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18日 星期三
电子邮箱：bzrb@163.com
滨州网网址：www.binzhouw.com滨州网事6 责任编辑：李鹏飞 肖静

电话：3186761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诗人荷尔德林说：人生充满劳绩，但还
是应该诗意的栖居。人生最快意的事，莫过
于沿着自我设定的生活路线走下去。我从
不后悔在工作之余选择阅读写作这件事。
到今年9月12日，我作为滨州网“编外”编辑
——滨州诗词学会网编辑已经整整一年。
365天酸甜苦乐都有，然而我自认，“触网”之
后，我越来越接近“诗意的栖居”！

一年来，通过做滨州诗词学会网编辑，
我看到了诗友们不可遏制的创作热情，也看
到了参差不齐的诗作水平。如果说滨州诗
词学会网是一艘大船，滨州市诗词学会的领
导们就像舵手，他们天然带着弘扬滨州发展
正能量的责任感，引领着学会诗友们的方
向；而诗词学会网版主们则每天兢兢业业在
写作技巧和内容上辅导批改，诗友们不厌其
烦地一遍遍修改。这才有了诗词学会网上
大家对于滨州市情体察与咏叹的诗篇。

诗词之美在哪里呢？古人把诗词的意
境优劣作为审美的标准。明朱承爵云：“作
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
味。”王国维则更在《人间词话》开篇即道：

“词以境界( 即意境)为最上。有境界，则自
成高格，自有名句。”前人的确把意境作为诗
词审美的重要标准。但万事万物从无定法，
诗词写作也是。有人从形式上提出声韵美、
均齐美、对称美、参差美、节奏美等。司空图

的《二十四诗品》从风格上对诗词风格分
类。诗论大家李元洛先生在《诗美学》中，将
诗美分为思想美、感情美、意象美、意境美、
想像美、时空美、阳刚美与阴柔美、含蓄美、
通感美、语言美、形式美、自然美等等。可
见，分类越是细致，意境美在诗美中所占的

“比重”就越小。
我絮絮叨叨抬出古人的诗论究竟想表

达什么呢？无非是想说，写作与选稿过程
中，我们应该秉承一个怎样的准则。任何文
体的写作都有独到的写作方法，比如《诗经》
有“风雅颂赋比兴”之“六艺”，楚辞有浪漫主
义手法的表达。曹操渴慕人才，说“青青子
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信
手拈来的起兴手法，怎不令人拍案叫绝。曹
植面对兄长的步步紧逼，说“煮豆持作羹，漉
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贴切的比喻把骨肉
相残的凄凉刻画得淋漓尽致，怎不令人动
容，使得凶残的曹丕也忍不住暂熄杀心，这
就是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因此，艺术的表达
应该是诗者不懈的追求。

很多人试图探寻好作品的标准，但这太
难了，古人做不到，籍籍无名的我更做不
到。我身边不乏热情开朗、胸怀远大、积极
向上的朋友。我佩服他们呈现给人的那种
虚怀若谷的气度。他们从不小女人一样嘟

嘟哝哝地抱怨，从不事不关己地推卸责任，
从不拉帮结派从背后叽叽喳喳。回到作品
上，这正是我喜欢的作品风格：给人以阳光
的温暖、对生活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带给人
无限的正能量。但凡有理、有趣、有情、有思
想，不惟清风明月，尚有泥土的芬芳者，都应
该值得尊重。我做诗词学会网编辑，推送的
作品就是体现我这样的价值观。

我是一名编辑，也是一名诗词爱好者。
我从不随随便便动笔，会慎重对待自己的每
一次创作。爱好舞蹈的朋友曾对我说，跳舞
必须提着一口气，你的舞步才会轻盈，你的
舞姿才会曼妙。写作也是如此。只有提住
了这一口气，笔下流淌出来的才会清澈悠
远，芬芳四溢。这已经渗入我的心脑，化为
我的写作原则

我认为，每一次向滨州网推送的诗词作
品都是一次再创作的过程。如何让诗友们
的诗作更加熠熠生辉呢？配图是十分重要
的一环。所选配图与诗作相宜，既能巧妙地
诠释诗歌的内容，又能给网帖带着整体美
感。我常常反复选择推敲图片，尽管耗费了
大量的业余时间与精力，却乐此不疲。沉入
其中，深得诗作之味，才能把“姑娘”打扮得
美美的，嫁出去。经过一年间的摸索，我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编辑风格——《黄河三角洲
诗词周刊》彰显端庄大气风格，而《滨州女子

诗苑月刊》则突出女性的柔美与灵性。
非常感谢诗友们对于我不懈的鼓励与

关爱。从最初在滨州网后台编辑的的“蹒跚
学步”，到现在不输省级媒体网络作品的驾
轻就熟，一路走来一路进步，大家的热情称
赞，都让我在业余时间收获了另一份好心情
和成就感，也成为我当滨州网“编外”编辑的
动力。非常感谢滨州网给予我业余时间为
大家服务的机会，这不但提高了我的审美情
趣，磨练了我的意志，而且让我的生活变得
更有意义，能更大限度地实现我的人生价
值。如果，我能为滨州诗词做点什么的话，
所有的遇见都是我人生的财富。

籍此，我想对滨州网说：相遇是缘，感谢
有你！

滨州诗词学会网与滨州网从浅“邂逅”到深融合

诗意的栖居与远方：我做滨州网“编外”编辑一年间
韩淑静

入驻滨州网
一周年感言

马明德

时光荏苒，市诗词学会网入驻
滨州网转眼一周年了。一年来，我
们深切感受到了前后的巨大变化。
一是会员的作品展示便捷。过去会
员创作了作品，大多通过个人在圈
子内交流，能在纸质报刊发表的只
是少数，且时差过长。入驻滨州网
后，编辑一经审定后立马就能与读
者见面。二是受众面裂变式扩大。
借助滨州网与全国各大网站链接的
优势，读者由几个多至几百，发展到
成千上万；读者群由诗人和诗词爱
好者，变成了广大文化民众。据统
计，今年 5 月份，学会发帖 17 个，阅
读量达5万多人次。三是作品展示
的形式多样。平面、朗诵、吟咏多措
并举，通过文字、影像等形式提供给
读者欣赏，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
力和社会效果。

滨州网与传统诗词相融合的做
法，在全省尚属首家。其对诗词传
播带来的显著效果，极大地吸引了
市外诗词组织和个人。全国和省诗
词学会以及国内一些名家、大咖，通
过市诗词学会纷纷做客滨州网。截
至目前，“域外来风”栏目和部分名
家专辑已推送42期。中华诗词学会
顾问、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将
军，还把部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论文，分别由滨州网发表在“智库”
和“文化”版块中。

丰硕的果实是由园丁的辛勤劳
动换来的。市诗词学会网的两位后
台编辑，都是在职人员且是单位的
工作骨干。她（他）们本职工作任务
繁重，再加上学会网的十几个栏目，
压力非常大。有几次，周刊、重大节
日专辑等三、四个栏目挤到一块，她
们利用节假日或业余时间，废寝忘
食，认真负责，追求完美，都按时、保
质地完成了任务。还有8位在微信
群负责组稿的版主，他们日复一日
审查、筛选、汇总稿件，做着重复性
的枯燥劳动，但大家无怨无悔。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滨州网的负责同
志，无论上班还是节假日，无论早
晚，有求必应，及时帮助学会推送稿
件。尤其在关键节点上，譬如年初
市委领导提出“六问”、“八策”后，滨
州网负责同志及时提示，使学会的
创作工作进一步贴近了党委政府
的中心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
效果。

滨州网给市诗词学会的活动
空间很大。要想充分发挥其效能，
需要学会做出更大努力。我们要
认真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进一步开
拓思路，努力创新方式方法，在滨州
网的指导下，争取新的一年更上一
层楼。

(作者为滨州市诗词学会会长)

马明德
三冬瑞雪滋春土，又到金秋硕果时。
瑶圃迎来京沪客，仙桃装满贵川辎。
丰收当记园丁累，欣喜难忘林路崎。
燕榭放歌情激越，昆仑山上育灵芝。

毛学校
登门喜鹊告神州，入网骚坛硕果收。
方听新村歌雅曲，又看景观上层楼。
格追李杜心争上，气学苏黄意畅酬。
风助大鹏千里劲，欣观诗海浪飞舟。

张文星
骚俦怡悦雅情牵，协力同心令誉传。
欣撰神州山色秀，兴言素域凯歌宣。
彰扬盛世耕廛阔，叹绘黎蒸瑞梦圆。
恳挚携肩寻继进，清词丽句赋新篇。

杲仁华
时序如梭忆逝年，金秋玉露色初妍。
无形网络地球小，有爱诗词世界宽。
万阕豪歌吟热土，千篇佳韵入云天。
东风巧借群英会，喜看滨州果满园。

韩淑静
诗网初逢玉露天，无边嘉景任评谈。
你方写就清秋色，我已调匀缛彩篇。
聚力三才①行大道，扶风九宇步云端。
个中滋味心头砌，欲辨得失却忘言。
注：①三才：天、地、人。

陈兆才
激情入梦向高端，网海无涯天地宽。
古韵新声飞万水，锦章玉句越千峦。
雨滋雅苑百花竞，日沐骚朋一路先。
征雁凌云风助力，行舟往远喜扬帆。

卢玉莲
回首欣然意兴长，满屏佳构焕新妆。
坫坛已获三分翠，岁月犹存一段香。
更有清风时入耳，遂添高趣屡飞觞。
芸编何计吟肩瘦，期与豪书十万章。
注：清风：借指域外来风栏目。

宁治国
网络诗音连广宇，滨蒲水岸大旗悬。
万家苦乐萦心底，四海风云落笔前。
激浊讦贪魔怪悚，扬清济困庶民虔。
喜看雅苑花如锦，一片痴情逐梦圆。

宋来喜
秋阳杲杲金风爽，阆苑群英逐梦来。
韵起宋唐扬国粹，峰高齐鲁上瑶台。
百屏共展花千树，一网同收果满垓。
又是年丰欣贺岁，凌云壮志用诗裁。

张延河
滨州雅苑绽奇葩，满处芬芳显物华。
常赋黄河千里景，乐描渤海万般霞。
春花遍野情难禁，韵雨盈心律更嘉。
上网搭台生锦翼，腾飞筑梦世人夸。

王广峰
六月扶摇送大鹏，葡萄高架卷长藤。
兰生幽谷期人问，船泊空江待客乘。
绿野堂前擎美酒，滨州网上聚诗朋。
蓦然回首经年去，伫倚危楼又一层。

韩鸿山
诗词跨入网园门，首在滨州贵创新。
宋韵铿锵传玉宇，唐风激荡到星云。
手敲俊逸清平句，波送雄奇盛世吟。
央视煌煌鸣赞语，嫣红姹紫正逢春。

陈芳
初晨复日斜，醉笔属诗家。
默默裁辞句，孜孜结网花。
多情生雅韵，妙境入清嘉。
一岁光阴好，高秋染曙霞。

唐海民
猛虎生双翼，诗花舞满天。
勤耕结硕果，奋起赖群贤。
大义怀中聚，嘉名四海传。
激流当勇进，勠力正扬帆。

王志强
缘结滨州网，诗家翼展翎。
倾情三百日，毓韵万千星。
大写人间事，轻翻掌上屏。
键敲生力笔，教化在无形。

于大恒
十月黄花雅苑开，骚坛圆梦韵盈怀。
魂牵平仄弹新曲，滨网春风带雨来。

刘志宏
网络频传锦绣章，吟坛炫彩大旗扬。
云帆巧借东风劲，一叶飞舟正远航。

高文忠
雅阁传媒建凤台，风流墨客八方来。
诗花植入荧屏里，借得东风已盛开。

李洪彬
诗花引玉网屛开，妙句清词踏韵来。
方寸尽观天下事，多情骚客醉瑶台。

仇树勇
正金秋硕果耀诗坛，结缘是周年。赖滨

州网络，交流线上，处处娇妍。从此吟讴岁月，
忙里未曾闲。可叹多佳绩，毕至群贤。

域外来风送爽，更互联诗社，诗教创先。赋
词歌盛世，颂曲赞家园。壮乎哉，纵横河岳，美乎
哉，天下掌中看。吾曹愿，续篇秦晋，叶茂枝繁。

王越
入芳园，云网络。平仄联珠，共赴兰亭

阁。接踵摩肩频访获，国计民生，颂美诛惩恶。
域来风，诗社索，周至新刊，链接燎原

烁。款款诗心恒不落，媒体春秋，贺岁诗丰渥。
注：域来风—域外来风；诗社索—诗社互联。

吉洪花
唐风宋韵势冲天，一网相通处处连。
刊载千家哀乐事，声名博远赛诗仙。

冯增群
又是秋高气爽天，庆生入网一周年。
诗词如虎添双翼，敲仄拈平谱雅篇。

隆新霞
雅苑诗花烂漫开，清词妙韵细心裁。
平台助力东风远，使得馨香四海来。

刘维仁
妙章古律连滨网，唐宋诗词逐韵回。
舒尽真情方寸地，蒲城雅客醉蓬莱。

张文豪
唐音宋律越千年，书载师承靠有缘。
今日诗风轻入网，电波银线五洲联。

庆祝滨州市诗词学会网入驻滨州网一周年诗词精选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邱芹 报
道）2018 年 9 月 12 日，滨州市诗词学会
网入驻滨州网，这是一次传统文化与互
联网的“亲密接触”，这也是一次愉快的

“接触”！在良好的沟通机制推动下，一
年间，滨州诗词学会网与滨州网从浅

“邂逅”到深融合，诗词学会网已经成为
滨州网大家庭中必不可缺的一分子。

诗词学会网每周推出的《黄河三角
洲诗词周刊》《域外来风》，每月的《滨州
女子诗苑》，都已成为滨州诗词爱好者
喜爱的品牌栏目。在其带动下，滨州之
外的诗人也深受鼓舞，纷纷向诗词网投
稿，联动效应，滨州网和滨州也在这批
诗人的“转载”下扩大了影响力。

一年来，市诗词学会以弘扬正能量
为主题，紧跟滨州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不断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如诗教创
先、中秋诗会、端午诗会、走进北海岔尖
渔村采风、积极为灾区捐款等；尤其是
在今年7月份，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诗词学会组织了渤海革命老区采风
活动，1000 多公里辗转行程中，会员们
在自身被革命先烈英勇献身精神深深
打动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诗词作品。
目前这批优秀诗词已陆续在滨州网推
出并深受各界好评。

市诗词学会通过滨州网这一平台
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一个中华
传统节日，都推出“我们的节日”为主题
的优秀诗词作品，如在今年的春节期
间，连续推出多个精彩诗词专辑，传承
了民族文化，烘托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为滨州人过节“锦上添花”。

一年来，诗词学会网在滨州网的表
现可谓是：优质、高产、高阅读量，并为

滨州网带来一批优秀内容生产者和读
者群。因此，在今年 5月17日举行的滨
州网三“十佳”作者暨“我的正月”随手
拍大赛颁奖仪式上，滨州市诗词学会获
得滨州网内容生产优秀组织奖。

如何通过互联网推动诗词及传统
文化在滨州进一步传承发展？对此，滨
州网及滨州市诗词学会将携手共进，积
极借鉴外地先进经验，不断探索创新出
滨州人的新路子。

20192019年年77月份组织的渤海革命老区采风活动月份组织的渤海革命老区采风活动。。

市诗词学会定期召开会议对上网作品进行研讨市诗词学会定期召开会议对上网作品进行研讨。。

20192019年滨州市诗词学会在秦皇河公园举办端午诗会年滨州市诗词学会在秦皇河公园举办端午诗会。。

滨州市诗词学会获得滨州市诗词学会获得20182018年滨州网内容生产优秀组织奖年滨州网内容生产优秀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