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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诗词姹紫嫣红的百花园里，

毛泽东诗词以其载物之重、用情之深、

视野之广、胸襟之阔、格局之大、气象之

宏，成为诗坛一处风格独具、光彩照人

的风景，也为人类艺术和思想宝库增添

了一份无比珍贵的瑰宝。

中国革命的史诗

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有三个方

面的突出表现。首先是叙事宏大，它记

录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蕴含

着诗人对中国革命的感怀和思考，是一

部系统完整地描绘中国革命的史诗。

1927 年，毛泽东受命到湘赣边界领

导秋收起义。9 月初，毛泽东将湘赣边

界军队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

师。9 月 9 日，秋收起义爆发。秋收起

义和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国

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

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是中国人民

真正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轫，是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争取

自由解放的创始。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诗兴大发，挥

笔写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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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 年 12 月 28 日到 29 日，中共红

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

召 开 。 会 议 通 过 了 毛 泽 东 起 草 的《古

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

建军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

军 建 设 的 纲 领 性 文 献 ，是 党 和 人 民 军

队建设的里程碑。随着中央苏区不断

巩 固 发 展 ，军 事 斗 争 也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重 大 胜 利 ，先 后 粉 碎 了 敌 人 四 次 大 规

模“围剿”。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艰苦卓绝的斗

争中，经受了革命事业跌宕起伏的严峻

考验，在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同时，也成就了一个举世罕见的

“马背诗人”。他先后写下《清平乐·蒋

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

州 向 长 沙》《渔 家 傲·反 第 一 次 大“ 围

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

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一系列

不朽诗作，生动记述了对中国革命的忧

思、喜悦和礼赞。

1936 年 2 月，毛泽东亲率部队来到

位于秦晋高原黄河岸边的陕北清涧县

袁 家 沟 ，准 备 东 渡 黄 河 进 入 山 西 。 此

时，正是天寒地冻、大雪纷纷的时节，一

幅 壮 美 的 北 国 风 光 图 铺 展 在 诗 人 面

前。毛泽东诗情喷发，挥笔写下《沁园

春·雪》。词的上阕，诗人描绘了祖国北

方大好河山的奇伟壮丽：“北国风光，千

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

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首词，与诗

人 1925 年秋创作的《沁园春·长沙》一起

成为赞美祖国山河的姊妹篇。《沁园春·

长 沙》是 这 样 描 绘 祖 国 南 方 秀 美 山 川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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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首词，一南一北，一秋一冬，连成

一幅奇美无比的中华万里江山图。词

的下阕，诗人赞叹“江山如此多娇，引无

数英雄竞折腰”，祖国母亲哺育了一代

又 一 代 英 雄 豪 杰 。 然 后 ，诗 人 笔 锋 一

转，吟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将中国共产党人砸烂旧世界、缔造

新中国的担当和自信，中国人民打败日

本侵略者、重整河山的英勇无畏，展现

在世人面前。

1949 年 4 月，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

渡江作战的毛泽东，看到了渡江战役胜

利、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南京获得解

放的捷报，心潮澎湃，写下《七律·人民

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 山 风 雨 起 苍 黄 ，百 万 雄 师 过 大

江 。 虎 踞 龙 盘 今 胜 昔 ，天 翻 地 覆 慨 而

慷 。 宜 将 剩 勇 追 穷 寇 ，不 可 沽 名 学 霸

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诗，在毛泽东诗文中具有特殊

而重要的地位。它宣告了几千年来，中

国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历史的终结，中国

人民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

万水千山只等闲

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第二个方

面的突出表现，是它展示的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蕴含着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

概和宣示着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

信念。

1930 年 10 月下旬，蒋介石纠集 10

万兵力，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

次“围剿”。12 月下旬，毛泽东在苏区

军民反“围剿”誓师大会上发表动员讲

话，讲述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并题写

表达反“围剿”战略指导思想的大字对

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

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

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

歼敌人。”12 月 30 日，毛泽东、朱德指挥

红军乘大雾弥漫的有利时机，对进入龙

冈包围圈内的敌军主力第 18 师发起总

攻，激战至晚，全歼国民党军第 18 师师

部和 2 个旅共 9000 余人，活捉敌前敌总

指挥兼师长张辉瓒。1931 年 1 月 3 日，

毛 泽 东 、朱 德 指 挥 红 一 方 面 军 乘 胜 追

击，在东韶歼灭敌军另一主力第 50 师

谭道源师一半兵力。两仗共歼敌 15000

余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纷纷撤退，这

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嗣后，蒋介

石集结 20 万兵力，准备发动对中央苏

区新的进攻。在迎战蒋介石第二次大

“围剿”之前，毛泽东写下《渔家傲·反第

一次大“围剿”》：

万 木 霜 天 红 烂 漫 ，天 兵 怒 气 冲 霄

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

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

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

周山下红旗乱。

1933年 9月，蒋介石调集 100万兵力

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围剿”。这

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

了统治地位，他们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

确建议，放弃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运动

战，实行阵地战、“正规”战。红军在强大

的敌人面前处处陷入被动，屡战失利。

1934年 4月下旬，毛泽东离开瑞金，到中

央根据地南线、江西省东南部的会昌调

查研究和指导工作。早在 1929 年，为开

辟赣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到过会昌，

这次重回故地，面对中国革命遭受的严

重挫折，毛泽东思绪万千，心潮难以平

静，写下《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

人 未 老 ，风 景 这 边 独 好 。 会 昌 城 外 高

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

加郁郁葱葱。

这是毛泽东在革命生涯处于逆境

时写下的一首词。其中虽难掩诗人心

情的郁闷，但他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必

胜的信心。一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

早，踏遍青山人未老”，宣示了他蔑视困

难、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展现了他越

挫越勇、坚不可摧的斗争精神。他不但

指 出 中 央 苏 区 南 线 一 带“风 景 这 边 独

好”，更从会昌城外“颠连直接东溟”的

高峰，从“更加郁郁葱葱”的南粤，看到

了中国革命的挫折是暂时的，人民革命

事业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第三个方

面的突出表现，是颂扬人间正道，礼赞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世界和平的正义

事业，宣示人民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伟

大历史观。

1935 年冬，中央红军走完长征最后

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毛泽东登上

岷山峰顶，远望青海一带苍茫的昆仑山

脉，有感而作《念奴娇·昆仑》：

横 空 出 世 ，莽 昆 仑 ，阅 尽 人 间 春

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

秋 功 罪 ，谁 人 曾 与 评 说 ？ 而 今 我 谓 昆

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

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

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

同此凉热。

1958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对这首

词作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

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

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

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这 首 词 ，毛 泽 东 以 一 个 伟 大 的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家 的 远 见 卓 识 ，借 评 说 昆

仑的“千秋功罪”，宣示中国共产党人

建设“太平世界”的崇高追求。诗人痛

恨昆仑“夏日消溶，江河横溢”，给人民

带 来 灾 害 ，昭 示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 人

民，要用“倚天抽宝剑”那样的力量，把

昆 仑“ 裁 为 三 截 ”“ 一 截 遗 欧 ，一 截 赠

美，一截还东国”，解除帝国主义给世

界 人 民 带 来 的 痛 苦 ，还 世 界 人 民 一 个

安 宁 和 平 的 生 存 和 发 展 环 境 。 这 首

词 ，彰 显 了 诗 人 伸 张 人 间 正 义 的 博 大

胸 襟 ，在 中 国 人 民 反 抗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侵略的年代，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无疑

是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毛泽东诗词，是对党、对人民、对人

民军队的伟大颂歌，其中蕴含的伟大力

量，必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着全党、全军

和全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

险阻。

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
■陆振兴

甲：问 您 一 个 问 题 啊 ，您 喜 欢 读

书吗？

乙：喜欢啊！

甲：喜欢到什么程度？

乙：业余时间，找个安静的地方读

读书，既是休息，也是学习。

甲：那您可不如我。

乙：您怎么样？

甲：我喜欢读书已经达到“爱”的

程度。有个词儿叫手不释卷，那就是

说我呢。

乙：哦 ，那 您 一 年 能 看 好 几 十 本

了吧？

甲：一年……看不了几本。

乙：那是您看得仔细。

甲：对喽，这叫读书百遍，其义自

见 。 我 每 天 必 读 的 ，也 是 我 最 喜 欢

的……

乙：什么书？

甲：“高数”。

乙：嗯？

甲：累了我再换一本。

乙：什么呀？

甲：“模电”，下午累了再换一本“C

语言”。

乙：就这个啊？您说的都是教材。

对咱学员来讲，一天八节课，这书谁每

天不都得看几本？

甲：这是初级阶段，跟你一样能叫

“爱”读书吗？

乙：不是，我就想问您，除了教材还

读过别的书吗？

甲：那当然了！

乙：什么呀？

甲：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

碧鸳。

乙：武侠小说啊！

甲：你们这些凡人怎么能明白读

书的乐趣呢？为了看书，我是饭也不

吃了，觉也不睡了。宿舍看，教室看，

操场看，路边看，水房看，楼道看。那

天 ，我 正 看 得 入 迷 ，突 然 有 人 拍 我 肩

膀。（学教员口气）看什么书呢？这么

认真。别闹……嗯，教员！

乙：哦，你上课看闲书啊？

甲：（学教员口气）下课到我办公室

来一趟。

乙：看你怎么办。

甲：（学教员口气）小纪啊，看课外

书不是不可以，可像你这样一门心思

看闲书，耽误了学业不说，荒废了你大

好的青春啊！这本没收了，我给你推

荐一本！

乙：什么书？

甲：我接过来一看，《飞鸣镝》。

乙：这书我知道，是讲咱地空导弹

部队历史的。

甲：是啊，这本书讲的是咱地空导

弹 部 队 ，在 1959 年 到 1969 年 这 10 年

中，先后打下了 9 架敌高空侦察机，震

动了世界，使敌机不敢来犯。

乙：没错！

甲：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咱们地

导的老前辈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勤学

苦练，克服困难，敢打必胜，实现了好几

个世界第一。用现在的话说，那老铁必

须给个“双击 666”啊！

乙：还直播呢！

甲：人家年轻时在干什么？我又在

干什么呢？

乙：好好想想吧！

甲：还是书里说的好啊，当回首往

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

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乙：所以要多读书、读好书。

甲：对，我爱读书，我要读书！（贯

口，注意断句）我要读“四书”“五经”《李

太白集》，《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资

治通鉴》《三国演义》，《沉沦》《呐喊》《热

血》《红岩》，《长征》《围城》《子夜》《雷

雨》。《大道行思》《鹰击长空》，《战地之

魂》《剑指苍穹》，《苦难辉煌》《拍案惊

奇》。《日瓦戈医生》去《静静的顿河》研

究《物种起源》，《骆驼祥子》找《三剑客》

讨论《梦的解析》，《哈姆雷特》找来《基

督山伯爵》复仇《堂吉诃德》，《汤姆叔叔

的小屋》住着《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在

《等待戈多》。

乙：嚯，读的真不少。

甲：读了这么多书，学了这么多道

理，现在我上课再也不看闲书啦！

乙：太好了！

甲：我睡着啦！

乙：嗨！

我
爱
读
书

（
相

声
）

■
乐

天

古有冬至隆师的习俗。隆，尊崇

之意；隆师即敬师、拜师。《荀子·修身》

曰 ：“ 故 君 子 隆 师 而 亲 友 ，以 致 恶 其

贼。”古时一到冬至这天，老师要带领

学生拜祭先师孔子，弟子则向老师行

敬拜之礼。

古 人 为 何 在 冬 至 日 隆 师 呢 ？ 笔

者以为原因有二：冬至不仅是二十四

节气之一，而且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

传 统 节 日 。 早 在 周 朝 ，先 民 们 把 冬

至 视 为 岁 首 ，周 代 的 正 月 就 是 农 历

的 十 一 月 。 冬 至 这 天 要 举 行 盛 大 典

礼 ，天 子 率 三 公 九 卿 举 行 祭 祀 仪 式

迎 岁 。 民 间 也 有 冬 至 祭 祖 的 习 俗 。

汉 代 ，冬 至 被 列 为“ 冬 节 ”。《汉 书》

云 ：“ 冬 至 阳 气 起 ，君 道 长 ，故 贺 。”民

间 向 来 有“ 冬 至 大 如 年 ”的 说 法 。 如

此 重 要 的 节 日 ，焉 能 不 敬 拜 老 师 ？

其 二 ，冬 至 是 古 代 入 学 之 日 ，入 学 敬

拜老师是古人必行之礼。崔寔《四民

月令》记载，古代有三个入学时间，即

正 月“ 农 事 未 起 ”、八 月“ 暑 退 ”、十 一

月“ 砚 冰 冻 ”（即 冬 至）。 到 了 南 北 朝

时 期 ，入 学 时 间 相 对 统 一 ，冬 季 入 学

成为主流。在中国古代，开笔礼与成

人礼、婚礼、葬礼并称为“读书者人生

四 大 礼 ”。 开 笔 礼 即 入 学 礼 ，拜 先 师

是其程序之一。

古 代 入 学 时 的 拜 师 礼 称 为“ 释

菜”，以此表示对老师的恭敬和学习的

诚心。“释”即“放下”，就是把菜作为贽

礼进献老师。释菜也是祭祀孔子的一

种重要仪式，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定期

向孔庙行释菜礼的规定。如宋代时规

定在一年四季中的每季最初之月进行

释菜。释菜的祭品主要为芹、枣、栗等

素食。

古人将释菜礼称为“礼之轻者”，但

礼轻情意重。尊敬师长是我国的优良

传统，古人在学校举行释菜礼，目的在

于对刚入学的新生进行尊师教育。如

今，尊师重教已蔚然成风。我们应该大

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学生感知古

礼中蕴含的尊师重道之要义，引导莘莘

学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励

其向学之志。

冬至隆师
■郑学富

文化博览

经典回眸

阅 图

渡 河
■摄影 姬文志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部

官兵巡逻时的情景。哈萨克族战士巴

特里骑着牦牛正蹚过湍急的河流。激

荡的水花仿佛扑面而来，牦牛在河中

艰难行进，让人感受到紧张和危险。

巴特里腰背挺直、沉着冷静，丝毫不显

慌乱，身后等待过河的战友目光都聚

焦在他身上。

拍摄者选取了巡逻路上的瞬间，

展现了边防巡逻的艰辛与危险，衬托

出边防战士的忠诚勇敢、无私无畏。

（点评：左亚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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