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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艺 境

活力军营

阅图

这 幅 图 片 拍 摄 的

是 哨 所 官 兵 节 假 日 休

息 的 一 个 场 景 。 边 防

哨所的生活相对枯燥，

但 是 守 哨 官 兵 乐 观 面

对。画面中，放飞的纸

飞 机 与 官 兵 的 笑 脸 相

映成趣，远处的群山、

白 云 与 飘 扬 的 五 星 红

旗 丰 富 了 画 面 的 层 次

感和意涵。

放飞心情

■摄影 张照杰

据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 撰 的

《 毛 泽 东 年 谱（1893—1949）》记 载 ：

“（1929 年）10 月 11 日，农历重阳节，当

时 临 江 楼 庭 院 中 黄 菊 盛 开 ，汀 江 两 岸

霜花一片，触景生情，填词《采桑子·重

阳》一 首 ：‘ 人 生 易 老 天 难 老 ，岁 岁 重

阳 。 今 又 重 阳 ，战 地 黄 花 分 外 香 。

一 年 一 度 秋 风 劲 ，不 似 春 光 。 胜 似 春

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首词通过度重阳，咏菊花，赞秋

色，抒发了诗人的人生感悟和革命豪情，

独具神韵，极富旷古绝伦的艺术魅力。

毛泽东以特有的胸怀、气魄和艺术眼光，

谱写了一曲革命人生的壮美颂歌。

逆境人生多感慨

1929年 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

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6 月

下旬，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

表大会上，红四军内部关于建军原则和

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等问题发生意

见分歧。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

数同志理解和接受，他也因此未能继续

当选前委书记。此后，他身患疾病，在

闽西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地方工作。10

月，毛泽东带病坐着担架赶到刚解放不

久的上杭，住在汀江岸边的临江楼。第

二天，适逢重阳节，毛泽东倚楼远眺，诗

兴油然而生，吟成这首《采桑子·重阳》。

《采桑子·重阳》是毛泽东身处逆境

时写的感怀之作。大病初愈的毛泽东

心情复杂、百感交集。起句“人生易老

天难老”，人生短暂，而自然界的发展变

化则比较缓慢，好像不容易衰老。李贺

《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有“衰兰送客咸阳

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这里反用其

意，以“天难老”反衬“人生易老”。1964

年 1 月，毛泽东对英译者口头解释说：

“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

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

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

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

“岁岁重阳”，每年都有重阳节。古

人认为，重阳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祥日

子，有饮宴祈寿之俗。“岁岁重阳，今又

重阳”，既是“天难老”的特点，也是“人

生易老”的证明。每年都有重阳节，景

色依旧，而人的年龄却不断增加，特别

容易使人感慨人生短暂。面对重阳节，

想到人生短暂，悲观者叹息“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乐观者表达“莫道桑

榆晚，为霞尚满天”。1929 年的毛泽东

年富力强，但又身处逆境，对于像他这

样一个胸怀宏图大志而又深感创业维

艰 的 人 来 说 ，内 心 的 体 验 是 极 其 丰 富

的。单纯看词开头这几句似乎有些沉

闷，略感压抑，但毛泽东终究是有伟大

抱负的政治家，不会因时间无涯、人生

有涯的感慨而消沉衰颓，反而更加激发

起“及时当勉励”的紧迫感。

吟咏菊花有新意

“战地黄花分外香”，作者笔锋突然

一转，写出今年重阳节独特的感受和不

同寻常的意义。“黄花”即菊花，典出《礼

记》：“季秋之月，鞠有黄华。”菊花与重阳

习俗有密切关系，重阳节也被称作菊花

节。早在西汉，我国就有重阳节登高、饮

菊花酒的习俗。重阳节登高赏菊，也是

千百年来诗人吟咏的传统主题。如王勃

《九日》：“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

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杜甫《复愁》：

“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

至，自觉酒须赊。”苏轼《南乡子·重九

涵辉楼呈徐君猷》：“佳节若为酬。但把

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

明日黄花蝶也愁。”

“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句在不同的手

迹中有不同的文本。初稿作“但看黄花不

用伤”，后改为“野地黄花不用伤”和“大地

黄花分外香”。1963年 12月，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才定稿为“战地

黄花分外香”。客观地说，初稿的“但看黄

花不用伤”最能反映毛泽东当年写诗时的

心境状态，但它的境界不如定稿。改成

“战地黄花分外香”，给读者创造出一个色

香俱佳的非凡意境，原来的感伤情绪一扫

而空，显得格外开朗洒脱。着一“战”字，

把战地的环境和氛围烘托出来了，从而为

此词涂抹了一笔革命色彩。

古代诗人中，把菊花和战争、战场

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多。唐代岑参《行军

九日思长安故园》中写道：“强欲登高

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

场开。”表达了诗人浓重的思乡之情。

唐末黄巢《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

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

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人把菊花与战

争相提并论，但充满了血腥杀气。

“战地黄花分外香”化用杨万里的

“若言佳节如常日，为底寒花分外香”，

与元好问“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

草木腥”的句意完全相反，将消沉情绪

转化为激扬的格调。毛泽东笔下的战

地菊花与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经受丹

心热血抚育，因而更加芳香四溢。1996

年 1月 28日，《文汇报》所载《舒同与毛泽

东》一文中写道：“1932 年春漳州战役结

束，毛泽东同舒同第一次会面。打扫战

场时，毛泽东握着舒同的手说，早就知

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的字。

毛泽东边走边从弹痕遍地的地上捡起一

颗弹壳，轻轻地说：‘战地黄花呵！’舒同

会心地一笑，他为毛泽东如此丰富的情

感世界和如此神妙的结句所触动。”这是

革命家的视角, 这是思想家的气魄, 这

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自然流露。

激越豪迈赞秋景

词的下阕通过吟咏秋景表达对待秋

天的态度。“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一年一度的秋风猛烈地吹来，与春天明媚

和煦的春光迥然不同。秋季不及春天那

样万紫千红，嫩绿娇黄，香郁迷人，但秋风

具有扫荡酷暑、荡涤尘埃的巨大威力。

“劲”字写出了秋天强劲有力的个性，也隐

隐透露出诗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

春夏秋冬四季中，秋以萧瑟凋敝、

满目苍凉等特质给人以悲伤之感。“睹

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绝大多数

古代诗人每每将悲情愁绪与草木摇落、

万物凋零的秋景联系在一起，以萧瑟的

清 秋 意 象 传 达 人 生 的 烦 闷 、生 命 的 忧

患。无论是风格婉约的柳永、李清照，

还是词风豪放的苏轼、辛弃疾，在红衰

翠减、万物凋零的秋天，都禁不住感伤

身世，悲从中来。

然而，毛泽东没有附和古代文人的

悲 秋 情 调 。“ 胜 似 春 光 ”一 句 ，寓 意 非

凡。在毛泽东看来，秋色比春光更加美

好，更有魅力。他打破了肃杀哀婉的文

人悲秋传统，高扬赞秋情愫，展现出辽

阔豪迈的艺术境界，彰显了豁达激越、

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寥廓江天万里霜”，秋高气爽，水天

相接，这是对“胜似春光”的具体诠释。

虽是绘景写实，却又胸襟宽广，有“天高

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壮阔之感。如果

说“战地黄花分外香”是芬芳秀丽的近

景，表达诗人对战斗胜利的温馨心境，那

么“寥廓江天万里霜”则是辽阔壮丽的远

景，寄托诗人对革命前途的美好遐思，余

韵悠扬。“万里霜”之“霜”不是霜雪之霜，

而是秋色的代字，是“霜叶红于二月花”

的“霜”，色彩斑斓，绚丽迷人。

这首词的原稿是下阕在先，先描写

秋天的壮美和江天的寥廓，再感悟人生的

短暂和宇宙的无限。诗人进行修改时，将

上、下两阕互易位置。采用这种“挪移法”

之后，原先字里行间透出的抑郁情绪锐

减，先抑后扬，境界变得更加开阔，更使人

感受到生生不息、激越豁达的活力。这是

毛泽东创作于逆境中的作品，有沉郁的思

索，但全然不见怨天尤人、消沉郁闷的牢

骚与哀叹，呈现给世人的是积极乐观、豁

达昂扬的人生追求与洒脱心态。

战 地 黄 花 分 外 香
—毛泽东诗词《采桑子·重阳》赏析

■汪建新

优秀的艺术作品具有穿越时空的

生命力。2005 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时，一场“时代先锋”事迹展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国画

《八女投江》被挂在显眼的位置。

“抗联女兵来了……”一位白发老

人的自言自语引来周围观众投目。这

位老人就是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烈士

的胞妹赵尚文。当时，赵尚志将军的头

骨找到不久，我与赵尚文老人来京看头

骨鉴定结果，她作为抗联烈士的亲属应

邀到军博看展览，被国画《八女投江》所

吸引，便出现了上面的一幕。

站在画前，老人对我说：“她们比我

大不了几岁，叫王惠民的女兵比我还小

两岁，13 岁就投江了。”老人顿了顿又

说，“她们永远年轻！”

国画《八女投江》是画家王盛烈创

作于 1957 年的作品。作品描绘了 8 位

抗联女战士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与日

军血战到底，最终投江殉国的英雄事

迹。这幅作品与那些金属品质的兵器

等大型文物并列展出，与遗忘抗衡，唤

醒人们对英雄的追忆与怀念。

1931 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

争。1938 年 10 月，东北抗日联军的 8

名女战士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乌斯浑

河畔与日军交战中陷入绝境，她们宁死

不屈，最后义无反顾地跳进了冰冷刺骨

的河水，壮烈牺牲。

1949 年，王盛烈在东北鲁艺美术

部任讲师时，听到了“八女投江”的英雄

事迹，心灵受到巨大震撼。他决心把抗

联女战士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壮烈场

面画出来，让 8 位女战士得到“永生”。

为此，他进行了长达 8 年的艺术准备。

这期间，他翻阅了大量东北抗日联军的

史料，采访了很多抗联女战士，画了无

数张人物速写草图，为 8 位女战士一一

造像。他的人物速写素材来自方方面

面，有的是抗联女战士，有的是她们的

同乡，甚至是亲人。

在作品创作时，王盛烈把冷云设定

为画面的灵魂人物，塑造出一个镇定自

若掩护战友后撤的冷云形象。其他 7

位女战士则在各自的战斗位置上，8 人

彼此呼应。作品的整体轮廓确定下来

后，画家又用峥嵘礁石、惊涛骇浪、黑色

浓云等自然环境，烘托出 8 位女战士英

勇无畏的精神气魄。

画家的高妙之处是在画面中省略

掉了敌人，造成处处有敌的紧张效果，

更加凸显了女战士的英勇形象。在险

崖绝壁旁，3 名战士相互搀扶，另外 5 名

战士都是战斗姿态，占领制高点的女战

士即是冷云。面对敌人的追击，她毫不

畏惧地搀扶起战友。整幅画作沉重壮

烈，充满悲怆的氛围。8 名女战士在大

江中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极具雕塑

感，仿佛是大地的化身。画家在人物塑

造上采用了西方绘画技法，而在环境描

绘中则运用了国画的传统技法。

这部现实主义的经典画作是东北

军民英勇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艺术

写照，作品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折

射出人性的光辉。

为欣赏这幅作品，我曾多次去军

博，亦萌生了寻访搜集东北抗联历史资

料和民间记忆的愿望。2006 年 12 月，

我来到重庆，拜访抗联老兵胡真一。老

人用低沉的语音说起 8 位姐妹的往事：

“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

清 、王 惠 民 、李 凤 善 和 安 顺 福 ，是 在

1938 年老秋光景投江的。胡秀芝、郭

桂琴、黄桂清和王惠民都是刁翎人，跟

我是老乡。当时如果不是因有别的任

务，我也可能跟着她们一起走了。”胡真

一老人说，后来人们找到了冷云等五位

姐妹的遗体，在河滩上埋葬了她们……

在各地的展馆中，有不少以“八女

投江”事迹为创作背景的绘画作品，既

有国画、速写，也有油画作品。在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也有一幅

国画《八女投江》，这幅作品要比珍藏在

军博的那幅大几倍，作者还是王盛烈。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画家晚

年完成的作品，是对《八女投江》原作的

临摹和放大，这幅巨画是老画家亲自送

到纪念馆的。他希望用绘画的形式表

达对 8 位女战士永远的怀念和崇敬，让

后人铭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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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是咱们旅的舞狮表演！”塞

北草原的夏夜，热烈的锣鼓声中，两只

“狮子”从左右两侧跃上舞台。在观众

的欢呼声中，两只憨态可掬的“狮子”在

台上翻滚跳跃，摇头摆尾，一连串动作

惟妙惟肖。铿锵的音乐配上欢快的鼓

点，引燃野外驻训场。

据该旅领导介绍，由于野外驻训训

练强度大，官兵日常生活较为艰苦枯

燥，训练之余丰富官兵的文化生活，是

提升战斗力的重要方法。

作为舞狮表演的“导演”，卢尚回想

起这支队伍的成长，感触颇深。刚接到

担任“导演”的任务时，卢尚踌躇满志，决

心一定要排演出精彩的节目奉献给战

友。可真到了排练的时候，卢尚犯了难：

参与舞狮表演的战友涵盖了从列兵到四

级军士长等不同兵龄的战友，资历比他

老的班长和与他同级的骨干对于节目怎

么排都有自己的想法，到了商量方案时，

大家七嘴八舌，方案迟迟统一不起来。

“一支队伍要想办成事，首先要学

会团结！”指导员许震震点拨卢尚说。

卢尚理清思路，逐人了解想法，发现每

名战友对节目的预想不一样，有的战友

入伍前就接触过舞狮，想在排练中发挥

积极作用。于是他首先请有经验的战

友担任“艺术总监”，将每个人对节目的

设计思路梳理出来，而后再开会讨论。

经过他的努力，队员们团结一心，节目

质量明显提升。

“舞狮队”是该旅文化成果的一个

缩影。随着活动的深入，官兵的自发

参与热情不断高涨，由官兵自导自演

的群体性节目也越来越多。快板“颂

党恩”、小品“一声号令”等节目深受战

友们喜爱。

野外驻训乐趣多
■王泽民 赵宏畚

起风了！戈壁的大风夹杂着沙子，

啪啪地打在脸上，我匆匆钻进帐篷，大

喊：“沙尘暴来了！”

老兵一扭头，不屑地说：“这哪是沙

尘暴哟，只不过是一点扬尘嘛！”

“沙尘暴究竟什么样子？”来这里很

多天了仍没见到，我满心好奇。老兵笑

言：“沙尘暴有时许久不来，有时天天都

来。等它来了，天空就像被施了‘魔法’，

遮天蔽日，那劲头，嘿嘿，能把人吹飞！”

5 月初，我跟随第 75 集团军某合成

旅来到西北大漠的这处古战场参加跨

区演训。遥想此地当年，“骠骑将军”霍

去病率铁骑精兵驰骋大漠、驱逐匈奴，

何 等 壮 怀 激 烈 ，不 由 得 让 人 心 中 升 起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

豪情。

我们驻扎在一处训练基地，许多年

前，部队在此植树垦荒，但除了存活下

少量的胡杨外，脚下的土地几乎拒绝一

切植物生长。基地四周都是褐黄色、光

秃秃的山，方圆数十里不见人烟。初入

大漠，干燥的空气令人牙龈出血，唇角

干裂，吃饭没胃口是常事儿。而且，这

里 每 天 近 40℃ 的 高 温 ，帐 篷 内 如 同 烤

箱，让人嗓子直冒烟。到了夜晚，气温

又会陡然降至零下。

虽然大漠的寒风太刺骨，戈壁滩的

热浪太炙人，但基地院子里那一棵棵高

大挺拔的胡杨树却生得枝繁叶茂，威风

凛凛。胡杨为什么能不惧烈日暴晒，不

畏严寒侵袭，扎根沙漠顽强生长？因为

它深知要经受住这些磨砺，自己的根茎

必须扎进地下至少 30 米。基地领导说：

“它是咱们边防部队的骄傲。”无论沙尘

多么狂野，它从来都是巍然挺拔，温情

地为战友们遮阳挡风。它仿佛也在骄

傲地向大家宣告：不服！咱们就来比一

比，看谁在这儿坚守的时间长！

不 知 不 觉 ，半 个 多 月 过 去 了 。 那

天，部队组织实弹射击，突然狂风大作，

遥远的天际线隐约出现黄沙的踪迹，一

层一层地卷起千堆沙浪。大伙儿明白：

沙尘暴来了！有战友赶忙钻进战车，却

被老兵一把拽出来：“一点点沙子就退

缩，还谈什么‘西北望，射天狼’？”

此时，电台忽然传来炮兵营营长急

切的口令：“全营注意，准备射击……”

随着风沙越来越近，通往阵地的口令也

越下越快，当漫天黄沙的压迫感快挤到

嗓子眼儿时，口令终于下达完毕，全营

抢在风沙到来前完成了射击任务。待

沙尘暴退去，战友们的鼻腔、口腔、牙齿

上沾满了沙子，营长拍落身上的沙尘，

笑着说：“沙尘暴嘛，依我看也没啥大不

了的。打仗，别说吹沙子，就是下刀子

咱也得打！”

也是那一天，某部通信车正在沙漠

中架设天线。天昏地暗中，15 米高的天

线 瞬 间 倒 地 ，战 士 们 死 拽 着 天 线 不 放

手，被拖出 10 余米。风沙过后，大伙儿

从沙堆里爬出来，再次架设。立起来的

天线拉绳上，浸着一道暗红的血迹。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

山。”演训至今，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让

官兵退缩，反而激发了大家苦练精兵的

壮志豪情。漫漫黄沙，战车驰骋，极目

远望，一支“重装铁骑”已绝尘天际……

黄 沙 百 战 穿 金 甲
■张洪瑜

《八女投江》（国画） 王盛烈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