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之夜 

——加华笔会文学讲座第 6期顺利召开 

 

【加华笔会文宣部段莉洁报道】2021 年 11 月 6 日傍晚，加拿大大华笔会文学讲座第 6 期

——浅谈传统诗词创作，在 Zoom热烈举办，来自温哥华及北美、中国等近 50位笔会师友

及传统诗词爱好者相聚云端，参与了这一传统文学盛会。 

 



 

 

 

    本次讲座由加华笔会副会长韩长福主持，他的主持风格一如既往地稳健风趣，他的开

场白充满了诗意：在温哥华枫叶飘飘的季节，我们迎来了加华笔会第六期文学讲座。本次



讲座的主题是“浅谈传统诗词创作”。这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讲座。为什么这么说呢？按

照大家的说法，长久以来，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像四道江河，并排浩浩荡荡地奔流在

中国大地。其中，诗歌是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最早的样式之一，又是文学中得到最充

分发展的体裁。起初，《诗经》《楚辞》并称，一富写实精神，一带浪漫气息，构成了诗

歌历史长河的两大源头。古典诗词是传统文化的精品，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凝结体。所

以曾经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叫做“诗的文化”。也有人说，所有古典文明的精华都包

容、凝结在古典诗词作品里。我们现代人写古体诗的不在少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们的作品。 

    紧接着，加华笔会会长冯玉女士做简短致辞。她说，今天的主讲人张士方老师是加华

笔会资深会员，也是传统诗词与楹联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他出版了《中华传统文化探

索》、《对联诗词写作快易通》等著作。疫情前，张老师在列治文图书馆对联学会以及其

他文化机构主讲过对联、传统诗词和其他课程，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对加华笔会诗词

爱好者的诗词作品也比较关注和了解。加华笔会喜爱传统诗词的会员很多，诗词创作也颇

丰盛。笔会网刊《加华文苑》每期的传统诗词栏目都发表很多会员作品。应大家的要求，

今天在 zoom 上举办诗词讲座，分享和赏析一些笔会义工在各类诗词大赛中获奖的佳作，

由此谈谈诗词写作的一些方法。上个月，由中华诗词学会举办的第五届“诗词中国”创作

大赛揭晓，加华笔会荣誉会长微言老师、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的创会会长沈家庄老师和本

人分别荣获二、三等奖。也借此机会，一起分享部分获奖作品。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交

流，分享自己的诗词创作体会。 

    讲座开始后，主讲人张士方老师点评和赏析笔会义工和会员的 8首诗词佳作，其中包

括最近在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第五届“诗词中国”创作大赛中，加华笔会成员何显和冯玉

的两首获奖诗词。主讲人对各佳作从意境、用典、对仗、和诗、格律等方面进行了精辟的

分析，指出 8 首作品各具特色且耐人寻味的精彩之处：“用典恰当”，“平仄恰到好

处”，“立意新巧，想象丰富，结构完整，层次井然，表达集中凝炼”，“意境超脱”，

“‘词情茂’与‘诗句清’兼而有之”，“扣人心弦，传承国粹”，“超越了政治偏见，

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除了讲究格律外，诗境与意境、情与景、具象与抽象、主体与

客体的有机融合”，“在表面的平韵中暗动着跌宕起伏，流淌着诗人的喜怒哀乐”，“唱



出词人的豪迈气概”，“更重要的是別出心裁的构思和新颖的表現”，“特别强调古诗词

创作一定要有感而发”。 主讲人与作者展开热烈互动，作者们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 

    本次讲座还邀请了中华大词派主席吴亚卿、加华笔会名誉会长桑宜川、加华笔会编委

王志光、前议员文友李灿明、加华笔会会员李天行和马菁慧作为点评嘉宾。嘉宾们均做了

精彩的点评。点评文章附后。 

与会者踊跃发言，文友们受益匪浅。吴亚卿、卢干进、邵丽、俞孟良、胡仄媛等师友

还特意写词祝贺获奖者，这无疑给本次讲座增添了惊喜。主持人韩长福还引用了苏东坡的

《赠刘景文》来结束本次诗词赏析：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

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加华笔会文学讲座第 6期完美收官。 

 



本次讲座赏析的笔会会员 8首诗词佳作： 

 

1微言的《鹧鸪天·嫦娥（五号）归来》（获第五届“诗词中国”创作大赛二等

奖）。 

 

     



2冯玉的《水调歌头·华工英魂祭》》（获第五届“诗词中国”创作大赛三等奖）。 

 

 

 



3 芦卉的《昭君出塞》 

 

 

 



4谢孝宠的《渔歌子 • 次韵》，中华大词派主席吴亚卿教授《辛丑秋祭两浙词人祠堂》 

 

  



5 陈良的《春词》 

 

 



6刘明孚的《虞美人·咏光霁祠莲塘》 

 

  



7文质彬彬的《水龙吟·黃河情思》(获第四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二等奖) 

 

 



8张士方的《一剪梅·韵城秋咏》 

 

 



附：嘉宾发言 

 

中华大词派主席吴亚卿 

 

   大家好，我受谢孝宠先生推举，应邀作为加拿大大华笔会主办首次网络传统诗词讲座

的嘉宾，首先要代表大词派主席团，对大词派海外团队暨加拿大大华笔会三位诗人新近在

诗词中国创作大赛中获奖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亦对今天应邀参加这样的云端聚会表示由

衷的感谢！你们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诗词文化

这一国粹，作了许多积极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是对祖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很大贡

献。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加强合作，取长补短，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表示我对何显先生、沈家庄先生与冯玉女士此次获得诗词中国创作奖的祝贺之

情，我填了一首《思佳客》词：海外传来捷报声，华人到处意纵横。两篇双调词情茂，一

首七言诗句清。弘国粹，壮吟旌。千秋风雅耀寰瀛。无穷魅力催新作，鹏翼扶摇万里程。 

    “两篇……”即指何显先生的《鹧鸪天》与冯玉女士的《水调歌头》，“一首……”

即指沈家庄先生的七绝《庐山纪游小天池》。各以一个“茂”与“清”概括之。当然亦可

作互文见义来理解，即三首作品“词情茂”与“诗句清”乃兼而有之。下片以“千秋”表

中华国粹一脉相承时间之长，以“万里”表诗人及其作品流播空间之广。而“无穷魅力”

正是诗词这一国粹之所以历久弥新之重要原因。 

    此外，刚才主办方还展示了我与谢孝宠先生《渔歌子•辛丑秋祭两浙词人祠堂》的唱

和之作。两浙词人祠堂位于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之秋雪庵，系专门用于每年祭祀历代

词人之圣地。欢迎海内外各界文人雅士前来瞻仰，缅怀词苑先贤。 

祝各位身心愉快！创作丰收！谢谢大家！ 

 

 
 



旧瓶装新酒，佳酿散芳香 

 

——加华笔会荣誉会长桑宜川 

 

    各位文友下午好！前几天大华笔会冯玉会长来微信，说是 11 月 6 日将有一个诗会，

其中有几位温哥华文友的诗文，在国内举办的第五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中获

奖，邀请我作为嘉宾，为其做点评。在下愚钝，说点评不敢当，只能说是拜读大作的读后

感。 

温哥华这个地方真是人文荟萃，竟有这么多的中国传统诗歌爱好者，而且创作十分活

跃，佳作频出。在以上述及的大赛中有何显、沈家庄、冯玉三人获奖就是佐证。何显填的

一首《鹧鸪天》，选取了去年底国内发生的一个科技大事件，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飞天为

主题，以此取胜，荣获二等奖，可谓合为时而著。 

    撇开诗歌评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这首词本身不仅写得很有文采，而且古韵十

足。鹧鸪天是常用词牌名之一，又名思佳客、思越人、醉梅花等，始兴于宋代，双调五十

五字，前后阕各三平韵，一韵到底。上阕第三四句、下阕第一二句一般要求对仗。宋代词

人使用该词牌创作者不少，流传下来很多名篇，比如苏轼、晏几道、辛弃疾、陆游、张弘

范、聂胜琼等大诗人，都是后人在传统诗歌创作时效法的榜样。例如何显在诗文里上阙开

篇吟唱道：“一念飞升悔断肠，广寒寂寞画屏凉。鹧鸪天的填词要求“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就对句来说，“一念”对“飞升”，是仄仄对平平，“广寒”对“寂

寞”，是平平对仄仄，这就是对立。何显用词的平仄恰到好处，符合这首诗词的音韵。下

阙里的前二句“乖玉兔，醉吴刚，酒阑筵罢理行装。”与鹧鸪天的词牌的音韵要求“平仄

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相对照，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毛病，连阴平和阳

平都兼顾到了，我细读了这首诗，感到作者何显对平仄关系把握得很好，由此可见他的功

力不浅。 

    从遣词造句开看，何显在这首诗里采用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里的常见表达方式，例如

“断肠”，“广寒”，“忽闻”，“酒阑”，为这首诗平添了不少古风，增加了文学色

彩，而且运用得自然流畅，这些都是加分的元素。作者巧妙地将当下的人造月球探测器飞



天与“玉兔”，“吴刚”等民间传说相结合，营造出了一种别样风情的文学意象，与本人

多年来在古典诗词方面的研究与造诣分不开。谨此祝贺何显兄，这首诗获得二等奖，可谓

名至实归。 

    这次诗歌大赛，大华笔会会长冯玉的《水调歌头·华工英魂祭》荣获三等奖。我们知

道，水调歌头也是一个词牌名，又名“元会曲”等，双调九十五字，前段九句四平韵，后

段十句四平韵。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变体。我们所熟悉的有苏轼的 《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有，把酒问青天》等绝句。冯玉的《水调歌头·华工英魂祭》写得不仅文意流畅，平仄

关系也拿捏得很到位，而且洋洋洒洒，文采斐然，把读者带入了一种历史沧桑的时空，仿

佛有不可承受之重，让我惊叹这样的隽永文字竟然出自一位女性手笔。冯玉选取了加拿大

太平洋铁路的历史背景作为水调歌头的主题，既有加拿大历史的古意，又有当下的新意。

这段历史是每一个加拿大华人应当记取的。这让我想起了五年前，我与加拿大中华邮币学

会同仁曾在唐人街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竣工 130周年的大型历史图片及

实物展览，五月份历时整整一个月，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剪彩仪式，三级政府均派代表前来

出席，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不少中小学还由老师带队，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后来统计参

观者人数超过万人，这是近年来在加拿大本土上唯一的一次大型纪念活动，英文主流媒体

纷纷报道，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与佳评。 

    由此可见，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竣工对加拿大的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一个国家的历史

有很多种书写方式，而用一条铁路来书写历史的，加拿大乃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段历史的

美好与丑陋，光荣与耻辱，血泪与欢笑就如此近距离的对视着、述说着、和解着，成就了

今天的加拿大。冯玉的这首《水调歌头·华工英魂祭》用诗词的语言，超越了政治偏见，

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抒发自己移民枫叶之国后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认同，可谓浓缩了这

一重大历史场景，哀壑、古雪、天堑、寒木、绝壁、隧道、路轨、里邑、虫沙、骨槁，青

史永流芳。该有的文字，该有的意象，该有的历史片段，都有了。 

    我读过不少纪念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竣工的诗文，我想说，冯玉的这首诗乃是其中的上

乘之作，旧瓶装新酒，佳酿散芳香，这次获奖应是当之无愧，也借此机会表示祝贺与敬

意。 



 

加华笔会编委王志光 

谨以两篇感想祝贺微言老师和冯玉会长佳作获奖。 

微言的《鹧鸪天.嫦娥（五号）归来》： 

 

一念飞升悔断肠，广寒寂寞画屏凉。忽闻游客来乡梓，舞袖迎风喜欲狂。乖玉兔，醉

吴刚，酒阑筵罢理行装。好携月壤归华夏，夙愿千年得所偿。 

    传统诗词，除了讲究格律外，诗境与意境、情与景、具象与抽象、主体与客体的有机

融合格外重要，是考验诗人功底的试金石。《鹧鸪天.嫦娥（五号）归来》是一首十分绝

妙的小令，其妙处在于情景交融、主客体暗换。上阕一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

衣裳”之喜极而泣，幻化为“忽闻游客来乡梓，舞袖迎风喜欲狂”的孤而生凉的嫦娥之狂

喜心境。偷吃也好，被逢蒙追迫也罢，吃了长生不老药而升天的嫦娥在无边的广寒宫中空

望人间红尘，度过了千百年的孤寂，突然迎来了故乡的客人，其心情的跌宕起伏全然在想

象之中。下半阙中，主客筵席方罢，诗人却巧借同名，暗中将彼嫦娥置换为此嫦娥（五

号），主人送别客人返乡归去，借此欢呼庆贺嫦娥登月火箭发射和返回成功。这种主客体

的暗换起到了主客不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机地融合成一体。谁能否认嫦娥（五

号）的回归不也是天上嫦娥盼归的千年夙愿呢！一首一气呵成的小令将归去来兮的嫦娥

（五号）的具象化为抽象的神话嫦娥，不能不叹服微言深厚的诗词功底和其随心所欲变换

主客体而达到双喜的戏剧效果。微言对传统诗词创作的求臻令其诗作匠心独具，不仅反应

在诗境与意境的完美结合，也表现在其手法的不断创新，此首小令便足显其孜孜以求的初

心。 

    冯玉的《水调歌头·华工英魂祭》：  

    哀壑惊千尺，古雪叹苍茫。 落基山脉天堑，寒木蔽天光。筑路东西通贯，征得华工

过万，勤力世无双。一别家山后，万苦抵加邦。 



     攀绝壁，凿隧道，建桥梁。血凝肉铸寸寸，路轨浸悲怆。里邑情亲梦老，异域虫沙

骨槁，回首泪千行。碑立载功绩，青史永流芳。 

    自古碑文多溢美，或颂扬圭臬，或讴歌巨擘，或仅仅是逝者为大之故，无非都是彰显

某种精神以示后人，多有夸张之词。冯玉的《水调歌头·华工英魂祭》实为一篇歌颂华工

的碑祭，是一首实至名归的好词。好在写实却不泥实，仅用不足百字便将华工的英雄群体

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将之呈现在加拿大建国宏图画卷。这归功于诗人文字功底。上阕仅

仅三个形容词哀、古、寒，便将华工面临的荒芜而令人生畏的落基山艰苦环境勾勒出来，

反衬出华工披荆斩棘、逢水架桥、凿洞铺路的艰苦卓绝，为加拿大联邦建立做出的至伟贡

献。下阙过门三句，诗人摈弃形容词造就的静态，而以三个动词攀、凿、建做成了一幅三

维动态情景，瞬间将华工献出血肉之躯的悲壮重彩在加拿大史书上。这种血凝肉铸的不仅

仅是泛太平洋铁路，更是丰伟的华工群体形象。一个回首，一群移山的愚公在开辟新天

地；一个前瞻，一座丰碑传颂伟大的中华精神。值得称道的是诗人惯用平韵来表达一种内

涵的情致。一首水调歌头若西皮流水，畅然若水，在表面的平韵中暗动着跌宕起伏，流淌

着诗人的喜怒哀乐。这既归功于其诗词和文字功底，更凸显了她那种内在富有张力的韵

致。全词一气呵成，一韵到底，散发着诗作的瑾瑜柔辉和沁人素馨，彰显出她多年修炼的

正果，还有女性方有的细腻、温文尔雅和隽永。 

 

前议员文友李灿明 

    韩长福先生您好，大家好！谢谢张士芳老师邀请我参加今晚的讲座，见到很多熟悉的

面孔。今天我是来学习的。我有兴趣写诗词是最近几年的事，做对联也只有十年。各位老

师的发言都很精彩，嘉宾桑宜川和王志光老师对作品的赏析很好，我同意他们的分析。 

    微言老师的获奖作品《鹧鸪天.嫦娥（五号）归来》，将传说和当今的事融合在一

起，说事流畅，用字恰到好处，最后两句“好携月壤归华夏，夙愿千年得所偿”语带相

关，“月壤”音与“月酿”同，“得所偿”音与“得所尝”同。于是既携月球的土壤回

来，也携月亮的酒酿回来。夙愿得偿也得尝。嫦娥及行装与太空船一起归来，绝配。 



    冯玉女士的获奖作品《水调歌头·华工英魂祭》也很精彩。将华工在加拿大艰苦建筑

路这段历史，通过这首词充分地表现出来。我们需要更多作家将华人在加拿大的精力记载

写作。主流社会对华裔在加拿大的历史记载不多，不单在建筑铁路方面，还有在农业、林

业和社会方面。我家祖父便是在 1913 年付人头税入境在原住民保留区服务的，这类的历

史很多。希望将来见到更多有关加拿大华裔历史的作品。 

其余的作品也写得很好。文质彬彬老师的《水龙吟·黃河情思》气势磅礴，景磅礴，

情也很磅礴。张士方的《一剪梅·韵城秋咏》，描写秋天的情景也发挥得很好，带霜的金

红叶，特别表现出北美的风情。最后再次感谢邀请，令我这次受益良多！谢谢！ 

 

加华笔会会员李天行     

    讲座邀请我作嘉宾，不胜荣幸，谢谢了。很惭愧我没写过几首诗，只是有兴趣欣赏和

学习。祝贺几位会长在全球诗词比赛获奖。愿借此机会说几句感想，说的不对，请大家批

评。 

    文学作品能否打动人，（除了必须的文字功底）首先在于立意。 

    微言老师的《嫦娥归来》先以神话的寂寞嫦娥开篇，“舞袖迎风”喜见乡梓来客，后

以飞船嫦娥“好携月壤归华夏”作结。两个嫦娥合二为一，“夙愿千年得所偿”。 

    冯玉老师写华工筑太平洋铁路，“哀壑惊千尺，古雪叹苍茫”。“攀绝壁，凿隧道，

建桥梁。血凝肉铸，寸寸路轨浸悲怆。”扣人心弦。 

    与匈奴和亲，让边疆平静了五十年。如果世界上各民族世世代代“和亲”，相信程宗

慧老师的“寒星寄意笳声远”，应成千古绝唱了。 

    陈良的雀儿，是诗人的化身，飘雪之后，“一痕一爪写春词”，多美的意境。 

    刘明孚咏莲，写藕，写花，写叶，写莲蓬，“雨浇风打”，“清影任回眸”，“濂溪

自若从中笑”。 



    文质彬彬以《水龙吟》发“黄河情思”，珠联璧合。“母亲热血，炎黃流淌”，“翻

卷，雷鸣，倒海，排涛，”“沙泥淘尽，狂奔东向”！ 

    张士方的秋歌，“四时天变莫须愁。霜叶金红，胜过春朝。”“仰读群星，烹茶代酒

和高吟”，唱出词人的豪迈气概。 

我想起美术界的一个讨论，画匠与艺术家的区别。画匠技法娴熟，无懈可击，可是没有自

己的创造与独特的语言。而艺术家除了出色的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別出心裁的构思和新

穎的表現。我想，各门类艺术本质是一样的。模仿者也可以博得很多掌声，甚至可能广开

财路。然而如果想要更上层楼，那是另一回事了。 

 

加华笔会会员马菁慧 

 

    感谢张士方老师的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讲座！分享的八首古诗词作品都非常精彩，尤其

是获奖老师们的作品，出彩，动人，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我个人前些年虽然创作了一些

古诗词作品，但总的来说还处于探索和学习的阶段，谈不上有多少经验。要说的话就是一

点心得而已，而这些心得也几乎是前人说了无数遍的东西，属于老生常谈了。比如要熟读

古诗词，要立意明确，要饱含深情。我今天想特别强调的是古诗词创作一定要有感而发。

我想举的一个例子是南唐后主李煜。李煜出身于帝王之家，学养是很深厚的。他的前期的

作品遣词造句也都非常精美，但总让人感觉缺少了什么。其实缺少的就是动人的力量。真

正焕发出异彩的是他亡国以后的作品。那种强烈的感情力量成就了一代词帝。所以我对此 

感触特别深，我想这也是我们古诗词创作最后的境界所在吧。 

 

读微言获奖作品《鹧鸪天.嫦娥(五号)归來》，漫议其成功之一二 

加华笔会荣誉副会长芦卉 

成功之一 ，立意新巧，想象丰富。唐李商隐著名的《嫦娥》诗 ：嫦娥应悔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心。说的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的故事。词作立足于现实的探月工程联

想到月中嫦娥居于广寒深宫日夜思念家园的情景，作者思通万里驰骋想象，贯穿古今。作

者匠心独运，精心编织了一个月宫中的故事：嫦娥孤独寂寞度日如年。忽闻乡梓来客，迎



风舞袖欣喜若狂 ，继而召唤吳刚和玉兔打理行装返回家园 。千年夙愿如愿以偿，情节紧

凑，步步推进，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   

成功之二，结构完整，层次井然，表达集中凝炼。该词仅五十余字，一阙小令，巧妙

地安排了几个精彩场面，令人如临其境：主人公因故园来客意外惊喜而翩翩起舞，设宴置

酒宾主相庆吴刚醉酒，伶俐乖巧的玉兔殷勤陪伴。皆大欢喜其乐融融。然后召唤吳刚玉兔

收拾行装转回家园。嫦娥由寂寞天宫到喜迎來客到作别广寒返回乡梓。这三段式的情景描

述足以演绎成一幕情景喜剧，叫人美不胜收。“好携月壤归华夏，夙愿千年得所偿”，嫦

娥探月园满成功。这一结局，凸显了主题。词作对比鲜明，首尾照应；情节跌宕起伏，形

象描写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最后说说语言，没有说教陈言，没有古拗生僻的成语典故；语言质朴淡雅，音律铿锵

和谐；通篇如聊家常，平易亲切，娓娓道来，雅俗共赏，因而易读易记。(我读了几遍已

能熟读成诵了，这也许是作者的成功之处罢)       

学者、作家阿浓先生说：微言有才；微言有情；微言的识见亦自不凡 。(见阿浓

《才，情，识见---微言<青草集>序》)。微言今次获奖实至名归：为时而作，为事而作，

的确才情兼备，识见不凡。钦佩、盛赞、激赏！期待微言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与我们分享。 

 

     



部分作者的发言： 

     

《鹧鸪天·嫦娥（五号）归来》作者微言 

 

    拙作侥幸获奖，感谢各位方家、文友的祝贺、鼓励。我的水平其实平平，这次消息传

来，确实有点意外，也因此做了点反思、总结。我的体会是： 

    1、诗词创作和写文章一样，要有“动机”、激情，就是说有冲动，想写。我近两年

基本不怎么写了，但是听到嫦 5 成功的消息后确实有一种冲动，想写点什么，这也算是

“为时而作”吧。 

    2、有了写作的冲动，就是怎么写的问题（因为主题已经确定了），或者说立意的问

题。写诗词最重立意，这也是老生常谈，但自己过去体会不深，通常都是先想到一个句

子，觉得不错，然后围绕它去生发铺陈，敷衍成篇。这次开始也是如此，写了几个草稿，

发现意境太一般了，完全无法体现嫦 5 成功对我情感的激发，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不落窠

臼的表述。虽然这样想，但是前人的影响其实无处不在。像李商隐的诗，毛泽东的词，写

嫦娥是绕不过去的。怎么样做到“善翻古人意”？这确实困扰了我好几天。后来我就想

到，我们庆贺嫦娥 5号成功，都是站在地球人的角度。可是既然我们的飞船叫“嫦娥”，

那么，如果月亮上真有嫦娥，她会怎样反应呢？寂寞千年，忽有家乡来客，岂不欣喜若

狂……？这个思路出来，后面就比较顺了，就有了迎客、宴客、“返乡”这样一个人间

“他乡遇故知”最常见的场景设计，只是把它搬到月亮上去了。 

    这首词创作的过程大致就是这样，剩下就是一些“技术”问题了，不赘述了。欢迎大

家的批评。 

 

《水调歌头·华工英魂祭》作者冯玉 

 

    冯玉会长简短介绍了《水调歌头·华工英魂祭》的写作背景，这首词写于 2017 年，

是为祝贺加拿大建国 150周年而写。当时与微言会长及几位理事一起刚完成了一个四幕舞



台剧《华人之光》剧本，反映早期华人移民在加拿大的奋斗历程和对加拿大的贡献。当时

查阅了相关历史资料，感动于当年 17000 名华工在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时经历的艰险困

苦流血牺牲的那段艰苦卓绝而又堪称悲壮的历史。2006 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国

会山庄用粤语就当年的人头税和 1923-1947年的中国移民禁令进行郑重道歉时，提到了华

人在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如果没有华人工人的参与，就不

可能有今天的加拿大。”BC 省府在耶鲁镇、唐人街等地为筑路华工修建了纪念碑。这首

词就是写当年筑路华工参与修建太平洋铁路的那段悲壮历史和对加拿大的特殊贡献。    

 

《虞美人·咏光霁祠莲塘》作者刘明孚 

 

我的这首词是在 2016 年 5 月填的。我只是诗坛上的一个新手。在现在更名为《菲莎

诗社》的微信群里学诗。在学中干、干中学中请教群里老师。我常把自己比作“小萝卜

头”，因为既不是出身书香门第，也没有什么基础。在习作中常得到多位老师的教导。如

王志光老师给予的肯定，说我立意较佳，给了我再往前迈一步的力量；冯玉老师花了几个

小时的时间在网上指导，帮我修改一首七律。沈家庄、程宗慧、微言、陈良、冯玉、马菁

慧、芳洲客等老师的作品都为我提供了学习的食粮。我的点点长进与老师们的指教和提携

是分不开的。我填《虞美人》时的设想是上阕写荷的自然属性；转到下阕后融入北宋理学

家周敦颐的《爱莲说》的的核心；在结尾处用“回眸”映衬对美德的向往。感谢今天的讲

座把我的作品与大家分享，感谢张士方老师的精心解析。  

 

《水龙吟·黃河情思》作者文质彬彬 

 

这是三年前的旧作。曾有不少读者留言点評：1.欣赏文质彬彬的《水龙吟/黃河情

思》，下笔不凡，气势磅礴。作品韵律舒展流畅，意境超脱豁达，豪情逸志，溢于言表。

景致辽阔宏大，语句意气风发。展示了作者豪放的风格；诗风豪放，大气磅礴，寓意深厚! 

厚重大气，刚健意丰，震撼人心！句雅韵谐，笔墨爽健，气韵生动，描叙出色，出黄河磅

礴九曲奔流情状鲜活，融中华情结文化底蕴见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