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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景祥诗词审美价值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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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景祥诗词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热情赞美和不懈的追求，对丑恶行径的无情鞭达；作品通过精心取景、细致敷色和
别具匠心的安排，呈现出一种“诗中有画”的绘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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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景祥于１９４９年出生于风景如画的益阳桃花
江畔，１９７３年毕业于湖南师院艺术系美术专业，现
为湖南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景祥擅长工

笔画、写意花鸟画及水彩画，喜爱古典诗词。长期

的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浸染与家学熏陶，使曾景祥

成长为一个满腹诗书、气韵儒雅———诗、书、画、论

四者兼通的博学奇才。其画作被国内外不少收藏

机构或收藏家高价收藏，其论文在多家权威报刊杂

志发表，其诗词作品脍炙人口，为方家所称道。本

文拟对曾景祥诗词作品的审美特征作一提要勾玄

的简单论述，以尽抛砖引玉之功。

一

据不完全统计，曾景祥的诗词作品约为５０余
首。其功用约为三种：一是题画之作，如２００３年题
于《咏梅》画作上的《卜算子》：“帘外一枝斜，雪里

阳春到，淡著烟霞万朵开，装点千般俏。拂拂东风

吹，花讯频频报，一年流逝叹匆匆，莫把春抛掉。”二

是自娱之作，如：《老矣》“请君莫誉面如童，六十三

龄一老翁。犹似秋枫霜冻后，愈趋衰飒愈显红。”三

是应酬之作，如《破阵子·为刘桂芳进修汇报展序》

“探奥何辞路远，离家毅上金陵。夏枕骄阳冬卧雪，

朝绘晨曦暮写心，碧血炼丹青。疆法构思立异，勾

皴敷色标新。充实空灵都在理，涂横抹竖总传神，

天趣自然成。”从题材的角度看，曾景祥诗词约可分

六大类：一是写景，如《苗寨春暮》：“窗灯点点连霄

汉，剪燕双双对月眠。日暮归途匆匆客，朦胧天际

袅袅烟。”二是咏物，如《咏白梅》：“清新铁骨见谁

同，守素抗冰自有神。傲向高山寒石立，英雄气概

美人同。”三是记事，如《初夏游桃花江》：“万木葱

茏花未阑，踏青湘女笑声繁。罗裙不解东风意，也

学柔技戏幼蝉。”四是赠答，如《赠友人》：“东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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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无穷阔，四季风光各不同，莫道书生无雅量，周天

寒暑一胸容。”五是寄情，如《急催玉曲·盼》，青山

在，绿水在，倩影不在。风常来，雨常来，冤家不来。

春去愁不去，花开心不开。恍惚里，窗前坐定，两眼

发呆。但愿他如东方曙色送光来。”六是抒怀，如

《梦江南·六十抒怀》：“霜侵鬓，红叶灿金秋，伏枥

嘶空途正远，飞龙舞凤笔方遒，诗画铸风流。”

二

诗歌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

特点两个方面。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诗歌的审美

价值就在于赞扬美好事物，鞭挞丑恶行为。就如

《毛诗正义·序》中所说的：“夫诗者，论功颂德之

歌，止僻防邪之训。”［１］２６１也就是说，如果诗歌的思

想内容能够做到赞扬美好事物，鞭挞丑恶行为，这

样的诗歌就具有了审美价值。曾景祥赞美社会正

能量的诗词如《母魂》：“狂车霎那飞横祸，肆虐群

童众恐慌。忘死舍亲行大义，德扬五岳谱华章。”全

诗歌颂了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母亲杨应君。杨应

君带着６岁的女儿行走在大路上，突然一辆失控的
大卡车从坡上飞奔直下，而马路旁边正有５个小孩
在玩耍，面对飞奔直下的卡车，５名小孩全都惊呆
了，不知所措。这时，杨应君奋不顾身扑上前去，费

力推开了５个小孩。５个小孩得救了，但大卡车却
将杨应君撞成重伤，并将她６岁的爱女不幸撞死。
面对舍己救人的杨应君，诗人心灵上感到了极大的

震动和钦佩，于是写下这首赞美杨应君的《母魂》。

诗的前两句概写了车祸的惊险场面，后两句直抒胸

臆，抒发了诗人对杨应君忘死舍亲，奋不顾身救人

义举的由衷赞佩。全诗起到了很好的“论功颂德”

的作用。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常常是“长短相

形，善恶并存。”故《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

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

随。”［２］因此，曾景祥的诗词秉承中国诗教“兴”

“观”“群”“怨”的传统，［１］２５２５对社会上的邪僻不端

之举也进行不同程序的鞭挞和讽刺。如《杂感》：

“花开花落年年有，天暖天寒岁岁同。只有人心多

变数，时而西去时而东。”全诗用“花开花落”“天暖

开寒”年年岁岁都相同的能够令人掌握的自然规律

来起兴，以引起人们对“时东时西”令人难以观察的

“变数人心”的鄙夷，鞭挞了人心不古的不良的社会

风气，起到了很好的“止僻防邪”的作用。

总之，翻读曾景祥的诗作，处处充满了激动人

心的正能量，表现了一个新中国培养下茁壮成长的

老教授的生命意趣、磊落情怀和独特精神。

曾景祥出生于农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的

人生道路，就象新中国的成长一样，虽然经历过一

定的挫折与磨难，但更多的是平坦和顺利。正因为

如此，在曾景祥的诗词中，总是充满着积极健康的

正能量，充满着生机勃勃的明亮图景，充满着向上

进取的希望和信心。如他的《梦江南·六十抒怀》，

虽然自己已是“霜侵鬓，”进入了老年，但人生仍如

在金秋之际的阳光中灿烂地闪耀着金光的红叶。

就象杜牧《山行》中所描绘的那样：“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金秋经霜的红叶，灿如云锦，

烁如红霞，它比江南二月的春花还要火红，还要艳

丽。诗人正是借助濒临老境的秋天红叶意象，来象

征自己已近６０的年华。诗人没有像一般的封建文
人那样，在象征老年的秋季和红叶到来之际，悲伤

叹息，而是通过红叶的红色，看到了红叶如春花般

的生命张力，看到了秋天如春天般的绚丽多彩和生

机勃勃。词的前两句，表现了诗人豪爽向上的年轻

俊拔之气，这正是诗人正能量的难能可贵的有力表

现。然而，诗人更进一步地借用曹操《步出夏门行》

（龟虽寿）的典故来表露自己虽近老年，但仍积极向

上的进取之心。“伏枥嘶空途正远”化用曹操“老

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表

明自己虽然已近６０，但仍然是一匹日行千里的追风
良骥，即使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

驰骋千里的豪情。有志干一番事业的人，即算是已

近晚年，但一颗追求上进的勃勃雄心永远也不会消

沉，一种对宏伟理想的追求永远也不会停息。诗人

还要继续自己的绘画事业，“飞龙舞凤”，用诗和画

来铸造人生永远的风流。全词充满了健康向上的

阳刚之气，充满了乐观自信的豪情壮志。读着曾景

祥这样的诗词，什么浮生若梦，什么老之将至，什么

及时行乐，统统见鬼去吧！读曾景祥这样的诗词，

心中只有壮怀激烈，只有慷慨高歌，我想，这就是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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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祥诗词震憾人心的力量，这就是曾景祥诗词最大

的审美价值。

三

从艺术特点来看，诗歌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它能

给人们带来别具一格的审美感受。曾景祥的诗词，

其最大的审美特点是绘画美。曾景祥是我省著名

的画家，其主要的工作是绘画和绘画教育，诗词创

作不过是曾景祥的业余爱好。但正因为曾景祥的

画家身份，使得他的诗词创作具备了一种不同于一

般诗人的罕见的绘画美。最能表现这种绘画美的

诗词，就是他的写景佳作。无论是“峭壁层林染，通

天亦有桥”（《石峰》）的雄奇壮观的景象，还是“轻

风动柳日西斜，鸟叫蝉鸣闹喳喳”（《夏风》）的幽静

的自然物象，曾景祥都能以画家那种对大自然的敏

锐感受，抓住自然景物的声音、动态和色彩，采用素

描或刻画、敷色的方法，将所要表现的自然景观和

物象准确地表现出来，形成一种独有的绘画美。如

《苗寨春暮》：“窗灯点点连霄汉，剪燕双双对月眠。

日暮归途匆匆客，朦胧天际袅袅烟。”全诗四句，描

写了四组自然景物。首句点题，描写苗寨景观。苗

族人是聚族而居，依山建屋，屋屋相连，直到山峰。

在暮色降临之时，远望依山而建的苗寨窗中射出的

灯光，仿佛是直达霄汉的点点繁星，凡是去过贵族

西江千户苗寨的人，就一定会感到诗人的取景之

准。第二句用拟人的手法描写房檐下成双成对的

燕子，在月光下相拥而眠进入梦乡。第三句描写暮

色中匆匆而归的羁旅之客。尾句写暮色之中，朦胧

的天际飘着 袅袅的炊烟，是苗乡人在准备自己的

晚餐了。全诗四句，紧扣题目苗寨春暮，“首句点明

苗寨，次句“剪燕”点明春天，“窗灯”“日暮”“朦

胧”点明暮色。”四组自然景观和物象组成一幅恬静

的苗寨春暮图。取景之准确，描景之细致，不是画

家很难达到这样的绘画效果。闭上眼睛，欣赏这首

诗，你仿佛看到一幅精美的苗寨春暮图。这就是诗

人通过色彩的处理，明暗的变化以及准确的刻画所

达到的艺术效果。诗人通过绘画的元素把他所描

绘的形象带进到一个立体的空间，使他所描绘的形

象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立体形象，正是这种可以感知

的立体形象带给欣赏者独特审美愉悦。

最能体现曾景祥诗作绘画美审美特色的是其

诗作中对色彩的娴熟运用，这一点是作为水彩画大

家的诗人最擅长的技巧。如《秋韵》：“十月湘江漾

碧波，鱼翔浅底畜栖坡。微风岭上摇霜叶，喜鹊枝

头奏凯歌。”和《苗寨春暮》一样，诗人同样选择四

组秋天的典型景物来表现作者所要表达的“秋韵”。

而在表达“秋韵”主题时，作者对色彩的搭配是非常

讲究的。首句描写碧绿的秋水，秋高气爽，雨水无

多，故秋水碧透清澈。次句写鱼翔浅底，牲畜栖坡，

采用黑白两色，对比鲜明。三句描写秋天特有的景

致经霜的红叶。尾句写伫立枝头的喜鹊，也是黑白

色彩相间。四组景物通过色彩的调配，赞美了明净

澄洁的“秋韵”之美，也抒发了诗人当时那种心旷神

怡的感受和清明澄净的胸怀。我想，这就是曾景祥

诗作独特的审美价值之所在。

综上所述，曾景祥诗词的审美价值，就在于他

在诗中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热情歌颂和不懈追求，

对丑恶行径的无情鞭挞，显示了中华民族诗教的优

秀传统。更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在表现自己的爱

憎好恶时，运用了自己作为一个画家对生活的敏锐

感受和绘画技巧，通过精心取景、细致敷色和别具

匠心的安排，使自己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诗中有画”

的绘画美感，而达到一种栩栩如生、形神俱备的空

灵境界。而正是这种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所呈

现出来的审美价值，使得曾景祥的诗词创作，犹如

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在中国传统诗词艺术宝库中

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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