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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有所得读有所得

朱向前教授新出了一本研究毛泽

东诗词的专著《歌未竟，东方白——毛

泽东诗词 25 首精赏》，为我所重。从

诗词入手研究毛泽东，似乎很容易，从

牙牙学语的童子到白发苍苍的老者，

哪一个不能张口就来几句毛泽东的诗

词名句？然而，这样一本书出自朱向

前之手，就需要认真对待了。

朱向前做研究，从来追求的都是

个语不惊人死不休。13 年前，他出版

过用功 10 年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专著，

书名自谦地起成《毛泽东诗词的另一

种解读》。这样一本书，已经让他成为

研究毛诗的翘楚。如无自信满满，抛

出来必定有新发现、新表达，朱向前是

不会炒一盘剩饭的。

初读朱向前的这部新作，已觉不

同凡响。再读，便知道他是想为毛泽

东 诗 词 研 究 这 门 学 问 盖 个 棺 、定 个

论。此书“导言”，便显出朱向前在这

方面的雄心。他说：“在我看来，毛泽

东堪称千古一人，他一辈子打下了两

座江山——在马背上得天下的同时，

又用如椽大笔打下了一座文化的江

山。如果说，大气磅礴、瑰丽多姿的诗

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文章和风姿

卓异、出神入化的书法构成他的文化

江山的三大支柱，那么，诗词无疑是他

文化江山中的高峰。”

朱 向 前 对 毛 泽 东 诗 词 的 这 个 评

价，是从“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

国”这个事实、从有华人处有毛诗词

这个事实出发，是经过对毛泽东诗词

的两个比较研究，是分析了毛泽东诗

词的三个特点后，得出的基本判断。

朱向前进一步讲出这样掷地有声的

结论：“毛泽东是千古第一流的诗人”

“毛泽东是古为今用的大师”“毛泽东

才真正在诗词中完美地呈现出诗史

合一”。

这是我理解的，朱向前穷十几年

之功，著这样一本书的第一层意义：

为毛泽东的诗词在历史长河中做个

定评。豪放不输李苏辛，婉约虽略输

李后主，但李是个不称职的皇帝，历

代 帝 王 诗 和 毛 诗 根 本 没 有 可 比 性 。

细读书中朱向前这几方面的详细比

较研究，我是基本上赞同朱向前的结

论的。毛泽东已经去世 45 年，在亿万

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依然是敬爱的伟

大领袖和导师，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

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

人。今人，或者后人，看被传唱几十

年的毛泽东诗词，自然都有了客观中

肯的平常心。我们今天看初唐四杰

的王勃，只会惊叹他在《滕王阁序》里

呈现的千古一见的才华，而会忽略他

后 来 竟 然 无 端 剥 夺 他 人 生 命 的 事

实。我们今天诵读杜甫在成都吟唱

出的美轮美奂的诗句，只会感受到他

对天下人的悲悯，而不会计较他对当

时自己的供养人的冷酷无情。人是

复杂的存在，伟人更复杂一些。不能

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

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

归咎于个人。我可以进一步讲，随着

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认同朱向前对毛泽东诗词所做出的

结论性评判。

朱向前做此书更深一层的用意，

在我看来是想用诗词来解读毛泽东这

样一个人。

我曾经这样描述过我眼中的毛泽

东：“毛泽东在过去的一百年，乃至今

后的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是

认识中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毛

泽东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开辟了

一个崭新的时代，毛泽东重铸了中国

人的自信心，重新建构了中国人的心

理世界；毛泽东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和思想方法，甚至改变了中国人

的表达和交流形态。他的这些丰功伟

绩，是无法抹杀的。”（见《奇文一出动

天下》，载《光明日报》2008 年 4 月 18

日）

十几年后，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没

有丝毫的修正和改变。毛泽东属于中

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

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

因此，我也更加看重朱向前研究毛泽

东诗词时，对毛泽东这个人的全面挖

掘和呈现。在这本书里，朱向前还披

露了毛泽东对自己所写诗词的态度，

有的词，他几乎修改了大半生。诸如

此类的史料性披露，我以为也是极有

意义的。本书这方面的价值，也让它

与一般诗文赏析著作拉开了不止三舍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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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未竟，东方白——毛泽

东诗词 25 首精赏》，东方出版社

2021年 9月版。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

开幕式上，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在对

作家艺术家的要求中，习主席特别强调：

“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立德树

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

铸己。”为此，广大有使命感、责任感的文

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

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

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

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

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这是习主席 7 年前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基本精神的延续和拓展。这

些年来，习主席多次对文艺工作者提出

谆谆告诫，将其归结到一点，就是文艺工

作者如何立德树人的问题。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

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对文艺工作者来

说，摆在第一位的就是立德树人。正人

须先正己，自己立身不正，就不可能教育

别人。铸魂培根，什么是文艺工作者的

根？毋庸讳言，那就是立场，看你站在什

么立场、为谁说话。毫无疑问，一名把马

克思主义文艺观植根于心的文艺工作

者，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任何时候都要以

弘扬时代主旋律为己任。若没有牢固坚

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想信念，文艺创作就会脱离人民，成

为无根的浮萍。

所谓魂，即灵魂，就是一个人的理想

信仰。一名合格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

远大理想和抱负，应该用己所长为党、为

国家、为军队、为人民服务，应该对我们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抱定百倍信心

并努力奋斗。

立德树人、铸魂培根，是党对文艺工

作者的一贯要求，也是党在文艺领域与西

方敌对势力争夺话语权的一场严峻斗

争。西方敌对势力鼓吹所谓“普世价值”，

妄图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妄图在意

识形态领域对我们刨根去魂。文艺领域

一些去英雄化、去主流化的错误思潮，就

是被思想迷雾蒙蔽双眼的表现。“凡作传

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我国社

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

大交融的时代，文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

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

动活泼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

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

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

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

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

此外，文艺工作者也要在思想道德

修养上追求卓越，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

世范。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经

典，都体现了文学家、艺术家襟怀和学识

的贯通、道德和才情的交融、人品和艺品

的统一。文艺工作者如果没了根丢了

魂，就很可能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站错立

场；如果朝着金钱的方向走得太远，就会

唯票房收入、收视率、点击率马首是瞻，

把创作当成只为个人挣钱的私事。对

此，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

十大开幕式上非常鲜明地指出：“文艺要

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

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

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

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

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

的奴隶。”字字千钧，直击要害，掷地有

声，应该成为文艺领域正风肃纪、荡涤萎

靡之气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

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在文艺

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作出积

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围绕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党和国家重

大活动，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围绕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文艺工作者们倾情投入、用心

创作，推出大量优秀作品，开展系列文艺

活动，发挥了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

用。近一个时期，一批为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精品力作接连出现，比如革命历史题

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香山叶正红》《觉

醒年代》，电影《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父辈》《红海行动》，等等，不仅

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还经得起人

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

习主席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创作要

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

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艺。”这是文

艺工作者立德树人的至理名言。为他人

塑造灵魂的人，须先有高尚的灵魂，须先

有高尚的品格。一名文艺工作者如果品

行不端，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尊重；只有

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

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才

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这要求文艺

工作者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堂堂正

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歌颂真善美、针

砭假恶丑，营造自尊自爱、天朗气清的行

业风气。今天，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

族的未来无限广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

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广

大有理想、有情怀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

响应党的号召，为繁荣文艺有所作为，也

给自己留下值得社会尊重的清名。

成风化人 铸魂培根
■陈先义

中华文明赓续传承五千多年，涌现

众多慷慨悲壮、以身许国的英雄豪杰。

他们身上浸润着以国为家、持家为国的

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在国运存亡绝

续之际体现得尤为鲜明浓烈。徜徉中国

古代璀璨的诗词世界，只要悉心研读，不

难发现那些蕴含忧患意识、充溢家国情

怀的古典诗词，如同珠玉恰似珍宝般散

发着熠熠光彩。南宋时期以精忠报国为

人生信条的抗金名将岳飞，无疑是家弦

户诵的民族英烈，时至今日依然被国人

奉为忠烈化身、视作爱国指代。

岳飞的统兵才干和军事建树，使其

成为南宋“中兴四将”之首。而在学识、

修养与文采上，岳飞还是一位不逊于彼

时文坛大家的著名诗人。一首情词悲

切、意象宏壮的《满江红》，千百年来砥砺

激奋着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愫和报国志

趣，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黄周星以诗所誉

“山川不改仗英雄，浩气能排岱麓松”。

岳飞的生命仅有短暂的 39 载，其精神风

范却长存于天地之间，“千载英灵俨如

在，辘轳风雨作龙吟”。他生前写就的数

十篇氤氲家国情怀的诗词文赋，感召着

世道人心，以另一种方式彰显这位爱国

名将“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的忠贞

与坚毅。

实施重文轻武、崇文抑武国策的大

宋 王 朝 ，涌 现 众 多 名 垂 青 史 的 圣 哲 文

宗。出生并成长于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岳

飞 ，尽 管 少 年 时 期“ 常 负 气 节 、喜 读 兵

法”，但熟读儒家文化经典对其后来诗词

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熏染。即便处于

“百战回戈地，中原左衽时”的戎马状态，

岳飞仍然挥毫泼墨、吟诗作赋，抒发对秀

美河山的挚爱和对收复中原的渴盼，激

发自身“誓将七尺酬明圣，怒指天涯泪不

收”的宏愿壮志。“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

奸臣主议和”的浑浊乱世给予岳飞建功

立业的周期极为短促，残酷的时局给予

他诗词创作的时间更为微少，但他的诗

词作品大都基调高昂、气势雄壮、节奏铿

锵，律动着“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

万户侯”的家国情愫。

岳飞怀负一腔“誓将直节报君仇”

的热血夙愿，却遇上偏安苟存的皇帝赵

构和格局狭促的南宋王朝，“还我河山”

的志向与抱负难以施展和实现。在“请

缨提锐旅”的间隙和挥师北伐途中，岳

飞草就多首反映“长驱渡河洛，直捣向

燕幽”战争场景的豪壮诗篇，成为警示

和激发后人报效国家的经典佳作。在

《题青泥市寺壁》中诗人写道：“雄气堂

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

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该诗质朴无

华、胸臆畅达，表达了诗人御寇杀敌的坚

弥意志和一血靖康耻的坚韧气概，体现

了诗人“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人

生理想。当代学者张仲谋先生在《宋诗

精华》一书中倍加赞誉：“徒以诗观之，未

免平直，然出于爱国英雄之手，读其诗想

见其人，凛然正气，足以振聋发聩，故具

有不可取代的艺术感染力。”另一学者邱

俊鹏先生则称颂“读这首诗也如读作者

的《满江红》词一样，激昂壮烈，凛凛然有

生气”。

在《池州翠微亭》中岳飞写道：“经年

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

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该诗运思

巧妙、文辞清新、意蕴流贯，体现出岳飞

征战生涯中罕有的逸致闲情，表达了作

者对祖国山河的惋惜之意和依恋之情。

在《送紫岩张先生北伐》中诗人表露心

迹：“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

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阏氏血，旗枭可

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该诗

以天风海雨之势运筹走笔，呈具男儿本

色和英雄风貌，风云为之变颜，百兽为之

胆寒，读之使人倍增豪壮之气。

在《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一词

中，作者真情告白：“昨夜寒蛩不住鸣。

惊 回 千 里 梦 ，已 三 更 。 起 来 独 自 绕 阶

行 。 人 悄 悄 ，帘 外 月 胧 明 。 白 首 为 功

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

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该词上阕

即景抒情、寓情于景，用平实简洁的语

言和真切质朴的叙述，表达作者“欲将

心事付瑶琴”的孤独心境和凄楚情状；

下阕含蓄委婉地表露出悲凉之心绪，展

现出一代英雄知音难觅的苦恼和对国

运前景的深深忧戚。《小重山》一词历来

为词学界所倚重。清代学者王弈清在

《历代词话》中认为：“岳侯，忠孝人也。

其《小重山》词，梦想旧山，悲凉悱恻之

至。”现代著名词学家龙榆生在《唐五代

宋词选》中如是评价：“一种激昂忠愤之

气，读之使人慷慨。推其志，虽与日月争

光可也。”

忠 肝 义 胆 属 武 穆 、文 韬 武 略 是 岳

飞。由于受宋金战局的限制和拘囿，岳

飞不可能创作出更多数量的诗词。但从

其孙子岳珂编纂的《金陀粹编·鄂王家

集》所收录的 20 余首作品来看，岳飞诗

词蕴含的文学素养深厚笃实、彰显的艺

术风格奇绝殊异。岳飞将爱国情怀和人

生志向融为一体，因而诗词具有深彻的

思想意蕴，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颂。“抬望

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恢复山河日，

捐躯分亦甘”……这些经典吟诵，成为豪

情干云的诗词珍品，成为“精忠昭日月，

英名贯古今”的有力注释。

精忠昭日月 英名贯古今
——岳飞诗词的家国情怀

■刘金祥

同心战“疫”（版画） 严恩浩作

部队突围时

掩护是一种无奈的保全

受领任务

他只喊出一个词——

是

敌人扑上来

退缩就是决堤溃坝的灾难

孤军奋战

他只默念一个词——

拼了

天亮了

残缺的躯体被送回家

喊杀声犹在

他只吐出一个词——

赚了

在和平的天幕下

他甘愿当一个地道的农民

遇到委屈，他说算了

被人同情，他说惯了

日子好了，他说美了

国家兴盛，他说顺了

现在，他老了

老得每天只能和乡亲们

在墙根晒晒太阳

提起当年事

他只微笑着说一句——

快要和老战友团聚

想他们了

玉米与骨头

生而不同的命运较量

毫无悬念

如同石磨盘下的粗粒玉米

时间的致命研磨

必然粉身碎骨

但是，玉米粗糙的一生

因此柔软细腻

能够感知疼痛的细节

生活的精致

玉米状为齑粉仍是食物

骨头不同

骨头粉碎俱为尘土

一旦钙质与钢铁决斗

双方绝不屈服

必须看到

在没有韵律的碰撞声中

骨头再硬也经不起铁锤

骨气却能以硬核的形式

完成一种支撑

边防，荒漠的绿洲
■王相华

大风雪，吹过祖国的北方边境

手持钢枪的人

站在山岗，额头生出冰凌

如刀尖，共同坚守

祖国的安宁

黑夜里孤独的风景，已被转换

——万家灯火，在心里

支撑着一个又一个团圆的梦

高原红褪去稚嫩

挺起胸膛，与寒风中的雪松

并肩日月

他们的誓言，犹如八千里惊雷

令侵略者不敢靠近

这荒芜的原野，就是战场

是春天的绿洲，他们站过的地方

树起国防建设的明灯

在十四亿人心中

点亮生活坚定的信念

一个功臣的词汇
（外一首）

■程文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