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一个响彻中国乃至世界的名字，其政治

上的成就毋庸多言。然而，作为本质是诗人的毛泽东

在文学上的成就同样也独领风骚。他以一个旧世界

的改造者和新世界的缔造者的姿态站在历史时代生

活的高度，审视观照一切，畅抒豪情。作者一方面立

足现实，关怀人生，同时又注重形象思维，以理想之

光烛照现实，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

义相融汇的基调。

毛泽东诗词奠基的柱石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其

作品内容反映的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他对

中国革命过程中阶级与阶级、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

们所处的时代、环境，都做了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

写，并把历史的画卷展示给人们。”〔!〕从这一点上来

说，毛泽东诗词是很纯粹的现实主义。不管是直接描

写，还是揽胜抒情，抑或是咏物评史，这些诗词总体

上反映了丰富而广博的社会内容，并对之进行了细

致精当的描绘。其诗词有描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武装斗争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

冈山》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真实地反映了

秋收暴动、武装割据的那段历史，涵盖了那个时代的

阶级关系。而《七律·长征》与《忆秦娥·娄山关》则对

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进行了描写。另有描写社会主

义新生活的《浪淘沙·北戴河》与《水调歌头·游泳》，

揭示生活巨变，展示社会主义建设美景，真实反映了

我国所经历的重大变革。还有对反华反共势力进行

揭露、批判和嘲讽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等。

这些诗词有些是反映全貌，有些是摄取一两个

有代表性的镜头，还有些是以某一事件为内容，但都

说明毛泽东的诗词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斗争与生活当

中，客观真实的展示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壮丽历史画卷，极

为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的诗词首先在思想内容

上奠定了其诗词的精神价值。他站在历史时代生活

的高度，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成败的特定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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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走向问题，展示了一个马克

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对待严峻斗争生活的应有态度。

其诗词中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作为领袖兼诗人的宽广胸襟与

不凡气度，还有对社会主义的讴歌，对祖国建设与人

民生活的深切关注等，汇合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不管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

都深深激励和感染着我们。这是中国人民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

另一方面，毛泽东诗词焕发出不可阻挡的艺术

魅力。有人说他“写山则情满高山，写水则意动江河；

评史则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论今则高瞻远瞩，

神驰八象，心游万仞。”〔!〕活画出这位伟人气吞山河

的气概，主宰历史宇宙的豪情。确实，毛泽东诗词气

势之磅礴、意境之阔大、心胸之宽广、思想之深邃、联

想之丰富、想象之奇瑰，是古往今来许多潇洒豪迈的

诗人亦不能及的。而要达到这样出神入化的诗词境

界，造就如此光辉灿烂的艺术精品，这除了跟诗人本

身独特的人生体验、人格魅力有极大关系外，也跟作

者在反映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侧重于从主观内心世界

出发来抒发情感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有着本质的联

系。

毛泽东诗词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形象思维的表现

形式，如联想、想象和幻想，以及夸张、移情于物、象

征等，构成一个主抒情、主形象、主理想的浪漫主义

世界。

由现实引发的联想在毛泽东诗词中确实是“上

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如《沁园春·雪》中，作者

在描写了祖国的壮美河山之后，由“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竟折腰”追溯到三千年来封建历史中掌

管江山的历史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

汗，对他们进行充满豪气而不失科学的评论。这种联

想使词的境界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步，“从自然的变化

到社会的变革”，“由咏物抒怀转到论史言志。”〔#〕全

词内容气象万千，气度恢弘壮阔，堪称佳作。至于想

象和幻想的奇伟瑰丽，则是毛泽东诗词的又一大特

色。《水调歌头·游泳》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和“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的宏伟想象，以至于“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通

过想象让改造世界的革命豪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

达。而《七律·答友人》中，幻想“帝子乘风下翠微”，经

历“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的忽悲忽喜。

借帝子神话的幻想来驰骋想象，歌颂人民的无限创

造力。在《念奴娇·昆仑》中，竟要倚天抽剑，“把汝裁

为三截”。这种奇异而大胆的幻想把作者的理想表现

的那样光华灿烂。另外，毛泽东诗词还善于塑造富有

思想的形象，即传统说法上的“移情于物”。《沁园春·

雪》著名的两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

高”，把诗人敢于与天斗的大无畏精神外化于普通的

山峰平原中，使“山”“原”的形象一下子鲜活起来。而

《卜算子·咏梅》，通过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高洁、坚强、无私、从

容的形象，象征革命者高尚无私的品质和坚强乐观

的精神，也是把自己的情感溶在生动的形象中。即使

是纯用白描的诗词，亦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

如《采桑子·重阳》，在“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廖廓江天万里霜”。的开阔辽远而生机勃

勃的绮丽秋景中，传达、暗示出“战地黄花分外香”的

革命情怀，情景交融而意境深远，堪称现实主义与浪

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

综上所述，毛泽东诗词完全切合他所提出的“诗

要用形象思维”〔$〕的文艺主张。用形象的、艺术的思

维来写实，使其诗词充溢着浓郁的现实主义与浪漫

主义相融汇的基调。他以自己的巨大成功使现实主

义与浪漫主义历来泾渭分明的两条创作路线达到了

一个光辉的交叉点。从而成为开创两条路线、两种方

法、两样思维完全可以有机融汇的成功典范。这是毛

泽东诗词的特殊风格，亦是它对文坛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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