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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崇高的特点是 美处于主客体的矛盾激化中
。

它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强 大力量
,

是一种不可 阻遏的 强劲气势
。

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一种粗犷
、

激荡
、

刚健
、

雄伟的特征 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
。 ①毛泽东诗词中长征组诗占据着特殊的

地位
,

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

他的诗词充 满了乐观主义与进取精神 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存 诗史结合
、

哲理入诗
,

具有

崇高美感
。

长征组诗以 阳刚之美为主
,

豪放大气之作见长 典雅与通俗相结合
,

使得诗句读起来朋 朋 上口却又不乏文学涵养

一言以蔽之 毛泽东诗词极具崇高美
。

【关键词 】毛泽东诗词 长征组诗 崇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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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无产阶 面临着必须突围的危急关头 三是党 内危机
,

当时

级革命家
,

也是一位文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诗人
。

中共内部的王明
“

左倾
”

错误路线已经发展到顶点
,

在他创作并面世的六十七首诗词中
,

都显示出了独 他们否定毛泽东所提出的应该突破敌人的包围
、

由

特的魅力
,

尤其是 《清平乐
·

会昌 》
、

《十六字令 三 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
、

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首 》
、

《忆秦娥
·

娄山关 》
、

《七律
·

长征 》
、

《念奴娇
·

昆 的正确战略思想
,

致使革命形式陷于极端困难的境

仑 》
、

《清平乐
·

六盘山 》
、

《六言诗
·

致彭德怀同志 》这 地
。

这三重危机成为了长征组诗中崇高美的精神

七篇九首
,

这七篇九首被称为
“

长征组诗
” ,

是毛泽 基础和主客体矛盾冲突的条件
,

也是此时诗词表现

东诗词中最璀璨的明珠
,

也是对 多年前那段峥嵘 中的精神内核
。

岁月 的艺术再现
。

长征组诗诞生于内忧外患
、

政治 比如在 《清平乐
·

会昌》中
,

诗词采用的是
“

亦情

环境极其复杂
、

毛泽东本人思想斗争最强烈的阶 亦景
,

情景交融
”

的表现手法
,

诗人把深沉的感情蕴

段
,

尽管如此
,

这些诗词中仍不乏这位伟大诗人的 藏于景色之中
, “

东方欲晓
,

莫道君行早
” ,

以这样两

乐观主义与进取精神
、

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 句作为诗的首句
,

一开始就勾画出一种黎明将至
、

存
、

诗史结合
、

哲理人诗
。

长征组诗以阳刚之美为 视野顿开的豪迈气氛
。 “

东方欲晓
”

四个字
,

既是时

主
,

豪放大气之作见长 典雅与通俗相结合
,

使得诗 间概念
,

也是空 间概念
。

它暗示出一个无限境界
,

句读起来朗朗上 口却又不乏文学涵养
。

具体而言
,

即眼前便是豁朗的清晨
,

尽可迎着朝晖去领略晨曦

长征组诗具有崇高美感
,

主要表现在以下 四个方 中的黎明风景
,

给人以充满希望和追求的情绪
。

同

面 时这四个字也是一语双关
,

表达了
“

黑暗即将过去
,

一
、

冲突中的崇高美 曙光就在前头鸣的意思
,

与当时矛盾重重的政治环

崇高美的特点是 美是处于主客体的矛盾激化 境对应起来
,

表达了诗人在这激烈的矛盾斗争中的

中 —它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
,

是一种不 豪迈与崇高美
,

也表达出了积极的乐观精神和高尚

可阻遏的强劲气势
,

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一种粗 的革命理想
。

犷
、

激荡
、

刚健
、

雄伟的特征
,

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 还有 《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 》
“

山
,

快马加鞭未

美感受
。

① 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世界政 下鞍
。

惊回首
,

离天三尺三
。 ”

中
,

以
“

山
”

字开头
,

突

治
、

军事史上前无古人的壮举
,

当时
,

中共中央红军 兀而新鲜
,

接下来
“

快马加鞭未下鞍
”

一句
,

跳荡着

面临着三重危机 一是中华民族的危机
,

当时日本 紧迫的节奏
,

传导了高昂的情绪
,

精炼 的写 出了

强行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热河后
,

于同年 月
,

发表
“

我
”

及战友们的行动
。 “

惊回首
”

的描述之后
,

诗人

了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
,

民族危机空前
。

二是国共 毛泽东抒发了
“

离天三尺三
”

的赞叹
,

通过夸张的手

两党之间危机
,

当时蒋介石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关 法表现山势之高
,

巧妙地借用民谣的句子人词
,

既

头
,

对在后方积极抗 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支 通俗又形象
。

表达了山是这样高
,

而
“

我
”

却骑马疾

持
,

反而更想将其消灭
,

并提出了
“

攘外必先安内
”

驰于其上
,

处于主体的
“

我
”

和处于客体的
“

山
”

的矛

的政策
,

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
“

围剿
” ,

红军 盾激化中—它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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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
,

这是何等的雄豪
,

就这

样
,

把红军战士们不顾千难万险
,

扬鞭猛进的革命

情怀凝练在了纸上
。

在戎马住惚的长征路上
,

还有
“

闲情
”

去欣赏山容
,

赞美山魂
,

可见作为一位伟大

的革命家的非凡气魄和坚定的胜利信心
。

一个在

紧张
、

复杂的局势中能够应付 自如
、

指挥若定的英

雄形象
,

已隐隐耸立在字里行间了
。

毛泽东在 《忆秦娥
·

娄山关 》的注释中写道
“

万

里长征
,

千回百折
,

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
,

心

情是沉郁的
。

过了崛山
,

豁然开朗
,

转化到了反面
,

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 ”

在那困难重重的历史大背景

下
,

他写下了
“

雄关漫步真如铁
,

而今迈步从头越
”

的豪迈诗句
,

写出了红军藐视困难
、

敢于向困难做

斗争而且能够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
。 “

雄关
”

是说牢

不可破的关口
,

们
“

漫
”

和枉然是差不多的意思
。

不

管
“

雄关
”

是不是如钢铁般牢不可破
,

看我们的红军

就这样从容迈步
,

从山头上越过去了
。

此外
,

在这七篇九首诗词中
,

处处可见审美主客

体处于矛盾激化中
,

在这矛盾和对立中
,

产生了一种

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
,

是一种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
,

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一种粗犷
、

激荡
、

刚健
、

雄伟的特

征
,

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崇高美的审美感受
。

二
、

乐观主义与进取精神

毛泽东诗词 中总是洋溢着浓厚的乐观主义精

神与进取精神
。

在 《清平乐
·

六盘山 》中
, “

不到长城

非好汉
”

七个字
,

连用两个否定副词构成双重否定
,

大大加强了是豪言壮语亦是誓言的决心和力量
。

这既激励指战员继续奋勇前进
,

又集中表达了红军

坚强的革命意志
、

勇气和共同决心
,

是对红军革命

英雄主义
、

革命乐观主义的深刻艺术概括
。

对当时

张国蠢的逃跑投降主义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和有力

的斥责
。

直至今 日
,

这句闪耀着革命壮志豪情的警

句
,

已成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格言
,

影响和鼓舞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

而将这种份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发挥到极致的

是诗人毛泽东的 《七律
·

长征 》
。

《七律
·

长征 》来源于

生活而远远高于生活
。

这首诗的题材是从艰苦卓

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现实生活中概括和提炼出

来的
,

但是一切艰难和牺牲都不提了
,

只表达胜利

的喜悦和对于艰难牺牲的蔑视
。

全诗八句
,

一气贯

穿
,

全用白描
。

感情一泻直下
,

调子轻快
,

十分 自

然
,

是既有朴素流畅之美
,

又含工整高华之美
。

当

时红军穿过五岭山脉进军
,

上有国 民党的飞机盘

旋
,

后有国民党追兵
,

前方亦有堵截
,

十分艰苦
,

然

而毛泽东却用 了一句
“

五岭透逸腾细浪
” ,

表达了

“

敌人不在话下
”

的意思
,

对于红军而言
,

五岭山脉

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

就像是大地上起伏着细微的波

浪一般
。

至于
“

乌蒙磅礴走泥丸
” ,

横亘在云贵两省

之间的乌蒙山脉
,

在诗人和红军眼中
,

那只不过是

大地上的一些滚动的泥丸罢了
,

接下来的
“

金沙水

拍云崖暖
,

大渡桥横铁索寒
”

是描写金沙江和大渡

河天险的
,

诗人却用
“

云崖暖
” 、 “

铁索寒
”

来蔑视这

样的困难
,

何等轻松
。

红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

被迫翻过终年积雪的崛山
,

前方还有激战等待着红

军
,

诗人既不叹息过去 的困难
,

也没有写后面剩下

的 困难
,

只是用轻快的诗句煞尾
“

更喜崛山千里

雪
,

三军过后尽开颜
。 ”

回过来再看诗的开头就定下

了基调
“

红军不怕远征难
,

万水千山只等闲
。 ” “

只

等闲
”

三个字就把藐视一切困难的态度表明了
,

诗

人以如此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写艰苦卓

绝的长征
,

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心中的那份乐观精神

和进取精神
。

三
、

阳刚之美

阳刚之美是长征组诗最为凸显的特征
。

中国

美学类型最基本的划分即是
“

阳刚之美
”

和
“

阴柔之

美
” 。

这种审美分类最具代表性的是司空图的 《二

十 四诗品 》
,

其中有
“

雄浑
” 、 “

劲健
” 、 “

悲慨
” 、 “

豪

放
” 、 “

流动
, ,

诸品显示了
“

阳刚之美
, , 。

在西方
,

对
“

阳刚之美
”

极为推崇的是古罗 马时期 的朗加纳

斯
。

总而言之
,

阳刚之美主要体现在意象富有动感

和张力
,

随时会表现出急剧的变动
。

其次
,

意象大

都粗犷有力
,

富有震撼力
。

最后
,

所选意象大多宏

大开阔
,

非同凡俗
。

而在毛泽东诗词当中
,

阳刚之

美则是其诗词风格的主旋律
,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一 动感之美

阳刚之美首先是体现在意象富有动感和张力
,

运动之美也是阳刚美的一种
。

长征组诗中不存在

静态的或雕塑式的人物和静态的或写生式的景物

描写 毛泽东诗词
,

尤其是长征组诗当中的景和物
,

多以动态为主
。

首诗词分别用了踏
、

接
、

指
、

看
、

刺
、

拄
、

叫
、

迈
、

腾
、

走
、

拍
、

阅
、

裁
、

遗 色
、

赠
、

还
、

望
、

卷
、

缚等传神的动词
,

这些动词的灵活使用
,

极大地

开拓和深化了诗词的意境
。

在 《六言诗
·

致彭德怀

同志 》中
, “

山高路远坑深
,

大军纵横驰奔
。 ”

前句写

景
,

后句叙事 一句写静
,

一句写动
。

景事交融
,

动

静辉映
,

生动逼真
,

如临其境
。 “

大军纵横驰奔
”

一句

中
, “

大军
”

透出自信
, “

纵横
”

描述了我军战斗的英

勇
、

灵活及作战的疆域
, “

驰奔
”

体现了行动 的迅

猛
。

这里
“

纵横
”

二字格外传神
,

把我军长驱山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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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
、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形象推到了读者面

前
。

《清平乐
·

六盘山 》中
“

今 日长缨在手
,

何时缚住

苍龙
” ,

诗人毛泽东把具有强烈反差的感情色彩的

诗句
,

错综交替地组织在一起
,

使全词呈现出起伏

跌宕的节奏和疏密有致的变化
。

这种相映成趣的

安排
,

大大加强 了这首词的艺术魅力和感人效果
。

此外
,

这七篇九首的长征组诗擅于从动态中制

造美感
。

在 《七律
·

长征 》中
, “

五岭透逸腾细浪
,

乌

磅礴走泥丸
。 , ,

巧妙的用了一个
“

走
”

字
,

把本来静止

的乌蒙山也变得活 了起来了
,

不仅想象新奇
,

还包

含着深刻的哲理
。

在 《十六字令 其三 》中
, “

天欲

坠
,

赖以拄期间
。 ”

的
“

拄
”

字
,

写出了支撑之意
,

在这

里
,

毛泽东暗用了一个典故
。

《淮南子
·

天文训 》记

载
,

远古时代
,

共工和撷项这两个部族首领争帝
,

搏

斗时
,

共工怒而撞击不周山
,

使得天柱折断
。

毛泽

东隐喻此意
,

说天空赖有山的支撑才不致堕落
,

借

以表现山的雄伟
、

坚强
,

使得诗词具有了动态之美
。

二 意象阔大

毛泽东在长征组诗的数词上追求
“

万
” 、 “

多
” ,

在意象上好作
“

逍遥游
” 。

其笔下出现次数较多的

自然物
,

以
“

山
”

包括
“

峰
” “

昆仑
”

为最
,

共 处
,

“

天
”

包括
“

宇
” “

空
” ,

共 处
“

风
”

次之
,

共 处
。

水景中最喜用
“

海
”

处
, “

江
”

处
, “

水
”

处
。

比如在 《十六字令 其二 》中
“

倒海翻江卷巨澜
”

中
,

毛泽东把群山想象为
“

倒海翻江
”

的巨浪
,

作为
“

奔

腾急
,

万马犹战酣
”

的背景
,

两者映衬
,

极为壮观
。

对山的想象是虚笔
,

对万马奔腾的描述是实写
,

虚

实结合
,

构成了一个激荡
、

壮阔的艺术境界
。

在 《十

六字令 其三 》中
“

刺破青天愕未残
” , “

愕
”

集剑

锋
。

诗人毛泽东把山比喻为剑
,

说它虽然
“

刺破青

天
”

却
“

愕未残
” ,

形象的展现了山峰的峭锐
、

坚挺及

其高耸人云的势态
,

着笔神奇
。

还有 《念奴娇
·

昆

仑 》的开头
“

横空 出世
,

莽昆仑
,

阅尽人间春色
。 ”

就

像巨人挥手
,

气势磅礴
。

一个
“

莽
”

字
,

点活 了昆仑

的崇山峻岭 它横亘太空
,

巍然耸峙于世
,

历尽了人

间的历史变化
。

接着
,

词句如奇峰突起
“

千秋功罪
,

谁人曾与评说
” “

千秋
” ,

是一个人概括数词
,

指千

百年甚至几千年来
,

昆仑的功过是非有谁人做过评

论 只有今天的革命者才会进行评价
。

以议论的

笔法结束上闺
,

并暗示下闽的发展
。

在 《六言诗
·

致

彭德怀同志 》中
“

大军纵横驰奔
” ,

也是写红军长征

战胜险山恶水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

正如

毛泽东所说
,

红军长征
“

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
” ,

“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
,

天上每 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

炸
,

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

路上遇着了说不尽

的艰难险阻
。 ”

但 自从红军渡湘江失败后
,

毛泽东同

志重新统帅红军
,

运用了大规模游击性运动战
,

料

敌人神
,

行动 自如
,

克敌制胜
,

转危为安
,

胜利完成

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
。

这样的词句在

这七篇九首中随处可见
,

可见其诗词的崇高之美是

如此的名副其实
。 “

大军
”

透出自信
, “

纵横
”

描述了

红军英勇
、

灵活及作战的疆域
, “

驰奔
”

体现了行动

的迅猛
。

这里
“

纵横
”

二字格外传神
,

把红军长驱山

水二万里
、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形象推到了读者

前面
。

这句诗使我们感受到了诗人的伟大胸襟
。

豪迈崇高的意象在毛泽东的诗词中随处可见
,

在这

七篇九首长征组诗中
,

让我们感受崇高美的同时
,

也被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襟所折

月及
。

四
、

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毛泽东在三重危机深重的年代
,

身负革命重

任
,

肩负艰巨使命
,

然而在革命乐观主义和进取精神

的影响下
,

所写的诗词中都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

与浪漫主义
。

自从遵义会议之后
,

毛泽东掌握了红

军的领导权
,

也很快奠定了他在全党中的领导地

位
。

他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

使他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建国后一段时间的

革命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

而他身上 的革命

浪漫主义精神和革命战争的生活经历
,

再加上他丰

富的文学修养和对填词一道的深厚功力
,

以及天赋

的才华
,

使他成为以写词为主 的
、

伟大的革命浪漫

主义诗人
。

在 《七律
·

长征 》中
,

全诗 句
,

一气贯穿
,

全用白描的手法
,

感情一泻而下
,

十分 自然
。

还有

《忆秦娥
·

娄山关 》
“

西风烈
,

长空雁叫霜晨月
。

霜晨月
,

马蹄声碎
,

喇叭声咽
。

雄关漫道真如铁
,

而今迈步从头越
。

从

头越
,

苍山如海
,

残阳如血
。 ”

起首两句
,

仅十个字
,

便绘出一幕
“

西风凄厉
,

雁

声燎峡
,

霜华满地
,

残月悬天
”

的战地场景
,

将特定的

时间
、

地点的那种紧张
、

严肃的气氛生动地渲染出

来
。

接下来的
“

霜晨月
,

马蹄声碎
,

喇叭声咽
”

则极有

气势地写 出了列队疾驰 的战马越过天 险时 的雄

姿
。

通过凛冽的西风中军号吹奏的低沉悲壮
、

飘忽

不定的音调
,

烘托出战地一片萧杀气氛
。

这就把急

速坚毅地驰越娄山关的红军雄姿有声有色的描绘

出来
,

真实的再现了红军战士慷慨赴敌的英雄气概

和坚毅无畏的革命精神
。

下半首
, “

雄关漫道真如

铁
,

而今迈步从头越
” ,

两句
,

是全诗的主题和灵魂
,

抒

发了红军战士和诗人不畏艰险
,

不畏挫折
,

藐视一切

困难和敌人
,

从头收拾
。

毛泽东诗词是宏伟的史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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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静 毛泽东长征组诗的崇高美

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历程
。

这些史诗般的作品
,

既大

量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

也不乏浪漫主义

的神来之笔
。

诗人把二者有机巧妙地结合起来
。

毛泽东诗词创作与他本人所倡导的创作方法相一

致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

毛泽东诗词在浪

漫方面主要表现为 想象力丰富
,

大量借用神话传

说
、

故事等
。

例如
,

《十六字令 其二 》中
“

山
,

倒海翻

江卷巨澜
,

奔腾急
,

万马犹战酣
。 ”

天马行空 的想象

表现出了毛泽东大胆的浪漫主义精神 在 《念奴娇
·

昆仑 》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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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将当时的时

局化为神话故事的情节进行描写
,

把历史
、

现实
、

理

想的内容超时空地融汇在一起
,

组合成一个完整的

新境界
。

写历史时
,

诗人着眼于现实
,

让历史成为

时代的开端 写现实时
,

诗人揭示未来的理想境界

写理想
,

诗人又将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

现实主

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

使毛泽东诗词成为一个

和谐的艺术整体
。

五
、

结语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

每个时代和社会
,

都有

在整个思想文化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
。

要创作出崇高的艺术
,

要求艺术家必须具有伟大的人

格
。

伟大的人格包含崇高的思想和崇高的感情
。

毛

泽东一身兼具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襟怀与才具
、

军事

统帅的坚毅与刚强
、

哲学家的思辨与睿智
、

农民的质

朴与倔强
、

诗人的浪漫与豪晴等特质
。

其长征组诗所

反映出的思想
、

情感
,

是毛泽东伟大人格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是诗歌艺术美的最高境界
。

是我们对青年人进

行长征精神教育
、

无产阶级人生观教育
、

美学教育
、

理

想信念社会责任教育的
“

精装版精读教材
” ,

因此具有

强大的影响力
。

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培育的长征精神

和党的优良作风
,

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

必将永远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地

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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