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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点滴

文化视界

国防纪事

七律二首·送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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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两首七律，是毛泽东同志在 1958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上读到江西省

余江县（今鹰潭市余江区）消灭了血吸

虫病的消息后写下的。因为毛泽东曾

不无自谦地称其为“招贴画”式的“宣传

诗”，故而容易被一些人忽略。所以，对

《七律二首·送瘟神》进行客观、全面的

分析，颇为必要。本文跳出文本，从创

作背景、动机、过程、目的、方法诸元素

考察，提出该诗的四个亮点，供大家参

考。

第一，践行自己诗歌理念的创新之

作。

在此前不久——1958 年 3 月的成

都会议上，毛泽东非常罕见地从民歌

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

“中国新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

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

果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

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

主义的对立统一。”

显然，这些与经济工作毫不沾边的

旁逸斜出，并非毛泽东的心血来潮，而

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在此一年多

前与《诗刊》主编们纵论新诗发展意见

的进一步理论升华。其中明确谈到了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捷报，触动

了诗人的创作激情与灵感。不能说是

理念先行，但潜在的影响或引领是不可

避免的——能否尝试革命现实主义和

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它是写实的，是

专为消灭血吸虫病打气宣传的，但由于

诗中巧用借喻（以“华佗”代医生，以“牛

郎”代关心血吸虫病的人们，等等）、比

喻（用“瘟神”代指血吸虫病，等等）、对

比、照应等艺术手法，又特别巧用“坐地

日行八万里”这样的自然、天文、地理知

识哲理化入诗，从而让人间天上融为一

体，把很难表达的事件和主题写得手法

浪漫、想象奇崛、色彩绚丽、诗意盎然，

令人读后回味无穷，成为毛泽东所谓

“宣传诗”中脍炙人口的佳作。

第二，毛诗中罕见的联章体。

所谓联章体，是指两首以上的诗

歌，内容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一种

文体。它们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

或相连相继，表达一个完整统一的主

题。换成今天更通俗的说法，就是“组

诗”。也就是说，往往要用两首以上的

作品来表达的题材或者主题，亦格外为

诗人所重视。事实上，在毛泽东创作的

近百首诗词中，联章体只有三次半。

写于 1934 年到 1935 年的《十六字

令三首》。为了把红军长征中翻越攀登

崇山峻岭的强烈感受表达出来，毛泽东

在马背上反复思索、推敲、吟诵，真可谓

“三首两年得”，48 字来之不易。《十六

字令》这个最小的小令，不但字少，而且

韵脚要求极严，长短相杂，一、二、四句

都要押韵。更难的是这短短 16 个字，

还要表达完整的意象。三首词分别描

写了山之高、险、雄的不同侧面，借写山

之奇绝风貌，写出了红军的无畏精神；

把词牌中最短的小令，一不留神写成了

“孤篇横绝”的大词。

写于 1961 年的《七绝二首·纪念鲁

迅八十寿辰》。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如

果说长征之山是大自然之高峰，鲁迅则

是毛泽东眼中的中国文化之高峰——

毛泽东推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

将”，“他的方向代表了新文化的方向”，

甚至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如此重要

人物，也必须是两首。

还有就是半个联章——写于 1965

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

娇·井冈山》，两阕词在一周之内写就。

毛泽东心中的天下第一山的重要位置，

和“三十八年过去”的无限感慨，也是非

两首不能释怀。虽然不是联章体，但可

谓姊妹篇——算半个吧。

再就是《七律二首·送瘟神》。这

两首诗的内容相反相成。从诗的意境

看，一悲一喜，相互映照和对比。前一

幅画面是人烟稀少、田园荒芜、悲凉萧

索，后一首是春风杨柳、青山含笑、全

民豪迈的动人景象。“欲问”和“借问”

前后勾联又使本诗类似上下片，紧紧

融为一体。题材意义和前述三次孰轻

孰重，难以比较，但至少在诗人心目中

是等量齐观的吧——同时，也称量出

了它在毛诗中的特殊地位。

第 三 ，写 作 和 发 表 速 度 的“ 双 冠

军”。

此诗于 1958 年 6 月 30 日夜到 7 月

1 日晨写成，一个晚上成诗二首，也创

下毛诗写作速度之最。1935 年 10 月一

个月中写下《七律·长征》《六言诗·给

彭德怀同志》《清平乐·六盘山》《念奴

娇·昆仑》四首，是一个纪录。这里一

夜两首，更是一个新纪录。

而且，毛泽东当日就给他的秘书胡

乔木写信，要其同《人民日报》商量，是

否可在 7 月 2 日或 3 日发表。毛泽东明

确 说 ，这 样 急 于 发 表 为 的 是“ 不 使 冷

气”。可见他发表此作的急切心情。后

来因故拖到当年 10 月 3 日在《人民日

报》发表。即使这样，从写成到正式发

表 的 时 间 也 仅 仅 相 距 3 个 月 ，速 度 之

快，在毛泽东诗词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四，说明、前言、后记之多乃居毛诗

之最。

毛泽东为此诗共写有四段文字，反

复阐述了他的创作动机和目的。除了

前言，其第二处是在 1958 年 7 月 1 日诗

写成后，给胡乔木的信。全文如下：

乔木同志：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指《七

律二首·送瘟神》），为灭血吸虫而作。

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

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

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

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

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

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

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

第三处也是同一天写的，是这首诗

的后记，全文如下：

“6 月 30 日《人 民 日 报》发 表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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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

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

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

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

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

走路了。”

一首诗既有前言，又写后记，在毛诗

中已不多见。诗作发表后，毛泽东又与

诗 友 同 学 周 世 钊 通 信 讨 论（恕 不 征

引）。厚爱至此，亦是罕见。

综上，四个亮点或四个维度的交

织，更加说明了该诗在诗人心目中的特

殊地位，均应引起毛泽东诗词研究者和

爱好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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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兴国县，走出了 56 位共和国

开国将军。冬日，行走在这片曾经被先

烈 鲜 血 染 红 的 土 地 上 ，我 们 不 断 思 索

着：赣南的一个小县，为什么能够成为

誉满中华的将军县？随着我们参观“将

军馆”“长冈乡调查纪念馆”“苏区干部

好作风陈列馆”等场馆，瞻仰兴国烈士

陵园，心中的问号逐渐拉直。

袁玉冰等早期革命家，在兴国传播

马列主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兴国广泛播撒

革命思想的火种。无数革命先驱用鲜

血和生命铸就了苏区精神，成为融入苏

区儿女血脉的信仰，凝结成投身革命生

生不息的力量。

走进兴国县将军园，抬头望去，将

军广场的正前方是巍然高耸的大型群

雕，由土地革命战争中主要以兴国儿女

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中

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中国工农红

军中央警卫师”三面军旗雕塑及群雕组

成。群雕正面是五次反“围剿”的战斗

场面，背面是兴国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

中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和

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

予“模范兴国”奖旗的动人场面。群雕

长 23.179 米，寓意兴国人民在革命战争

中 为 国 捐 躯 的 有 名 有 姓 的 烈 士 23179

名；高 9.3 米，寓意当年兴国全县 23 万人

中有 9.3 万人参军参战。

步入将军馆展厅，如同走进中国革

命历史长廊。凝视一幅幅照片，观看一

件件实物，阅读一篇篇介绍，如同回到

金戈铁马的岁月、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就是那位‘娃娃司令’，写《长征

组歌》的开国上将。”“《西行漫记》封面

上英姿勃发、持号而吹的，就是这位将

军！”在萧华、谢立全将军的塑像前，人

们发出由衷感慨。

跟党走就是跟着理想信念走，就是

向着光明的前途走。红军将士心中有

信仰，脚下有力量。

伫立在萧华将军的图片前，我们不

禁轻声唱起《长征组歌》中的诗句：“雪

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

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

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由萧华

将军创作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经军

队文艺团体谱曲排演，成为 20 世纪华人

经典音乐作品，久唱不衰。

沙场征战，文武纵横。萧华 13 岁担

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7 岁被任命为

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1955 年授衔时是

全军最年轻的上将。在风雨如磐的革

命道路上，他智勇兼备、军政兼优，既有

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又有出色的军事

指挥才能。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

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类

齐解放，攘攘与熙熙。”将军馆珍藏的陈

奇涵上将的诗句，充满九死不悔、矢志

不 渝 、赤 胆 忠 心 跟 共 产 党 走 的 坚 定 信

念。

我们默读着陈奇涵的诗句，想起他

在黄埔军校时，曾面对浩浩珠江，把自

己比作涓涓细流，决心汇入江河，奔流

到海不复回。他做到了。当面对加入

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抉择时，他毅

然声明：“宁当普通的共产党员，不当国

民党官。”他辞去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

的官职，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

在自传中说：“这一时期是我一生当中

的转折点，从旧军队生活走上了为民众

解放而奋斗的光明大道。以后，我在这

条革命道路上从未退缩过。”听党指挥，

这个印刻在陈奇涵灵魂深处的鲜明标

记，闪耀在他革命生涯的每一个瞬间。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在理想信

念的火炬下，从兴国走出的将军们，掩

埋了牺牲的战友，拿起武器，投入新的

战斗。

登上兴国县高兴镇竹篙山，迎面矗

立着一座红军高兴圩战斗纪念碑。纪

念碑，一半埋在土里，犹如埋下一段逝

去的往事；一半立在人间，仿佛是一段

站起来的历史。参加过战斗的谢国仪

少将后来回忆：“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的高兴圩战斗中，我任红三军团

6 师 16 团连长。在争夺竹篙山前一个

制高点的激烈战斗中，我与指导员带领

全连战士数次冲锋，反复争夺，在付出

了 重 大 牺 牲 后 ，终 于 击 溃 了 敌 军 的 进

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从兴国

走出的将军们与战友们一道，闯天险、

战强敌、爬雪山、过草地，“风雨浸衣骨

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完成了彪炳人

类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眼前仿佛闪现陈美福少将飞

夺泸定桥的英勇身影。1935 年 5 月 29

日，为夺取泸定桥，红四团和干部团成

立夺桥突击队。时任中央警卫营连长

陈美福与其他突击队员一道，像离弦的

箭冲上只有 13 根铁索的泸定桥，冒着枪

林弹雨，沿铁索前进。经两小时激战，

夺取泸定桥，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迅速

渡过大渡河。

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从兴国

走出的将军们与战友们一道，用坚忍不

拔、血战到底，书写了抗击日本军国主

义的民族壮歌，取得了抵御外侮的最终

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邱会魁少将与敌后

武工队在河北省蔚县并肩作战。在敌

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邱会魁摸索出一

套与敌斗争的方法：“敌要大打，我偏小

打；敌要在内线打，我偏到外线打；敌要

在我根据地打，我偏到敌战区打；敌要

在白天打，我偏要在晚上打……”扬己

之长，打敌之短，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

次“扫荡”。

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从兴国

走出的将军们与战友们一道，打垮了国

民党反动派，彰显了什么是“天若有情

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电影《南征北战》中，抢占摩天岭的

战斗情景，就是根据毛会义少将所在部

队的真实战斗故事而创作的。1947 年 4

月的泰安战役中，时任华东野战军 28 师

83 团团长毛会义，奉命抢占泰安城外高

峰——摩天岭，阻击增援之敌。毛会义

带领 83 团一夜急行军百余里，清晨抢占

了摩天岭的制高点。这时，山背面的敌

人也登至距山顶百步之遥。毛会义立

即率领战士们投入战斗，打退了敌人一

次次疯狂进攻，为掩护主力夺取泰安城

作出重要贡献。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

生。一幅温玉成中将在抗美援朝战场

指挥战斗的老照片，将我们带回“打得

一 拳 开 ，免 得 百 拳 来 ”的 峥 嵘 岁 月 。

1950 年 10 月 25 日，温玉成率领 40 军在

两水洞打响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枪，首

战告捷。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人

民 志 愿 军 抗 美 援 朝 出 国 作 战 纪 念 日 。

我们想起陈坊仁少将运筹帷幄、寸土必

争的故事：金城战役中，时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 68 军军长陈坊仁，组织侦察队

机智勇敢地向敌纵身穿插，直捣南朝鲜

首都师“白虎团”团部，击毙敌团长，创

造了抗美援朝战场奇袭敌军的成功范

例。

历史的全部质感和温度，在于人所

创造的业绩与精神。战争年代，兴国籍

开国将军舍生忘死、身经百战，为建立

新中国立下功勋；和平年代，他们勇于

担当、身先士卒、鞠躬尽瘁。人民不会

忘记这群开天辟地、创造辉煌历史的一

代战将。红色基因，永远在传承；英雄

血脉，永远在奔涌！

将星闪耀映长空
■宋海峰 王 倩

冬锁北国。雪花纷飞，落在夜色中

的军营，四下银白。

渤海湾的黎明是早来的。晨光熹

微，起床号划破宁静，在邻近海边的营

区响起。出操的口令此起彼伏。各连

汇集大操场，形成一股股钢铁洪流，哈

气 交 集 ，升 腾 弥 漫 ，沾 在 棉 绒 帽 上 挂

霜。只一阵工夫，深至脚踝的积雪被无

数双翻毛大头鞋踏得七零八碎。这是

40 多年前我在军营常见的冬景。

雪天，部队要赶早打扫营区积雪，

哪能等雪化作泥泞。当兵人执帚使锹

抬筐，扫的扫，铲的铲，抬的抬，把雪运

到 树 下 。 剩 余 的 雪 ，全 都 运 到 房 边 屋

后，堆起来。有艺术细胞的战友，用锹

雕出各种造型，雪地“豆腐块”、雪长城、

小雪人活灵活现。

白 茫 茫 一 片 大 操 场 ，转 眼 被 各 营

连划块清扫完毕。咦，怎么多了辆“雪

坦克”，不知是谁的杰作？操场一侧，

原 本 停 放 着 一 门 报 废 的 小 型 自 行 火

炮，是我们平日当靶子用的“敌坦克”。

哦，一定是扫雪的战友想留住雪，便精

心造了一辆“雪坦克”，真有几分兵的

幽默。

练兵岂止军营内，还得拉得出、走

得动、练得实，战时才能打得赢。冬季

野外训练，每人系上白床单作雪披，一

物两用，驰骋雪原。雪地埋伏，任凭风

如刀、雪扑面、霜沾眉、手脚冻，只待冲

锋号响，“雪下神兵”一个个跃起赛猛

虎：“冲啊——杀！”枪刺戳得天开口，吼

声震得雪花抖。

冬天的阳光是宝贵的，晒得人暖洋

洋、麻酥酥，透过棉装，每个毛孔都张

开，充分吸收热量。然而冬阳也是一把

“ 双 刃 剑 ”，不 时 给 当 兵 人 来 个“ 下 马

威”。在雪地练习射击，长时间瞄准，阳

光照在雪上，反射刺眼，致使有的战友

睁不开眼，甚至流泪。雪盲，可谓冬季

作战的障碍，能造成非战斗减员，不是

小事。克服雪盲，除了药物治疗、休眼

避 雪 ，还 要 有 坚 强 毅 力 。 一 旦 病 情 好

转，战友们得空便静眺雪原，不是观赏，

而是练眼，渐有成效。

营 区 最 阴 冷 的 地 方 ，是 连 队 的 菜

窖。那里摆满自腌的缸缸酸菜和罐罐

小菜，别看貌不起眼，过冬离不了这些

开 胃 菜 。 最 暖 和 处 ，莫 过 于 蔬 菜 大

棚。拱形的棚架，用膜裹得严实，挡住

落雪，再加一层草帘子，足以助蔬菜御

寒 。 大 棚 厚 厚 的 门 帘 很 小 ，进 去 得 猫

腰。棚外白雪皑皑，棚里绿意盎然。芹

菜、韭黄、西红柿、带刺黄瓜，水嫩嫩，脆

生生，成熟采摘，不时调剂萝卜、土豆、

大白菜这“老三样”，当兵人吃得胃暖

劲足。

哦 ，军 营 的 雪 ，晶 莹 素 白 ，圣 洁 妖

娆。军营的雪是多味的，滋润着营盘的

物和人。她有时像食盐，多了一丝受挫

的咸涩；有时如白茶，暖着血气方刚的

胸膛；有时似砂糖，把胜利的喜悦甜甜

地送到嘴边。雪砺人生，受益一世，我

怀念军营的雪。

怀念军营的雪
■霍无非

寂寞被马铃声带走

亘古高原陪着夕阳

等候天边的星光争相登场

按捺不住的无限畅想

都化作高原那弯月亮

温柔地挂在巡逻人的马背上

是谁在此刻酿出奶茶的醇香

飘出了毡房

等着归来的人品尝

熊熊炉火，映红阿妈慈祥的脸庞

闻着奶香，沙棘开花挂果酿浆

青草也跟着拔节生长

你期盼的眼神

炙热在戍边官兵的胸膛

心跳被马蹄声带走

山路牵挂着衷肠

等候黄昏的心愿绽放希望

最难割舍的情感

都化作歌谣中的那弯月亮

轻轻挂在驰骋高原的马背上

是谁在此刻弹奏库姆孜琴声悠扬

听醉了雁行

平添了前行的力量

朵朵白云，种下纯澈的愿望

一团篝火，陪官兵播洒一路星光

高原拉长了幸福的宽广

你深情的目光

像溪水环绕流淌

马背上那弯月亮
——献给护边员布茹玛汗·毛勒朵

■杨立新
雪花虽轻

只要一片挨着一片

就能装扮

一座江山的凝重

蜡梅虽小

只要一朵挨着一朵

就能将整个春天

养活

在这个被唤作冬天的季节

一群又一群战鹰

一架接着一架

翱翔在无垠的长空

守护着广袤版图的和平

在这个寒风肆虐的雪原

一拨又一拨战士，肩并着肩

手拉着手

用鲜血的热和赤诚的红

诠释信仰和责任的永恒

没有雪花的冬天，也叫冬天

但在战士的日志里

所有写到春天的文字

必须得有春燕和嫩芽

作为抒写感叹的词源

因为他们深知：

只有春天，才是一年四季

真正的开端

冬天里的军营
■赵 琼

归（油画） 朱志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