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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终生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他的人民

立场和人民情怀不仅充分体现在他的科

学理论和毕生革命实践中，也高度浓缩

在他的诗词创作中。1945年 8月，毛泽东

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他在《七律·重庆

谈判》中直抒胸臆：“遍地哀鸿满城血，无

非一念救苍生。”犀利的词句将人民情怀

表现得淋漓尽致。

圆了人民的梦想

民以食为天，土地是人民的饭碗。

而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劳苦大

众从没有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1919

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什 么 力 量 最 强 ？ 民 众 联 合 的 力 量 最

强。”1927年在醴陵考察期间，他提出要

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重新丈量后，把地主

土地收集再重分。同年 9 月，在湘赣边

界，毛泽东发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举行

秋收起义，拿起枪杆子做土地的主人。

起义军没有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而统

一编为工农革命军。毛泽东特作《西江

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

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

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

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正如诗

中所言，湘赣边秋收起义如一声霹雳，从

此在中华大地上拉开了革命斗争的序

幕。从“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的黄洋界保卫战，到“命令昨颁，十万工

农下吉安”的反“三省会剿”；从“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反第一次大“围剿”，

到“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反第二次大“围

剿”，都是为了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刻：“分

田分地真忙”，使人民真正成为脚下土地

的主人。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

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

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

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革命的星星之火，后来逐渐在中国

大地成燎原之势。1947 年 7 月，中共中

央工委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 月通过了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彻底废除封建

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

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年 9 月，哈尔

滨市顾乡区靠山屯的百姓给毛泽东写

信：“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

了。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

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字里行

间洋溢着翻身农民获得土地后的喜悦，

以及对共产党、毛主席无比的感激之情。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在毛泽东心中，最牵挂的始终是人

民。毛泽东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

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925

年初，毛泽东自上海回韶山，一边养病，

一边从事农民运动。8月，他避开军阀追

捕，秘密到达长沙。深秋时节，他独立湘

江岸边，“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

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

类霜天竞自由。”联想到当时人民仍处在

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重重压迫之下，他

在《沁园春·长沙》中不禁发出感叹：“怅

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忧国忧民

之情激荡在岳麓山间、萦绕于橘子洲头。

1929 年 4 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战

火纷飞，生灵涂炭。毛泽东写下《清平

乐·蒋桂战争》，开篇道出关切：“风云突

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鞭

笞了军阀混战带给人民的痛苦。

解放前，在我国南部及长江沿岸一

带有种死亡率极高的血吸虫病。解放

后，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的 号 召 ，党 中 央 还 专 门 成 立 了 领 导 小

组。1958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道

了 江 西 余 江 县 消 灭 血 吸 虫 病 的 消 息 。

毛泽东“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

县 消 灭 了 血 吸 虫 。 浮 想 联 翩 ，夜 不 能

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

然命笔。”作《七律二首·送瘟神》，这天正

是党的 37岁生日。第一首描写血吸虫病

造成的悲惨景象：“千村薜荔人遗矢，万

户萧疏鬼唱歌。”又以浪漫主义手法，书

写了对人民遭受瘟神之苦的关切之情：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第

二首描写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精神

振奋、斗志昂扬战胜瘟神、建设伟大祖国

的景象：“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

臂摇。”最后以诙谐口吻追问瘟神归宿：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在该诗后记中说，“余江县基

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

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

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

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

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

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

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

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

忍，孰不可忍”，充分表达了他消灭瘟疫的

坚定决心和对人民健康的殷殷关爱。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中，广大劳动

人民始终被压迫和剥削，处在社会最底

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从

此有了“主心骨”，说话有了代言人，利益

有了捍卫者。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被充分

认识和珍视。毛泽东深刻指出：“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真

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

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些观点

和情愫充溢在他的诗词中。

1928 年秋，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

他作《西江月·井冈山》以示庆贺：“山下

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

重，我自岿然不动。”作品彰显了对红军

官兵的无比信心。“早已森严壁垒，更加

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

遁。”因为有人民群众这个坚强后盾，他

对胜利成竹在胸。

这种情感在以后毛泽东的诗笔下表

现得更加充分。如“山下山下，风展红旗

如画”“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

湘和鄂”“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

山下红旗乱”，无不显示出对人民群众巨

大力量的高度肯定和深情礼赞。正如他

后来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

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6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从瓦窑堡

经延川到达延长县城红一方面军司令

部。2月初抵达陕北清涧县，当时下起鹅

毛大雪。毛泽东来到黄河岸边，察看地形

敌情。站在白雪皑皑、苍茫辽阔的黄土高

原上，眺望远处莽莽高原和巍巍群山，历

史的过往、当前的形势和未来革命前途，

一起涌上心头，令他心潮澎湃、诗思迸

发。一篇震古烁今的咏雪词《沁园春·雪》

喷薄而出：“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

失滔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

腰”，那些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都已远

去，真正的英雄现在何处？毛泽东直言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在诗后自

注：“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正像他指出

的那样：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依靠民众则

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

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此外，在毛泽东诗词中，从“百万雄

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到“高峡

出平湖”“当惊世界殊”；从“千里来寻故

地，旧貌变新颜”，到“可上九天揽月，可

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从本质意义上

讲，都是人民的胜利，都是我们党所坚持

的人民观点的胜利。

“无非一念救苍生”
——品悟毛泽东诗词中的人民情怀

■焦维东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阅读时光

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是

作家徐剑近期创作的一部具有深刻思

想性和艺术感染力的纪实作品。作家

以深邃的情感、睿智的思考和雄健的笔

力，深入历史深处，还原了百年前一批

仁人志士在黑暗年代寻求光明的情景，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3

位代表的故事，描写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艰难曲折的孕育过程，从而提炼

出作品的思想主题：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

国人民走上一条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光明之路。

《天 晓 ——1921》聚 焦 1921 年 ，作

者虽然可以掌握丰富的党史资料，但要

在纷繁的资料中梳理出一条更能反映

历史真实的思想线索，创作出一部与众

不同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可以说，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

“硬骨头”。好在徐剑是一个能啃“硬骨

头”的作家。他很快在史料的海洋深处

打捞出一个关键性人物，从而找到一把

巧妙打开故事之门的匙钥。这个人物

就是王会悟。

从王会悟老人的口述回忆入门，作

品写到了 27 岁的苏联共产党人维经斯

基进入中国寻找革命者。维经斯基在

北京见到了李大钊，又到上海见到了陈

独秀。“南陈北李”开始了相约建党的历

史性伟大构想。

王会悟作为中共“一大”的亲历者，

她的叙述带着真实的个人生活色彩，带着

年代风貌。她回忆了与董必武、毛泽东等

人见面的细节，和为“一大”当“哨兵”，

后又安排转移到南湖游船，继续开会的

各种险情。

王会悟的回忆，把故事引入门之

后，作家运用自己多年学习党史积累的

知识，通过报告文学作家研读材料的独

特方式，把历史碎片一点一滴拼接起

来，让叙事进入到历史深层，在众多偶

然事件中，渐渐浮现出必然性的逻辑。

作品以渔阳里 2 号为故事的核心

点，展开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革命活动的

生动描写。作品详细写到上海共产主

义小组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写到武汉

和广州的共产党人的活动，重点写了湖

南共产党人毛泽东、何叔衡等学习马克

思主义思想，积极思考中华民族前途命

运、自觉承担起进步知识分子历史责任

的故事。他们都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

读书人，深感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苦

痛，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潮中，培育了进

步思想，勇敢地和旧世界决裂、走向革

命道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追

求，推动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到来。

在描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活动的

基础上，作家把笔触也伸向世界，展开

国际视野，描写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态势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建立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深刻影响。

作品讲述的所有故事，都有一个明

确的思想指向，凸显了作品的主题：苦

难深重的中国到了紧要关头，需要产生

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政治组织带领中

华民族改变苦难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

主的新中国。历史的机遇已经到来，中

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人在

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挺

身而出，站出来承担起历史重任，打开

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天晓——1921》揭示了中国共产

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保持着历史

的真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早期的共产党

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现实状

况，探讨积贫积弱的国家民族如何进步

等问题。中共“一大”统一了思想，确立

了党的目标，走出了中国共产党“初心”

的第一步。

作品细腻地描写了中国共产党人

“初心”的孕育过程，也提醒我们从如下

几点去体会和感悟“初心”的思想内涵。

其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进

步知识分子走进人民群众斗争中的艰

苦探索与实践。没有这个探索与实践，

就不会有真正的“初心”。

其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经

受残酷斗争，在大浪淘沙的历史进程中

不断坚定、不断充实、不断铸就的。作

品对 13 位中共“一大”代表都展开了生

动的讲述。他们人生命运的转折和结

局，令人感慨。有的人经受不住考验，

丢失了“初心”，必然要被历史淘汰。能

够守住“初心”，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其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以

流血牺牲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13 位

中共“一大”代表中，陈潭秋、李汉俊、何

叔衡、王尽美、邓恩铭为中国革命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在他们之后，更多的共

产党人和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奉献牺

牲。他们的牺牲，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意志。

其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任何

时候都必须坚持，不可动摇。一百年前

是这样，一百年后更是这样。我们今天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发展都是为

了人民”的理念，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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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

冬日，我们赴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

徽省金寨县。金寨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红军的摇篮，

将军的故乡”。

我来到位于老城区的红军广场，满

目青松翠柏，庄严肃穆。清寒的风中夹

着细雨，崇敬的心情多了份沉重。抬眼

望去，纪念塔矗立在山巅，气势雄伟。由

广场去纪念塔的台阶两边有大型浮雕，

中间的主图案是杜鹃花，又名映山红。

我自然想起歌曲《映山红》，情不自禁地

哼唱起来，“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

遍哟映山红……”仿佛看到了漫山遍野

火一般的红杜鹃。

拾级而上，眼前墙体浮雕是为了纪念

1929年的“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而创

作的。1929 年 5 月，商南起义一举成功，

各路起义队伍会师在斑竹园，组建了中国

工农红军第 11军第 32师。这是在金寨成

立的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此后，革命星

火渐成燎原之势，豫东南、皖西北革命根

据地先后建立。在商南起义胜利的鼓舞

下，声势浩大的六霍起义同年爆发，组建

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11 军第 33 师，使金寨

有了第二支主力红军队伍。红 11军各师

组成后，就地开展游击战，创建了鄂豫边、

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

每 段 台 阶 的 级 数 不 同 ，寓 意 也 不

同。第一段 59 级台阶，寓意在金寨县诞

生的 59 位共和国开国将军。25 级台阶，

象征着在金寨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25 军。28 级台阶，是纪念在金寨重建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 28 军。这支红军队伍

经过艰苦卓绝的 3 年游击战争，后发展

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最后的 10 级台

阶，寓意革命战争年代金寨 10 万儿女参

军征战。一级级台阶犹如一本本书，记

载了那段峥嵘岁月。数字背后隐含厚重

的历史，既寓意深长又无上光荣。

台阶的尽头是“金寨县革命烈士纪

念塔”，塔高 24 米，代表金寨 1924 年就建

立了党组织。纪念塔正面镌刻着刘伯承

元帅题写的“燎原星火”镀金大字，塔基

镶着汉白玉浮雕，展示金寨人民在革命

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我读着碑文，不

禁为之动容，向纪念塔深深地三鞠躬。

纪念塔后方是由洪学智将军题写的

“金寨县红军纪念堂”，大门正上方一枚

红色五角星熠熠生辉。进入堂内，两侧

长廊陈列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

领导人、开国将帅、老红军题字的碑石。

他们饱蘸浓墨、饱含深情写下的字句，或

缅怀红军先烈，或对革命老区寄予期望。

大厅的正面是红军人物群雕，战士

们正手持步枪、挥舞着大刀，冲锋陷阵、

奋勇杀敌。四周陈列着英烈的照片和名

单，他们的音容笑貌永留人间。

其中一面墙上还展示了在金寨建立

的 12 支主力红军序列表及简介，红军的

足迹历历在目。金寨是红四方面军、红

25 军和红 28 军的主要发源地。红军长

征中，四支队伍有两支在此发源，不愧为

“红军的摇篮”。

走出纪念堂，眺望四周，山色斑斓多

彩，山间云雾缭绕，山脚楼群林立，一派

秀丽壮美的风光，把一面党旗映衬得更

加鲜艳夺目。

红军纪念堂的后山坡是红军烈士墓

园。青山埋忠骨，英名垂千古。一座座

坟茔安葬了近 200 位革命烈士和已故老

红军。一株株劲松傲然于风中，苍翠挺

拔，如烈士们坚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和百

折不挠的高贵品格。

山脚下是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名

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展厅内，一件件珍

贵物品和一块块图板诉说着金寨人民

的革命故事。在数十年的革命中，10 多

万金寨英雄儿女参军，被追认的革命烈

士 有 1 万 余 人 。 长 达 十 几 米 的 一 面 墙

壁上，刻满了烈士的名字。张尚文“舍

子救红军”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她不

仅是一位女游击队员，更是一位坚强的

母亲。正是千万个像张尚文这样的金

寨人，如此呵护红军队伍、拥护红色政

权，才有了革命红旗在这里始终不倒，

高高飘扬。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

呀竖起来……”展厅内响起耳熟能详的

旋律。不到金寨，我还不知道这里是歌

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地。商南

起义胜利后，区、乡苏维埃政府的普遍

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为了庆祝苏

维埃政府成立，县委决定编写一首歌唱

苏维埃的歌曲，共产党员、佛堂坳模范

小学校长罗银青承担了此项任务。正

值桂花飘香时节，他触景生情，创作了

《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并配以当地

群众喜爱的民歌曲调“八段锦”。在第

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八月桂

花 遍 地 开》的 歌 舞 表 演 赢 得 了 一 致 赞

誉。从此这首歌广为传唱，成为经久不

衰的经典歌曲。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金寨党

组织和金寨人民英勇奋战、前赴后继，

写下了英雄传奇。1955 年至 1965 年，金

寨籍有 59 人被授予将军军衔，成为名副

其实“将军的故乡”。一份份斑驳的文

件，一件件留有战场硝烟的文物，无不

记录着将军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的

赫赫战功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

的重要贡献。

一 寸 山 河 一 寸 血 ，一 抔 热 土 一 抔

魂。在党的领导下，英雄的金寨儿女用

鲜血和生命写就了光辉的革命历史和厚

重的红色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必将永励后人！

红色金寨
■唐红生

兵 漫

阅图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广

西总队北海支队官兵进行擒敌

对抗训练的场景。拍摄者运用

小光圈、高速快门定格下两名

战士比武的瞬间。画面中，飞

扬的沙石，呐喊助威的战友，还

有两名战士在对抗中的动作神

情，都给人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让人仿佛置身现场，感受到警

营火热的训练气氛。

（点评：汤 斌）

比 武
■摄影 余海洋

拉 练
■吴 超/文 胡二泉/绘

战友情深，班长帮战友挑破脚底

水泡。

一声号令，官兵全副武装出发。 步伐整齐，歌声嘹亮，我们跟随

战旗大步向前。

“把手给我”，互帮互助，胜利就

在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