挑灯夜战啃完

了。 心有旁骛的他，给队里放牛，手里夹一本书，把一群牛赶在

公路上往前放，然后自己操近路在公路那边等待。 可牛看出了

猫儿腻，公路上哪有那么多的草吃呢，就老早折回，左等右等牛

不来。 待他回到开始的地方，牛已跑到深山里去吃新鲜的绿草

去了。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遭到父亲的一顿狠骂“重担子你挑

不动，连放牛这点轻活儿你都干不好，将来不能养活自己，哪能

养活一家人呢？ ”他自己却得来一副对联：“牛欺孺子寻青草；子

放黄牛看好书。 ”

平仄在生活的波折中品味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高考制度的改革成就了爱好学

习的他。 书到用时方恨少，参加工作的实践证明古人说的有道

理，因此，他把学习当作了一辈子的事。 比如，单位到了逢年过

节，想贴副对联，书本上用不上，现成的又没有，怎么办？ 没有渊

博的知识，脑子苦思冥想也不会有好的联句。 那时，就只好借助

《农家乐》上的几副对联改头换面嫁接出一副。 长此下去，既是

单位办书画比赛，红白喜事，都能琢磨出有模有样的对联来。 不

过，平仄并不完全协调。 真正步入正轨的还是后来经过楹联专

家老师的指点，他才对联专业书刊进行一番钻研，使他慢慢掌

握了对联的平仄、词性等严格要求。 掌握对联技巧，非专业书刊

莫属，作出对联新意，就得当好杂家。 对联虽小但它无所不包，

无所不能，无所不用，可谓文学小品的精髓。 如果没有大山颠簸

的生活和广博的知识积累，也很难获得中国楹联学会会员这项

殊荣。

由于种种原因，徐生力的工作有起有落，起起伏伏，给他增

添了人生的奇异色彩。 几十年来，十几个岗位，工作一换再换，

有喜，更有忧。 不过他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他说我频繁地变更岗

位懂得的东西自然多了，大知天文地理小知柴米油盐。 从他所

做的中草药联、鸟虫联即可看出他的农村阅历，有农具联“早担

春风，燕语声声飞梦想；晚肩秋月，蝉鸣阵阵喜丰收”可证。 在农

村扶贫那几年，为了给农民办点实事，他就琢磨起对联，给全村

每家每户琢磨出不同的一副春联，并自己书写，送到村里，喜得

农民个个合不拢嘴， 不住地称赞，“现在哪还有手写的春联呢？

你给我们送的礼物太珍贵了！ 况且，你这还是根据一家一户来

编写的，真舍不得张贴啊！ ”在邮政十年大庆时，他根据自己的

经历，撰写了《痛饮十年辉煌的满杯———联题河南邮政独立运

营十周年》而获奖，同时把自己十年来每年贴在大门上有感而

发的春联，汇集成篇《新桃旧符话沧桑》散文，被全国邮政作家

协会选编在《像信一样的心》作品集里，既写出了邮政改革以来

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道出了他这些年自己酸甜苦辣的心

声。 拿他自己的话说，是岁月的坎坷使我的对联丰富起来的。

享受文字平仄中的美妙

生活是支万花筒，只有深入各个角落，你才能够真正享受

到他的魅力所在。 在生活多元化的今天，不管从事何种文学创

作，要想在本行出彩，就得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 徐生力的

爱好广泛，畅游于书法、楹联、新闻、散文、相声、摄影之间，生活

在社会的大背景下， 上要与政府各个部门不同人群打交道，因

此，下要与百姓交往，乘公交车、采访下基层都是他寻找生活的

素材的机会。 例如在他的对联中，人们喜爱的象棋就表现为“斜

马之车山架炮；拱卒飞象仕将军”、“车象马龙卒呐喊；帅强士壮

炮嘶鸣”，一场虚拟的战争，栩栩如生。

他有两个爱好，一是对联，二是书法，在社会交往中发挥了

不可小觑的作用。 在书法成为当今书法家纯粹的手艺以后，多

数人则以抄写古人的名言诗句为主，与古人书写自己的性情无

关。 但徐生力先生却逆道而行，提出书法家书写自作诗词联句

的观点，并撰文《我手书我心》在有关刊物上公开倡导。 无论参

加正规的系统内外的书法展览，还是应酬之作，他一意孤行，全

部用自己撰写的对联来对付。 朋友生日祝寿、小孩满周岁、升上

大学、喜结良缘、乔迁新居、晋级升迁、新年春联等喜事，他用祝

福的对联；有谁老人不在了，他则以古人的做法送去挽联，使沉

睡多年的民俗民风在他的自觉下得到复苏。 特别手机短信盛行

以来，人们在快节奏中，书信渐渐被淡忘，每到新年来临之际，

他总是工工整整地将自己做的对联用工楷一一写好，盖上红彤

彤的私人印章，俨然古人的做派。

这些年，他作他人的嵌名联居多，经常在对联专业刊物上

发表《每个人的名字就是一副好对联》上的“昌光出轸星集井；

中正为人德有邻” 是送给昌中的嵌名贺联，《夫妇本是一副联》

上的“宝镜同心循一律；金樽合卺照双星”是送给循律和丈夫结

婚时的嵌名贺联，《全家福在一联中》上的“家祚以兴人俊杰；道

心所在日光华”是送给道杰、家华夫妇和儿子的全家福祝福联。

相声是他的爱好，它主要以对联的形式来表现，就是把一副副

对联穿插到小相声的段子里去， 引人发笑的同时学到对联知

识。

有了仄仄平的人生，才有平平仄的联，这就是记者近期访

问徐生力先生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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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长于人的现实之中。 文字的韵律———平仄，自然

也在人的生活中生发，和人的生活粘连。 平平仄仄的楹联，

仄仄平平的韵律， 当记者走近我市邮电局职工———中国楹

联学会会员、楹联爱好者徐生力，与他交谈之后，就在那看

似平常的平仄之中，了解了一个人在人生起伏中的智慧，也

分享一个在智慧游戏中的平仄韵味。

平的人生仄的联

———访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徐生力

本报记者 张继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