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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长城之雄伟壮丽，不在其墙体多高，墙台多阔，而在其绵延万里，古
今中外独一无二。

• 是长城因为八达岭著名，还是八达岭因为长城著名？要回答这个问题，
不如反问一句：如果长城只有八达岭一段，它们还会那么著名吗？

            以上两则格言是作者专为本题画诗集而写，且同时不乏普遍意义。

       站 在 地 面 观 看 一 棵 树 木， 与 站 在 高 处 鸟 瞰 一 片 森 林，

两 者 间 感 受 会 有 很 大 区 别。 森 林 中 每 一 棵 树， 不 可 能 全 都

那 么 高 大 俊 拔， 但 它 们 的 整 体 壮 丽， 却 是 任 何 单 独 一 棵 树

所 无 法 相 比 的， 这 也 正 是 本 题 画 诗 集 的 审 美 意 义 所 在。 

        本部作品数年前出过的那本书，当时是 1320 首，现在增加 30 首

插入其间，共达 1350 首。建议看官最好先阅读一下《杨左平八十七神

仙卷题画诗 1320 首》三篇作者自序，这样会更有利对作者与整部作品，

以及某些诗句的理解，所有诗内诗外的东西，尽现于诗篇和序言之中。 

        1320 首出书以后，作者逐渐发现不满意之作，断断续续修改了

竟至远超半数。凡修改者，少则一两字，多则几近推翻重作或另起

炉灶，也有少数只是为求整个诗集语句更富变化，而着意修改。站

在今天角度看，就会感觉当时出书过于草率，距离完美尚且太远。 

         本书中，有个别诗首牵涉到时间年份，虽然已经不符合现在实际

情况，但仍以作诗当时为准，并未修改。其实修改也没用，今天改正

了，明天又不符合。不过，有个别诗首牵涉到事件次数，这需要修

改，在 1320 首之前，出过一本书 900 首，再之后就是出过两本书了。 



         本书不必另外撰序，可以直接使用原 1320 首的三篇序言替代，

但除个 别 文 字 修 润 之 外 ， 末 篇 中 有 一 个 关 于 诗 韵 的 自 然 段 要

删 改 ， 并附加说明，这样放在书前不太适宜，因此干脆三篇全部

置于书后。这种颠倒固不合乎惯例，而仅为形式上的变通，并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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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井 底 赛 跑， 兔 子 与 乌 龟 差 不 多； 在 地 上 赛 跑， 兔 子 比 乌 龟
快一百倍。

• 知识丰如湖水，终有干涸之期；智慧长如泉水，永无流尽之时。

• 相信别人，还是相信自己？这是一块试金石，“自信”与“才
能”必定成正比。

• 当世是暂时的，后世是永久的。一件作品，宁愿当世没有人看，
后世有一人看，不愿当世有万人看，后世没有一人看。

• 人 们 赞 赏“ 虚 心”， 认 为 这 是 一 种 美 德， 但 是 却 不 知 道： 在
学习的时候，“虚心”是朋友，会使你学习得更好；在创作的时
候，“虚心”是敌人，会使你创作得更坏。

• 获 得 吉 尼 斯 纪 录 的 东 西， 未 必 会 有 多 少 人 看， 甚 至 几 乎 无 人
问津，但永远是一项纪录！流行歌纵有百万人、千万人听唱，也
只是过眼烟云而已。甘于寂寞，依靠自己本身，无需外在因素粉
饰，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这才是最好的东西——不争一时，只
争永久。

• 艺 术 家 的 因 循 守 旧 之 作， 容 易 得 到 人 们 习 惯 性 地 欣 赏； 而 创
新之作则可能遭受贬斥，可能获得赞誉，或许还要等待下辈子才
会得到，甚至永远得不到认可。大志者鄙弃平庸，成就卓绝，必
得赌此风险。宁愿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可比前人的“坏”，也不
要一个大路货的、不如前人的“好”。 

• 做一万件万人会做的事，不如做一件万人不会做的事。

                                                   摘自《杨左平格言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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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本部作品前后共出过三次书，現一并显示图片如

上。每次新出书，对旧本不仅数量有增，更有若干文字修改，

尤其第三本对第二本修改数量甚为可观。及至网页本处，

亦有十来点文字修改更新，如是尔。

说明二：鉴于全书诗首众多，书本可以跳转翻阅，而网页

一下通看太多不免会有疲惫感，故本处变通处理，将其

划分若干段，每段 120 首（页码省略），俾便读者随意

挑拣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