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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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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云飞， 字世和，

1941

年
3

月生，

信阳河区人。现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研究员；河南作协会员、河南诗词学会理
事、河南书协会员、河南钱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信阳市老年诗词研究会理事、区
会常务副会长。诗词入编《新中国诗词三
百家》和《中国诗书画人物年鉴》等大型
书法诗词典籍近

30

部。 著有《茗阳阁吟》

《茗阳阁号》《豫风楚韵》诗文集及《钱云
飞书法作品集》，名录全国《钱氏名人志》。

� � � �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

鄙人出书接二连三。本书是继《茗阳阁
吟》《茗阳阁号》之后的第三本拙作。一位极
普通的诗人、作家能将其“诗文集”接连问
世，尽管对方接受如何？ 是文学作品，还是
文化垃圾，自待人们去评说吧。 反正，作者
本人并不去想那么多。用鲁迅的一句名言，

“自己能拿得来”就应该勇敢地拿出来。 相
信，慧眼是会有遇的！

2002

年
3

月
3

日，我应邀带上了
10

几
首不是诗的诗和不是词的词，参加了“轩辕
杯”全国诗词联大赛颁奖会，会上我认识了
当时的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白发老
翁，以及林从龙、周笃文，杨嘉仁等老师，还
有不少专家教授。 会后，回到了故里，在原
《河南日报》驻信记者站站长郑明新的推荐
下， 我参加了信阳市老年诗词研究会，自
此，我才算是一名诗词界的小学生。

2004

年
9

月
26

日，我参加了北京召开
的“京华金秋笔会”和“中华新韵培训班”的
学习，在会上聆听过大诗人刘征、郑伯农、

杨金亭、周笃文、丁国成、赵京战、蔡淑萍等
老师的讲课，自此我才真正地踏入了“中华
诗词”学习和创作的生涯。并在会上结识了
苏州青年诗人许臻女士， 她的诗词工底很
厚， 尽管互相远隔千里之外， 通过书信方
式， 她为我不辞辛劳地修饰了许多诗词作
品， 如“悼国学大师启功千古”“登长城遐
想”等，对我的帮助有加。 也许我是社会中
的一位傻人，我对社会、对生活总是抱着无
限的幻想， 充满希望， 就像有句格言说得
好：“人活着，总得有个坚强的信念，不光是
为自己的衣食住行， 还要对社会有所贡
献。 ”

我的诗词老师林从龙先生， 在给我的
来信中说：“云飞你能潜心收集到

1991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钱学森传
略》 和

2011

年
9

月
24

日新华社记者曲志
江、孙承斌的文章《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等
难得的文章，的确收获见殊。因而你才能写
出了“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七律二首，并率
先发表在《中华诗词》大刊上，已经很不容
易了。 ”随即，林老师还寄给我《当代绝句三
百首》的精典诗作。 此对勉励我积极去学
习诗词、创作诗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
用。 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嘉仁先生，

同龄人也对余关爱有加。 他与我同庚，

还在百忙中与我修改诗稿，往来勉励之
词更为贴切感人。如此种种均令余受益
匪浅。 加上新郑、北京、商丘三次诗会期间
相识的诗友中，他们大多手中有刊物、他们
支持我，不厌其烦地为我编发诗稿，也为我
在诗词界大开了绿灯。广州《诗词》《文化月
刊》《诗词月刊》等全国性诗词刊物，几有见
我之诗作，不胜感激。 余晚年以来，写诗词

发表在全国省、市以上
30

余家刊物，篇过
千首。 有

20

余篇诗词作品入编《新中国诗
词三百家》 豪华精装本和普及本，《诗人作
家影集》《中华诗书画人物年鉴》《河南当代
诗词选》等

10

余部大型典籍。 但由于诗
作、尤以填词通用的是“新声韵”，对一
些面对海外诗词刊物，酿成了降温，当为遗
撼！

海天觅雅句，斗室出文章。诗词创作是
诸种文学创作的最高形式， 能写出几首像
样的诗词的确非轻而易举之事。 笔者从接
触到的一些报端上， 有些大作家写诗不以
为然，不愿意经受“律奴”磨练的诗人，就像
没有临过帖的书法家一样， 他们永远只能
写出一些自由诗、长短句，篇幅长，立意谈，

读起来费劲泛味。所以，余仅仅是一名只读
过小学的人，中间还回乡务农

30

年，晚年
还能步入诗词的殿堂，应该说是一点知足。

正因为余一身中未经过科班、专业的训练，

靠自己坚守、爱好、刻苦自学心有灵犀。 我
很艰难地学到一些东西， 大多都是从“地

上”拾起来，从读报纸中拼起来的。 不难理
解我之作品即是为“广种薄收”，这就有它
的自然根缘了。 然而，文学的“十八班武
艺”件件占边。笔耕不辍五十个春秋，这
都与我长时间地坚持写新闻报道， “记
者就似万金油”有很大的关系。 我的散
文《河荫》 《夕阳》等篇，陆续载入《中国
散文百年精华》《中华散文大观》 等大型刊
物。我爱书法不是偶然的，而是自九岁为族
人写婚联就爱上这一行的， 师从门里师白
首秀才钱道三， 乡师曹良宗对我熏陶也是
很厚的。所以，时至晚年一个河南省文联十
多家协会中， 余就有幸参加了“书协”“作
协”两家，我的书法作品入编《新中国书法
名家选集》《中国奥运冠军嵌名大典》《建国
60

周年大阅兵题贺》 等多种典籍。 诸如上
述，我是否应该小有自励，在我这一生的种
种磨难中能至今天，出行在外，何不昂首挺
胸呢？ 众多的名人说得好，“我如果无所事
事地过去一天， 自己就好像犯了什么罪似
的；灾难是人的试金石”。 我能从无力挣扎

的骚动的年代里走过来， 一个被贬乡下劳
动的人，还能扬起自我坚信的风帆，凝聚一
种精神动力的支撑，那就是牺牲个人，毕竟
是为社会为人类能作出奉献的结果。 曾为
我的领导人，好的文学老师们，屡有劝我人到花
甲了，莫再跑了哇！在太阳底下晒晒吧！意思是
想让我也成为一部“人间造粪的机器”。有点不
理解是奉劝还是讽谅，我说不准。记得有人
说， 写作的人只要一搁笔就意味着他的末
日到了。

众所周知，聂尔自学成才，高尔基自学
成才。 列宁说：“自学，不怕起点低，就怕不
到底。 ”良马见鞭而行，不仅我的创作过程
就是我学习的过程， 而且晚年还带动一方
文朋诗友也陆续走向诗坛之道。自

2000

年
以来，连续获省市《中华诗词》活动先进个
人，诸多奖项四面飞来。 因此到了晚年，当
地新闻媒体向我挥手， 信阳电视台于

2010

年
10

月和
2011

年
9

月两次为我作了专题
片播放，

2012

年
3

月
20

日贵台民生栏目，

又以“古稀老人咏河新八景诗书法卷”为
由，再次为我作采访报道。

2011

年
9

月
21

日《信阳日报》享受优惠刊发了作品专版。

还有一些相关的刊物， 如《报晓》《信阳文
学》等文学刊物也相应地作了专页宣传。鉴
于此，一位这样不起眼的诗人、作家、书法
家当应知足矣！

余， 晚年有幸参与了吴越王钱文化
研究活动，也为我提供了交流、旅游观光和
有机会拜识了钱氏名人提供了平台。 “科技
三钱” 的后人，“台湾三钱” 以一个人头冠
“六顶”科技院士的钱熙先生，原两位中共
中央委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并
通过亲自相见和在京工作的老乡、 文友周
旋等渠道， 我的拙作《吟》《号》《咏八影彩
册》等，有幸赠送到有关领导人手中，尤以
两次亲切会见钱李仁先生，令我颇受教益。

余之有关钱氏工作的论文曾在杭州师大钱
文化研究所大刊发表， 书法作品覆盖广
东、湖北、浙江、上海、临沂等

10

多个省市，

为诸多的钱氏活动中增添了色彩， 一时小
秃枕着门槛睡的我，当为知足。

余晚年曾受聘于《信阳老区经济》报记
者，编辑、值班主任、 副主编。 《中国企业
报》驻郑记者站采编室副主任。 《信阳日报》

通讯员、 特约记者。 《大别山党史文汇》记
者，特约编辑。 《报晓》编辑部发稿编辑、采
编《信阳手册》二期等多项兼、专职工作，并
作出贡献。

人已古稀，夫妇伴随，苍天佑之，身体
康健乃一大乐。 一日三餐，小酒红颜，彼此
穿着，红绿相间，紧跟时代，当数一般。儿女
孝顺，理得心安；儿女就业，算是可观，各有
住所，何以相攀？目前所止，令人无忧。所以
有说，怎不知足？

知 足

———代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