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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战略家、理论家，也是一位独具创作风格
的诗人。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钻研文
学、历史和哲学，政治家的胸襟和胆识与
诗人的激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
他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正是这些朴
实、风趣、通俗的“大白话”，传播了革命
思想，凝聚了革命力量，激励了革命斗
志，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一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
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
就办不好。”在湖南农民运动时期，针对
中国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和半
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毛泽东提出夜
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讲农民一听就
懂的话。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
洋财东”，在阐述群众路线时，讲到“我们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
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
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些
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语
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也有效
地传播了革命思想。

毛泽东特别善于学习和运用当地
的语言，注重把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融
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强对群众的宣
传，充分发动群众，因而很容易被劳苦
大众认可。1928年，毛泽东率红军攻占
遂川后，为宣传党的主张，逐字逐句修
改陈正人起草的《施政大纲》，把“废除
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
不要钱”，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
的钱不要还”。当年，正是这种带烟火
气的大白话，把革命的道理和思想播撒
四方。

1930年 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
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
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
题。”形象地说明充分的调查研究是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破解矛盾的必由之路。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充分运用历史
典故、寓言和神话来阐述革命理论、宣
传革命思想。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
略问题》拿“曹刿论战”的故事说明怎样
以弱胜强；《将革命进行到底》利用古希

腊“农夫和蛇”的寓言表达不能让革命
半途而废的决心；《矛盾论》中用《山海
经》的“夸父追日”、《淮南子》的“羿射九
日”、《西游记》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
斋志异》中鬼狐变人的故事，说明“无数
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
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
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
来的具体的变化”，而“科学地反映现实
变化的同一性”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的深奥道理。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
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列宁也指出，最高限
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
和简单明了。毛泽东善用群众语言宣
传革命思想的做法启示我们，无论深
奥的政治理论还是深远的革命主张，
都要适应群众的认知水平和语言习
惯，在理论通俗化、语言群众化、形式
多样化、载体时代化上下功夫，用大多
数人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接地气的形
式和生动鲜活的语言宣讲、阐释深刻
的道理，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走
进群众的心坎里，进而产生强大的感
染力、穿透力和引导力。

二

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认为，在语言
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
卓越的实践者。毛泽东搞教育作讲演不
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而且
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广大干部战士
的欢迎。

毛泽东在给斯诺讲到自己的家庭时
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
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
弟弟组成。”毛泽东在一次讲话时，把日
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
正面和它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
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
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
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
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中明
晰了党的革命策略，增强了战胜日寇的
坚定信心。
《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用“大白话

讲大道理”的经典之作。他用形象生动
又一针见血、诙谐幽默又以小见大的话
语风格，列举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
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

开中药铺”等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并在
引言中说道：“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
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
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
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
也就容易消灭了。”可谓入木三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讲
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共产党要有两支
军队，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
军队。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像一
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
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
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
了。”如此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话语，令
人印象深刻。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到苏联访问，
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苏学生时
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
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
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
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
讲话中，毛泽东纵论天下，旁征博引，
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
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亲切和
蔼、风趣幽默的讲话让大厅内充满了
欢声笑语。

语言传递情感和理想，也凝聚人心
和共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不
妨学习毛泽东用风趣幽默的群众语言去
赢得群众、凝聚共识，多用群众耳熟能详
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
理、有目共睹的事实，将官话套话转化为
大白话，多讲富有时代气息的话，多讲与
群众心贴心、接地气的话，使革命真理、
政治理论大众化，让百姓真诚信服、群众
广泛认同，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的效果。

三

毛泽东的群众语言并非空洞无
物、博人一笑的玩笑话，在不同的时
期，常常是充满斗争气息、积蓄革命意
志的战斗号角。如“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到长城非
好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
败西安作风”“将革命进行到底！”“帝
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
等，虽言简意赅、通俗直白，但却字字
千钧、充满力量。

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至湖南浏
阳文家市集中。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

上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改变行动方向的
决定，并作了一番动员：反动派并不可
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
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
利一定属于我们。毛泽东通过小石头与
大水缸的关系，阐明要保存实力，不与敌
人硬拼，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山
区去积蓄力量。这番动员，揭示了革命
的艰巨性和最终必胜的信念，既稳定了
军心也鼓舞了士气。

针对部队中存在单纯军事思想，只
想打城市，不愿待在偏远农村地区，也
不愿意进行艰苦的根据地建设，毛泽东
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革命要有根据
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如没有屁股，
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
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
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
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
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他把根
据地比喻为可以休息的地方，提高了官
兵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
数十年后，当年的老红军对这段话仍记
忆犹新。

井冈山曾有一个“山大王”名叫朱
聋子，他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
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借用他的话对战
士们说：我们要改变它一句：既要会打
圈，又要会打仗……强敌来了，先领它
兜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
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
缴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
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
术。这也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敌进我
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
游击战术思想，创造了革命战争史的巨
大奇迹。

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毛泽东
曾说：“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
铁多气少。”“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
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
办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义正词严
又提振士气，极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哲人有言：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和
最有征服力的武器是语言。而蕴含真理
和追求、潜藏理想和信仰的“大白话”更
具磅礴的伟力。借鉴群众语言，创造特
殊风格的话语，使之言之有物、言之走
心，语言就获得了强大的表达力和无尽
的魅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一，要向人
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
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学习古代
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并将“活人的唇
舌”作为源泉，则必然焕发教育人、鼓舞
人、塑造人的无穷力量。

从群众语言中汲取养分
—伟人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王厚明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
师，修我戈矛。”第一次读到这首诗《诗
经·无衣》，还是在语文课本里。再逢此
诗，是翻阅《诗经》时（吉林美术出版
社）。除了感叹岁月飞逝，内心不禁油
然而生他乡遇故人之感。

时间跨度，之于《诗经》的历史不足
谓，“欣赏千古诗行之旋律，体会遥远先
民之生活”，才是我读《诗经》的真正目
的。我认真地读完了这本由黎波译注
的《诗经》。

这本《诗经》展现了原著的全貌。
未做丝毫删减，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
以准确、生动、优美的图文对其进行诠
释，目的在于为广大读者消除阅读障
碍，让读者自由徜徉在经典美好的诗歌
之中，获得美的愉悦。

美的享受从书的封面开始，该书
封面设计颇为清新，略带暖意的淡粉
色，下边标注着一行小字：中华诗歌
之源头，华夏文章之根基。翻开目
录，《国风》《二雅》《三颂》三个颇有韵
味的标题很快能唤起读者阅读的欲
望和热情。

也正是这三个标题，将西周初年到
春秋中叶大约 500年间的诗歌 305篇分
门别类。《风》，“国风”，是指不同地区的
地方音乐，多属民间歌谣，其中大部分
作品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反映劳动
人民真实的生活，是诗经的精华。《雅》，
是西周王畿一带通用的乐调名，多数是

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
分是民歌，分为《小雅》和《大雅》，故称
为“二雅”。《颂》，主要是一些宗庙祭祀
的乐歌，内容多是对祖先神灵报告王侯
功德的赞美之辞，分为《周颂》《鲁颂》
《商颂》，故称“三颂”。

从文中各处细节可以发现，作者坚
持选用最具权威的教材和相关读物，参
考文献也多选自权威出版社和官方网
站。“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在编译过程
中，译注者反复研读程俊英《诗经译
注》、周振甫《诗经译注》、金启华《诗经
全译》、余冠英《诗经选》、蓝菊荪《诗经
国风今译》、袁愈荌《诗经全译》、陈子展
《诗经直解》、刘松来《诗经三百首详注》
等各类相关书籍资料，力求使自己的译
注做到“言必有据”。

正因为作者阅读的广度、深度、强
度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才能打
造出这本与众不同《诗经》。

从古至今，对《诗经》的译注有众多
的版本，各有千秋。为何此书独树一
帜？新意有三：其一，权威译注。作者
参考国内的原版古籍书，能做足本的绝
不删除，字字斟酌、反复推敲，尽量做到
全面、准确；其二，图文并茂。为了让读
者更加清楚明了地阅读，该书根据内文
绘制了大量精美的插画，为书增色不
少；其三，脉络清晰。作者考虑到现在
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要，采取了题解、
原文、注解、译诗的形式，使该书更加通
俗易懂。

翻看此书，袅袅余音回荡在耳旁，
久久难忘——绕梁不绝的先人歌咏，抑
扬顿挫的古朴颂唱，流淌在血脉中的华
夏诗韵！

血脉中的华夏诗韵
■黄泽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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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朱金平、路波波创作的中篇报告
文学《永远的荣光》（《解放军文艺》
2020年第10期），书写的是宁夏回族自
治区军地双方帮助军烈属和退役军人
脱贫致富的故事。作品在开头就写
到，过去我们说“一人当兵，全家光
荣”，那么我们今天还应该补充说“一
天当兵，一生荣耀”。因为，所有勇于
走向军营、敢于走上战场的人，都把
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祖国，甘愿奉献出
自己的青春年华。这样的人，有资格
为自己的人生感到自豪和骄傲。

新鲜的思想，来自作者对现实的
透视观察和深沉思考。在“用幸福祭
奠烈士英灵”这一章里，作者写到，
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军人为了民族
的解放而献身；在今天，又有许多军
人把生命奉献在训练场和为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的抢险救灾战斗中。“他

们牺牲之后，再也无法照顾年迈的双
亲，再也不能呵护自己的妻子儿女
了。面对他们的家庭困难，军地双方有
责任给予烈属们最温暖的关怀和帮助，
让他们的家庭获得应有的幸福。”文中
还写道：“烈士们为了国家、为了社会、
为了他人，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假
如他有后代的话，自己就不能完成抚
养、教育其长大成人的使命了。因此，

我们有责任关心和帮助烈士后人成长
进步，让其过上幸福的生活，由此告
慰逝去的英灵。”这些观点，朴实、生
动、有温度，感人至深。

作品的题目“永远的荣光”本身就
体现了作者对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
烈属身份的价值思考，认为他们永远都
应该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光荣。文中写
道：“当初，那些响应国家的号召入

伍，远离家庭、亲人和故乡，把最宝贵
的青春年华献给军营的青年人，退役返
乡时就可能失去了许多致富的机会。社
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使他们尽快脱
贫解困，也在情理之中。”深刻的思想
来自作者扎实的采访。在“军属，脱贫
更光荣”一章里，作者写道：“当父母
把一个孩子培养到 20来岁，快可以给
家里挣钱的时候又送去当兵了，家里无
疑少了一个劳动力，经济上必然会受到
损失。对那些因子女当兵，家里缺少劳
动力而致贫的军属，政府和社会就应该
伸出援助之手。”由此，作品点明了帮
助军属脱贫致富的重要意义，并用事实
说明：“只有脱了贫的军属，才会更感
到光荣，走在别人面前才能抬起头
来。”通过这些带有生命温度和人文关
怀的观点，作品表达出了作家对社会责
任的体察和思考。

有温度的思考
■张钰浩

徐剑、李玉梅的长篇报告文学《怒
放》（云南教育出版社）是对独龙族“整
乡、整族脱贫”历程的文学追踪和叙述，
具有很好的文学史志价值。

徐剑、李玉梅二位作家采取经纬交
织的结构方式，执“梭”在手，真实而又
灵动地穿梭于独龙族的历史传承和现
实发展中，编织出一条“七彩独龙毯”的
典型意象，分别呈现出“赤橙黄绿青蓝
紫”的生活形象色彩。作品内容集中，
古今互见，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故事精
彩。《怒放》在一众脱贫攻坚的常规书写
中显露出极具个性的文学姿态和面貌。
《怒放》用真实形象的文字描绘了

独龙族人民身居深山的封闭状态和他
们千年以来刀耕火种，接近原始生活的
状态。“散落在江边、山脚、半山腰，抑或
是山高密林深处，破败的茅草房风雨飘
摇。黑黢黢的木楞房烟熏火燎，漏雨透
风且不保暖，总是围着火塘取暖度日。”
书中描绘了他们在旧社会时缺少文化
的熏陶与启蒙，每遇祸福时信奉巫师的
习惯；描绘了他们居住分散，耕地缺少
又不长于种植，依赖山珍野果生活的情
景；描绘了他们独特的女性文面习俗，
以及剽牛舞、织麻毯等独特的文化活
动，描绘了他们勇敢威猛的山林越涧行
为等等。

在对独龙族历史文化的追寻与探
源中，二位作家细致梳理、生动再现
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脉络，
题材本身十分新奇和珍贵。同时，二
位作家又在独龙族人民现实生活的
横向断面展开中，深情而生动地书写
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政府部
门对独龙族人民生活命运的关怀和
重视。情系故土、投身家乡进步事业
的老县长高德荣，致力于当地教育事
业的高德生，将独龙江视为福地的赵
福元，交通功臣李文星，云南大学支
教团的杨创、赵雪菲，扶贫驻村第一
书记杨文彬、龚婵娟等人物，为改变
当地人民的居住条件、发展生产力、
提高生活水平的用心和努力令人动
容。还有将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奉献
给独龙江的植物学家李恒、“背篓医
生”管延萍、开办民宿的白忠平等，这
些人物和故事如同结满繁盛果实的
大树，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怒
放》开篇便描绘了龚婵娟、余金成经
历的凶险震撼的出行情景，描绘了老
县长高德荣多年来持续努力、推动草
果种植的动人故事，“独龙玫瑰”董寸
莲的曲折命运经历等等，一幕幕场景
均带给人新鲜的阅读体验和生命重
量的思考。
《怒放》是以独龙族整体脱贫为背

景的文学叙事，但作者在展现脱贫过
程的内容之外，还有自己额外的目标
追求。这个目标，在我看来是为独龙
族的千年历史写一部紧凑浓缩的文学

史传。所以，作品在记叙脱贫人物的
故事时，总是十分自然地将当地独龙
族的古老传说、史志记载等内容延伸
包含进来。诸如独龙族“创世纪”的传
唱、老乡长孔志清的记录、作家冯牧的
记述、李金明的文学简史整理、独龙族
“日旺文”的记载、马帮的记载、巫师李
子才的唱诵等内容，都成为了作品的
有机组成部分。作家将这些内容组织
起来，使它们与作品浑融为一体，有效
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文化底蕴。
《怒放》的创作再次启示我们，生活

本真的存在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完全
不缺少精彩的人物故事和文化命运价
值的存在，只要认真深入地走向社会历
史和现实生活，就会有大收获，就能挖
掘到文学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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