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2卷第 1期

20 13年 3月

西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J our nal f OX i e h
a ng C o

l l
e g e

·

S eo ia l S e ie ne eE d i t i o n

V o
l

.

5 2
,

N O
.

l

M ar
. ,

2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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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

因此酷爱古诗词的毛泽东在不 同时期与场合都对杜甫及其诗词作过评价
。

有些学者依据毛泽东的这些评价认为他并不喜爱杜诗
,

而有些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

他们认为毛泽东对杜诗评价极高
。

本

文不介入这种辩争
,

笔者根据毛泽东毕生大量阅读
、

圈画杜诗以及在其诗词创作中借用和化用杜诗的事实
,

对毛泽东评价杜甫

及其诗词 时的 时境
、

场境及语境进行具体而详尽的分析
,

认为应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辩证地把握毛泽东对杜诗的整体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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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毛泽东对杜诗的评价
,

学术界众说纷 时地阅读杜诗
。

毛泽东生前多次圈画或引用
、

手书

纭
。

有学者认为
“

毛泽东不喜欢杜诗
,

这是不争的 过的杜诗有《望岳》等 23 首
。

此外
,

他圈阅过的杜诗

事实
” 。

其原因是杜诗是
“

政治诗
” , “

站在小地主的 还有
“

安史之乱
”

前的作品 7首
, “

安史之乱
”

后的作

立场
” , “

哭哭啼啼
” ;有学者认为

“

毛主席晚年有抑 品 67 首
。

据初步查对统计
,

毛泽东总共圈阅过杜甫

杜的想法
” ;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

“

是李杜并称
,

并 诗歌 74 首
「珊 142

一

143
。

又据张贻玖在《毛泽东读诗 》中

未妄加抑扬
” ;还有学者认为对杜诗评价极高

。

由 说
: “

他 (指毛泽东 )读过杜甫不少诗
,

对杜甫非常熟

此展开了聚讼千年的
“

李杜优劣
”

论这个老问题的 悉
。

仅故居藏书中就圈画过 67 首
。 ”
叩以
在该书附录

讨论
。

上述论点
,

各执一词
,

莫衷一是
。

本文不介 《毛泽东评点
、

圈阅过的中国古典诗词目录》中
,

列

人
“

李杜优劣
”

的纷争
,

而是就事论事
,

客观地在矛 有杜甫的诗 55 题 69 首
。 「珊 172

盾的对立统一中辩证地把握毛泽东对杜诗的整体 19 5 8年 3 月
,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专门到杜

评价
。

甫草堂视察
,

借阅过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有 12 部

一 毛泽东虽说杜甫
“
哭哭啼啼

,

我不愿看
” ,

10 8册
。

6r[]
64
毛泽东在杜甫草堂杜诗版本陈列室

,

仔

但他却大量阅读运用杜诗
,

甚至在他的诗词 细翻 阅杜诗珍本善本
,

从毛泽东借阅的版本来看
,

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杜诗的痕迹 都是杜诗珍善刻本
,

是极具价值的代表版本
。

于此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不喜欢杜甫
,

常引用
“

不愿 可见
,

毛泽东对杜诗版本甚熟悉
,

鉴别杜诗版本颇

看杜甫
、

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
”

为证
。

但这 具眼力
。

这些珍本善本归还杜甫草堂时增加了一

段话较完整的表述是
:
中共中央于 19 5 8年 1月 11 日 些圈点痕迹

,

毛泽东谈杜诗之仔细自见
。 口
娜

至 22 日在广西南宁召集了有九省两市负责人参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选编了《诗词若干首

的会议
。

16 日
,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

他说
: “

不愿看 (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 的一些诗和词 )》和 《诗词若

杜甫
、

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
,

光是现实主义 干首 (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 的一些诗 )》印发到会人

一面不好
,

李白
、

李商隐
,

要搞点幻想
。

太现实就不 员
「甲 244

。

第一种编人诗词中有杜甫《剑门》等诗 14 题

能写诗了
。 ” 「llr 268 另一段表述是

: “

光搞现实主义一面 25 首
。 「卿

。一 73

也不好
,

杜甫
、

白居易哭哭啼啼
,

我不愿看
,

李白
、

李 毛泽东在工作和生活中也大量运用杜诗
。

如

贺
、

李商隐
,

搞点幻想
。

我们党建党以来
,

几十年没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

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时
,

毛泽东

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 ” 「珊 1260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

,

毛泽 借用杜甫《前出塞九首》中的第六首的前四句
“

挽弓

东讲话是从创作方法来谈的
, “

光搞现实主义一面 当挽强
,

用箭当用长
。

射人先射马
,

擒贼先擒王
。 ”

不好
” ,

还应该
“

搞点幻想
” ,

提倡浪漫主义的创作方 用以说明他的外交策略
,

要正确选择决策人中的对

面
。

这里看不出毛泽东对杜甫有什么指责
。

手这一政治问题
。

1972 年 10 月
,

毛泽东在同周世钊

事实上
,

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杜诗
。

他早年于 谈话中
,

引用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的
“

群山

学生时代读过杜诗
,

战争年代和开国后的年代都不 万壑赴荆门
,

生长明妃 尚有村
。

一去紫台连朔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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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留青家向黄昏
。 ”

此诗暗喻
“

九一三
”

事件林彪之

死
,

将
“

明妃
”

戏改为
“

林彪
” ,

讽刺了林彪走上了一

条 日落
“

黄昏
”

的不归之路
。

毛泽东喜爱书法
,

从杜

诗中得到了艺术启发
。

19 3 8年在延安
,

他会见舒

群
、

朱光谈及书法时说
: “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

剑器行
·

并序》云
: `

往者吴人张旭
,

善草书之帖
,

数

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
,

自此草书长进
,

豪荡感激
,

… …不是至理名言吗 ?
”
19 5 8年《红旗》杂

志创刊时
,

毛泽东为其书写刊名多幅
,

其中在挑出

的三幅上分别注明
: “

此拟可
” 、 “

比较从容
” 、 “

这种

写法是从红绸舞来
,

画红旗
” 。 「,。〕p 67一 6 9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杜甫有一定的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关系
,

他的诗词创作借用或化用杜诗的不

少词语
、

语句也化用过个别诗意
。

如在借用杜诗词

语方面
:
毛泽东《五古

·

挽易昌陶》中
“

放歌依列嶂
”

借用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
“

白日放歌须纵

酒
” ;毛泽东《七律

·

送纵宇一郎东行》中的
“

君行吾

为发浩歌
”

借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古五百字》
中的

“

浩歌弥激烈
” ;毛泽东《沁园春

·

长沙》中的
“

独

立寒秋
”

借用杜甫《乐游园歌 》的
“

独立苍茫 自咏

诗
” ;毛泽东《沁园春

·

长沙》中的
“

恰同学少年
”

借用

杜甫《秋兴八首》其三中的
“

同学少年多不贱
” ;毛泽

东《沁园春
·

长沙》中的
“

指点江山
”

借用杜甫《咏怀

古迹五首 》中的
“

舟人指点到今疑
” ;毛泽东《沁 园

春
·

雪》中的
“

唯余莽莽
“

借用杜甫《对雨》中的
“

莽莽

天涯雨
” ;毛泽东《七律

·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
“

钟山风雨起苍黄
”

借用杜甫《新婚别》中的
“

形势反

苍黄
” ;毛泽东《七律

·

和柳亚子先生 》中的
“

落花时

节谈华章
”

借用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的
“

落花时

节又逢君
” ;毛泽东《七律

·

和柳亚子先生 》中的
“

莫

道昆明池中浅
”

借用杜甫《秋兴八首 》中的
“

昆明池

水汉时功
” ;毛泽东《水调歌头

·

游泳》中的
“

极目楚

天舒
”

借用杜甫《野望》中的
“

跨马 出郊时极 目
” ;毛

泽东《喋恋花
·

答李淑一》中的
“

问讯吴刚何所有
”

借

用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中的
“

道

甫问讯今何如 ?
” ;毛泽东《七律

·

冬云》中的
“

独有英

雄驱虎豹
,

更无豪杰怕熊黑
”

借用杜甫《石完》中的
“

熊黑哮我东
,

虎豹号我西
” ;毛泽东《贺新郎

·

谈史》
“

歌未竟
,

东方白
”

借用杜甫《东屯月夜 》中的
`

旧转

东方白
” 。

在化用杜诗诗意及杜诗语句方面
:
如毛

泽东《七律
·

和周世钊同志》的
“

域外鸡虫事可哀
”

化

用杜甫 《缚鸡行》的诗意 ;毛泽东《蝶恋花
·

答李淑

一》中的
“

泪雨顿作倾盆雨
”

化用杜甫《白帝 》中的
“

白帝城下雨翻盆
” ;毛泽东《七律二首

·

送瘟神》其

一
“

万户萧疏鬼唱歌
”

化用杜甫《兵车行》中的
“

新鬼

烦冤旧鬼哭
,

天阴雨湿声啾啾
” ;毛泽东《七绝

·

为女

民兵题照 》中的
“

飒爽英姿五尺枪
”

化用杜甫《丹青

引赠曹将军霸》中的
“

英姿飒爽来酣战
” ;毛泽东《七

律
·

答友人》中的
“

芙蓉国里尽朝晖
”

化用杜甫《秋兴

八首》中的
“

千家山郭静朝晖
” 。 「, ’〕p , 4 6一 , 5’

如此等等
,

不

一而足
。

当然我们不能断言上述杜诗古词语的借

用和杜诗诗意及语句的化用是毛泽东有意为之
,

但

这些迹象可 以表明毛泽东阅读杜诗面广且受杜诗

影响很深
,

在借鉴之中亦有创新
。

二 毛泽东虽说 : “
杜 甫是站在小地主 的立

场
” ,

他的诗是
“
政治诗

” ,

但却认为
“
他是中国

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 ,

他的诗仍然是
“
给

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
”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说
“

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

场
” ,

他
“

不甚喜欢
”

的原因是因为杜甫的诗是
“

政治

诗
” 。

笔者以为这种理解
,

有失偏颇
,

没有注意到说

这段话的背景
。

据记载
: 1942 年

“

延安文艺座谈会
”

前夕
,

四月下旬的一天
,

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

位党员教师何其芳
、

姚时晓
、

曹葆华
、

严文井等
,

从

桥儿沟出发
,

到毛泽东那里去
。

毛泽东招待他们吃

午饭
。

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四小碗

菜
,

还有酒
。

毛泽东就和大家一起喝酒
、

吃饭
。

吃

完午饭
,

继续交谈
。

严文井提出一个问题
。

他说
:

“

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
。

你喜欢李白
,

还是

杜甫 ?
”

毛泽东说
: “

我喜欢李 白
。

但李 白有道 士

气
。

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 ” 「即 143 一是酒后交谈

所言 ;二是提出的是一个选择问句
,

两者中更喜欢

谁 ? 三是喜欢一个并不意味着否定另一个 ; 四是毛

泽东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说
“

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

立场
” ,

但这不意味着对杜甫作品的否定
。

195 8年 3月 7 日
,

毛泽东游览了杜甫草堂
。

在

杜诗版本展览室
,

他看完明
、

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

版本的杜诗后
,

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说道
: “

是政

治诗 !
”

他还仔细看了各种杜诗外文版本
。 「,珊246 毛泽

东说杜甫的诗
“

是政治诗
” ,

这并不是对杜诗价值的

否定
,

也更不是政治家兼诗人的毛泽东不喜欢杜甫

的原因
。

杜甫的诗之所以成为
“

政治诗
” ,

是由杜甫

主客观因素决定的
。

杜甫出身官僚家庭
,

有着强烈

的用世欲望与政治抱负
,

有着浓厚的
“

忠君
”

政治观

念
。

刘开扬先生认为
,

毛泽东把杜甫的诗
“

称为
`

政

治诗
’ ,

这是最恰当的也是给杜诗的最高评价
。 ” ,

“

因为杜甫的诗有较强的现实性
,

对唐朝的政治
、

社

会有较广泛和深刻的反映
。

过去称为
`

诗史
’ ,

即以

诗反映历史
,

但是不如称杜甫诗歌
`

政治诗
’

更为明

确
。

杜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

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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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封建剥削和压迫的事实
,

对人民的政治态度是同

情的
。

因此我们说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

他

所写的诗是唐朝的
`

政治诗 ” , 。 「14似蔡清富先生也认

为
,

毛泽东说杜甫的诗是
“

政治诗
” , “

这是他对杜甫

的基本总结与评价之一
” , “

是符合杜甫的人生实践

与诗歌创作实践 的
” ,

是
“

简明
、

准确的实质性判

断
’ , “

是极为准确的
、

科学的
, , 。 。15 oP 138

一
“

政治诗
”

是看重描写历史进程中重大的社会

政治时事及政治状貌的诗
,

是显示出鲜明的政治思

想倾向的诗
,

是政治纪实性色彩强烈的诗
。

杜甫的
“

政治诗
”

正是如此的
。

杜诗中写社会政治时事的

诗比重较大
,

是杜诗的核心部分
,

杜诗形象地记载

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大转折过程中的政治状

态和政治事件
,

如
“

三吏
” 、 “

三别
”

等 ;杜诗显示了鲜

明的政治思想倾向
,

忧国忧民是杜甫的政治思想基

础之一
,

也是杜诗的重要政治思想基调
。

忧国
、

爱

国
、

怜民
、

忧民
、

爱民
,

是杜甫的政治抱负
、

政治热情

的重要实质因素之一
,

也是杜诗的政治倾向性的重

要体现之一
,

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

《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
、

《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等
。

也正

因为如此
,

毛泽东认为
“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

人民诗人
” ,

杜甫的诗是
“

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

遗产
。 , ,「l o P。

三 毛泽东虽说杜诗
“
大多数并不怎么样

” ,

但

从总体来看
“
杜甫的诗

,

代表 中国人民天才的

独特风格
” , “
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代人艺术欣

赏的不朽文献
”

195 7年 1月
,

毛泽东与诗人减克家
、

袁水柏谈诗

时说
: “

杜甫的诗有好的
,

大多数并不怎么样
,

不甚

喜爱
。 ” 「17 lr] 49

这段话
,

毛泽东首先肯定了
“

杜甫的诗有

好的
” ,

他对
“

不怎么样
”

的诗不很
“

喜爱
” ,

但对
“

好

的
”

诗还是
“

喜爱
”

的
。

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可

以看出
,

毛泽东大量阅读
、

圈画
、

引用
、

手书杜诗
,

并

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借鉴化用杜诗
,

这本身就是对

杜诗的学习与尊重
。

然而杜诗的数量的确很多
,

在

今存的 18 卷计 1 405 首中不可能首首都是
“

好诗
” ,

而且也不知毛泽东是否都读过
,

但他反复阅读
、

圈

画
、

引用
、

手书的杜诗可能就是他所谓的
“

好诗
” ,

这

与杜诗的总量相比的确很少
。

他认为
“

大多数并不

怎么样
,

不甚喜爱
” ,

这是就他个人对诗风的偏爱而

言
。

这并不影响对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

诗圣
”

杜

甫及其诗歌的评价
,

因为杜甫的
“

好诗
”

还是很多

的
,

仅毛泽东圈阅过的杜诗至少有 74 首
。

诗不在

多
,

而在于好
。

如张若虚的诗在《全唐诗》中仅存 2

首
,

但 《春江花月夜》却成了千载传诵的名作
,

正如

近人王阎运《湘绮楼说诗》中评价为
“

孤篇横绝
,

竟

为大家
。 ”

况且
,

毛泽东也是因为生前亲 自审定和发

表的 39 首诗词
,

即《毛泽东诗词》而奠定了他是当代

杰出或伟大诗人的地位
。

毛泽东
“

主豪放
” ,

喜欢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

但对杜甫的
“

沉郁顿挫
”

的诗风和现实主义的创作

方法也给予了肯定
。

如毛泽东在 19 65 年 7 月致陈

毅的信中就说到
: “

诗要形象思维
,

不能如散文那样

直说
,

所以 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

赋也可 以用
,

如杜甫之《北征 》
,

可谓
`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 ,

然

其中亦有比
、

兴
。 ” 「,甲 26 。一 261 毛泽东视《北征》为赋法及

将赋
、

比
、

兴诸法兼用的成功例证
,

对杜诗的思想性

与艺术性作了肯定
。

毛泽东对杜甫诗歌语言的
“
口语

”

化和引用
“

民

间流传
”

俗语人诗的语言艺术也予以赞美
。

如杜甫

的《贝曾卫八处士 》
,

孟锦云就给毛泽东读过多次
,

她

觉得这首诗特别顺 口
,

毛泽东也特别喜欢这首诗
。

毛泽东曾对她说过
: “

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之事
,

毫无

雕琢之工
。 ” 「, 9]

毛泽东对杜甫《前出塞九首》中的第

六首引用俗语也予以肯定
,

他说
: “

射人先射马
,

擒

贼先擒王
。

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普通的话
。

杜

甫看出了它的作用
,

收集起来写在诗中
。

这两句话

表达了一种辩证的战术思想
。 ” 「20

r66] 毛泽东对诗歌有

个人的偏爱
,

但他从总体上还是对杜诗给予了较高

的评价
,

认为
“

杜甫的诗
,

代表中国天才的独特风

格
” , “

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代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

献
。 ” 「2 ,“p 6 4

四 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辩证地整体地把握

毛泽东对杜诗的评价

综上所述
,

毛泽东对杜甫的评价似乎充满着矛

盾
,

但我们仔细分析
,

却可 以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

辩证地把握毛泽东对杜诗的评价
。

优秀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不会因时间而磨

损
,

也不会因个别人的主观看法而改变
。

但是
,

人

与人的文艺欣赏趣味又不会是完全一样的
,

有时代

的差异
、

地域的差异
、

个人爱好的差异
,

有时候还会

出现对立— 这部分人所迷恋的恰是那部分人所

厌弃的
。

但这些不会改变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
。

杜诗亦如此
。

我们要将毛泽东个人的爱好和在文

化学意义上整体对杜诗的评价区别开来
。

19 49 年 12 月
,

当列车向莫斯科飞驰之时
,

毛泽

东在列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话中谈到李

(白 )杜 (甫 )时
,

毛泽东就完全摒弃了个人单方面的

兴趣偏好
,

对李
、

杜做了全方位的
、

客观的
、

系统的

评价
。

他说
: “

杜甫 ( 8世纪 )— 他是中国古代最伟



第1 期 景志 明
:

毛泽东评杜诗新探

大的人民诗人
。

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人艺术欣赏的

不朽文献
。

杜甫的诗
,

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

风格
,

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
。

李白 ( 8

世纪 )— 唐代杰出诗人
。

他像天才诗人普希金对

俄国人民的贡献那样
,

为中国人民写出了许多珍贵

的艺术诗篇
。

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
,

他是空前绝

后的不朽艺术家
。

中国至今没有人能超过李白
、

杜

甫的诗才
。 ” 「2刀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在 19 5 7 年说杜

诗
“

大多数并不怎么样
” ,

1958 年说
“

不愿看杜甫
、

白

居易那样哭哭啼啼的作品
” ,

杜甫的诗
“

是政治诗
”

呢 ? 这首先是毛泽东对诗歌的个人兴趣偏好所

致
。

每个接受者有各 自的审美取向
,

一般说来
,

他

总是乐于接受符合他原来的审美取向的作品
。

正

如《文心雕龙
·

知音》所说
: “

知多偏好
,

人莫圆该
。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
,

酝藉者见密而高蹈
,

浮慧者观

绮而跃心
,

爱奇者闻诡而惊听
。

会己则磋讽
,

异我

则沮弃
。

各执一隅之解
,

欲拟万端这变
。

所谓
`

东

向而望
,

不见西墙
’

也
” 「23 邢 ’ 8

更重要的原因是
,

毛泽东

是政治家诗人
,

与他的政治意图和诗人气质有关
。

陈晋在《毛泽东在 19 5 8 年的文化心态》一文中作了

分析
,

他说
: “

1 9 5 8年是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最多的一

年
,

简直可以说是
`

会议年 ” , , “

正是在这一个接一

个的会议推动下
,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可遏止地走

向高潮
。 ” , “

每个会议
,

毛泽东几乎都要印一些古典

诗词和其他文学作品发给大家谈
” , “

这与他当时提

倡的大跃进运动的主题有一种
`

诗意的联系 ” , ,

这

就是
“

诗情
、

是想象
、

是敢于破除陈规
、

敢于超越现

实局限的翅膀
” ,

这
“

正是大跃进运动最需要和最可

贵的素质
” 。 「24〕

通过这些分析
,

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倡导革

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

两结合
”

创

作方法
,

提倡
“

新民歌
”

的历史政治隐衷
,

更不难理

解他对杜诗的评价了
。

毛泽东对杜甫及其诗歌的

评价及其影响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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