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与说明

    在提及“文学艺术”的时候，可能有不少人会把“文学”

和“艺术”看做两个并列的名词，简称“文艺”。其实，文学

也是一个艺术门类，而许多似乎理所当然公认为“文学”的

作品，就概念而言又未必准确。殊举“诗词”为例，由于其中

存在“押韵”和“平仄”等制约，必须做到符合一系列限定

规则，这种技巧本身又是另外的艺术。所以说，诗词实际上

是一种含有其他艺术成分的艺术，而并非单纯的文学艺术。

至于象回文诗、离合诗等杂体诗种，其距离“纯文学”之遥，

则更有甚者。一般诗词，不过表现在描景状物、言志抒情，

此时诗人需要具备的东西，主要是语言知识和情感。但是

那些“另类”诗种，有鉴其奇构妙想及独特思维方式，作者

必须具有的素质，更多在于“智商”，而非“情商”。从这个

意义上看，某些诗词与其说是文学艺术，莫如说是一种智力

艺术。

    当今有一个名词尤其时髦，叫做“信息”。这里就将本书

诗集作品的名称，其中所包含的信息一一道来。“嵌字诗”

乃属特殊诗种，其更接近于“智力艺术”的性质，当毋庸置疑。

人们取名的随意性，使得人名的字域，远比物名的广泛丰富，

相关词句也会更加生动有趣。嵌字诗预嵌的文字越多，其字数

在诗中所占的比例，即“密度”越大，作品的难度势必水涨

船高。“成套”的人名，至少具备一双，这自然避免了嵌字

字数有嫌过少的现象。“成套人名”是客观存在的，不由作者

自行拼凑取舍，因此撰诗定将倍加困难。以作者之秉性，

素来尚“难”篾“易”，这一切正是选取“成套人名”用为

创作素材的缘故。

依本作者之见，鉴于中国文字的特殊结构，能够造就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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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心悦目的“形式美”，诚为任何外国拼音文字所望尘莫及。

从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所谓“新体诗”，不过是一些“韵律

散文”，无以称“诗”。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种艺术如果自暴

自弃，丢掉本身独树一帜的最宝贵的东西，反而去趋同那些

原来只是对你望洋兴叹，却又莫可奈何者，则无论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达到可意的程度。这种本末倒置，就好像孔雀拔去

锦绣长羽混入鸡群，此时欲展示美丽，纵然浑身解数使尽，

必将失却昔日开屏惊艳的光彩。

 真正的诗，也就是如今称谓的“旧体诗”，则区分“非格律”

与“格律”两种。前者只须押韵即可，而后者不仅“押韵”，

还得满足“平仄”要求，尤其律诗的当中两联尚须对仗，故此

作诗后者远较前者更难。本书嵌字诗全部采用“格律诗”，

不折不扣地遵守格律准则，绝无姑息。这就好比速度竞技中

的“障碍赛跑”，每遇到任何一处阻挡，决不回避或降低难度；

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竞赛者的真正实力。

   凡有游戏，必立规则。一项体育运动，良好的规则能使

比赛既保证难度，又进行得更为公平合理，更具有观赏性

和艺术性。同样，诗词歌赋亦莫不如此。对于“人名嵌字诗”，

作者恪守这样的“限定规则”，即：一个人名中的原顺序两个

或两个以上字，不允许在诗中用作“句词”，或形成“主谓”、

“动宾”结构。比如“孙二娘”，不能说“二娘…”，或“…

二娘”，这是把“二娘”直接用做了“句词”；“李香君”不能

说“…桃李香”，这是使“李香”形成了“主谓结构”；“戴

爱莲”不能说“…爱莲”，这是使“爱莲”形成了“动宾结构”。

倘若允许上述现象存在，那么“嵌字诗”岂不变成了“嵌名

诗”？其实质就是减少嵌字的“有效字数”，从而造成难度

大打折扣。这种降格的作品，难免令人感觉寡味，故为作者

所不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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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少数可能产生的误会，兹举两个实例加以补充

说明。一如，“子孙中国情”（涉嵌“孙中山”）。该句“孙中”

两字既非“句词”，亦非“主谓”、“动宾”结构，所以没有

违反规则。另如，“伯姑居正堂”（涉嵌“张居正”）。该句中

“居正”当然不是“句词”，而“居正堂”的谓语动词是“居”，

真正的“宾语”是“堂”，“正”仅作为“堂”的修饰词；此时

虽有“擦边球”之嫌，却并未悖离指定规则。这类如“格律

规则”中允许存在“半坳句”，或第一、二句可以使用“邻韵”

的情况一样，能够避免最好，不可避免亦无大碍。

需要提醒一下读者，“嵌字诗”与“咏诗”不是一回事。

本书的“人名题材”，并不区分所谓“正面”、“反面”人物；

而所撰嵌字诗的诗义概与本人无涉，虽然偶见貌似相关者，

则非为巧合，即为文字释义孤狭甚至“无义”之故，不得不

如是耳，却非作者刻意所为。本书作品，并不忌讳称作“玩弄”

语言文字，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炫技性”的、“纯粹艺术”

的东西。

嵌字诗的宗旨在于，第一“文字”，第二“语义”，将规定

文字植壤于诗句当中，是为其首要目的。每一种艺术各有其

特定的评判标准，例如楹联，即对“对子”，首先必须满足

句对的各项要求，包括词义、词性等，有时甚至连文字的“偏

旁”也必须对应。喜剧有喜剧的演法，悲剧有悲剧的演法，

而观众的欣赏尺度自然迥异。鉴于“成套人名嵌字诗”作品

的极端特殊性与难度，犹如披戴着镣铐表演跳舞，当莫尽以

普通诗词的标准进行评估衡量，正如不能要求镶嵌画具有

油画的色彩效果，跨栏赛跑达到普通赛跑同样的速度，否则

将显然有悖常理，而失之公平。

但凡文学艺术，都存在一个关于“雅俗”的问题。文艺

作品追求“晦涩古奥”与追求“通俗易懂”，两者间孰优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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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是见仁见智，未可断论。但是一般来说，“雅”总比“俗”

更难，举如声乐中的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其难度绝不可

相提并论。然而对于“嵌字诗”，事实却并非如此，更多的

情况是，诗句越通俗易懂，“嵌字”就越难安插。此个中道理，

不知读者诸君能否体会得到？

    本书诗集总体划分“综合类”和“夫妻情侣专辑”两大

类，“综合类”又包括“文学艺术界”、“体育界”、“政治

军事界”、“杂项”以及“一家人”五个分项。“一家人”的

取材，是作者社会生活中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亲朋熟人，其中

既有平头百姓，亦不乏贤能俊彦者。除此其他，均为古今中外

的大大小小各方“名人”。中国古人称谓，多有代以字号、

身份者；外国人的姓名顺序和译音，亦不寡相异者。本书采取

人名，原则上是，中国古人以真名为主，少数情况有按人们

习惯称谓，例如“王昭君”、“唐伯虎、秋香”等；外国人则

遵照最通常称法。在“体育界”中，有个别夫妻搭档，没有

重复列入“夫妻情侣专辑”。夫妻情侣的人名次序，并未完全

依照习俗先男后女排列，而多以名气较大者，或作者较熟悉

者居前；另有一些两者皆陌生，直接照搬别人提供给作者的

名单原班顺序，未予变动。此外，夫妻情侣间尤其在当今，

颇具离异、别散者，其中有些作者知道，本来可以附加标注，

但问题是另有其他，作者却无从得知，这样也就只好一律

免去说明，就当全部看做是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状态亦罢。

    在此有必要阐明两点：其一是，作者采拾进作品中的人

名，并不能显示作者对该人的欣赏程度如何。比如港台的影

视歌坛一拨“明星”，向为作者所不屑顾，而在本诗集里出现，

不过素材之缺求也。其二是，作品诗文语义并不能代表作者

本人的思想观念如何。比如刘邦其人，读本书诗句，文辞间

不乏褒嘉意义，而在史书评价上，此君则多贬称小人耳。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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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者，无非嵌字诗撰句所需要也。

    诗词作品附带注释的现象，虽然屡见不鲜，但是怎样可以

做到适当，却并非易事。注释需要添加多少，应取决于读者的

文化水平，一条注释，可能对于有些人十分必要，而对于另

一些人则纯属多余。这就使得作者面临两难境地，既希望每

一首诗句读者都能够看懂，又担心过多的注释会成为累赘。

综合考虑利弊因素，关于注释问题，作者决定采取如下原则：

凡是《现代汉语词典》中列有释义的字词，一概不加注释；

凡是作者认为属于“一般常识”，或根据上下文可以自然

理会的内容，以少加注释为宜。至于如此是否已臻恰到好处，

亦未可知也。另外，为求版面简洁，每一套人名前的“嵌”字

均予省略；在同一分项内，不同诗首中的相同注释，恕不重复，

仅指明前面注释过的序号，俾便读者参阅。

  本书诗集作品的用韵，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诗韵新编》。该书典保留了几乎所有古代“入声”字，而

“非入声”字，则基本按照现代汉语的读音，亦有少数平仄

两选者。其既有别于文字读音与现代汉语差距较大的古韵

“平水韵”，又不同于文字读音完全按照现代汉语的新韵

“中华新韵”。这种诗韵的好处当在，既不失“古风”，

又带有“新意”，两味皆具，因此不妨将其称作“新古韵”，

是以作者所乐取也。

   本诗集成书，乃所谓非正规出版，迨抛头之际，或遇围观

者众，面面相觑。知君欲言，凡事名利双收者最美，两得其一

者次之；而诗书既利之无谈，则名之尚期一图；今野书一部，

未许亮市上架，尚宁此不亦乐乎哉？非无憾也，盖世道奈何，

纵存疑惑，莫须诘矣。有鉴在，但合理者，纵力所难及，亦

心悦诚服；但悖理者，虽举手可达，必不甘为也。

    尝闻某邦变革，三旬有年，迄今百业中兴，经济复苏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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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高歌猛进之时，且不乏固步自封，顽昔循旧者哽喉。若

就“垄断”亊例，某些企业堪倚豪取财富巨益，或情有谅论，

而出版业本非大利可图，又胡以如是者焉？知猜其故也。然

奉谏此虑不除，终将难成正果矣。君不见，凡贪官污吏比比

皆是，举不胜数，盖有此沃壤，岂无繁生之理哉？始而闻君

痛欲铲除者，其诚也疑乎？其果也信乎？每道“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恐非有例外者邪？

   当今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经济与文化背道而驰，愈行

愈远。古曰：君子趋义，小人趋利；时人对物质实利的追求，

对精神荣誉的漠视，以至达到令人不齿的地步。忍睹滚滚

财源潮倾一帮所谓“明星”口袋，更有各方媒体，对此类绝非

文化精英，终不过哗众取宠、浮庸浅薄流辈，情有独钟，大加

渲染，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从而给日渐形成“低俗者富贵，

高雅者贫贱”的荒唐现象推波助澜。殊不知，假如外星人

来访，能否理解这种怪异的“地球文明”？敬叹有识者平淡

自若，贫富不计，但忧九州文化式微，繁荣指日莫待矣。近闻

“发扬传统文化，创建精神文明”，鼓号频奏，如雷贯耳，唯

口风之大，行为之小，终未见甘霖泻地尔。有道是，“书籍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盖书乃古今之首要文化载体，衡量

一个国家文化程度的显著标志，莫过于出书之多寡也。

   夏风扑面，林阴道阳，约闻歌声何方？遥观茅亭坐君，

把盏执扇，笑摇唱曰：炎炎似火烧，汗洒禾土焦。猛然抬头，

好个“书号”炽烈！悲悯农夫担粮供市，非但得不到点滴优惠，

反却面临一柄硕大“宰刀”拦截。米面价廉，买路钱贵，恐必

羞囊难解，莫不见而退避三舍者焉？呜呼，书号苛政，猛于

虎也！ 

杨左平 于2009年7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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