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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风吹麦浪》（民族出版社，2023

年 9 月），收录诗人马克创作的 40 余首诗

歌，分为“光辉一页”“家国情怀”“神州处

处”“晨光呓语”四辑。作品主要以中国

革命历史若干重大事件为题材，以铿锵

诗韵缅怀历史、铭记先烈、致敬英雄。作

品对革命英雄主义的书写与赞颂，让读

者感受到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与英雄形

象的崇高伟岸。

组 诗《那 些 燃 烧 在 历 史 深 处 的 火

光》，从《新青年》杂志创刊起笔，截取“北

大红楼”“共产主义小组”“旅欧与勤工俭

学”等历史事件或场所，再现了 20 世纪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曙光微露的镜头

与画面。《初航》一诗中，上海望志路 106

号，一幢石库门楼房，见证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浙江嘉兴

南湖，一叶红船劈波斩浪，开启崭新航

线。长诗《百年辉煌——献给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

程中选择 14 个重要事件，依次写来，重

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卓绝奋斗历

程，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上的丰功

伟绩。

组 诗《那 场 风 雪 ，那 场 雨 ，那 些 阳

光》，以红军长征为题材。作品描写了红

军战士浴血奋战的场景，带领读者“重

走”红军长征路线，追寻革命战争年代红

军战士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壮举，表达

出对革命先烈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崇

敬。作者在《何家冲的雨》中写道：“雨

中，仿佛还传来/何大妈撕心裂肺的喊

叫/在白匪军的面前/她把一位素不相识

的红军伤员/认作儿子/是的，这些红军

战士哪个不是她的儿子呢？/这些儿子

哪 个 不 是/给 天 下 受 苦 的 父 母 们 打 天

下？”诗作以场景化的书写，呈现革命历

史中的军民鱼水情深。作品不仅以故事

化叙事呈现动人细节，诗歌的抒情节奏

韵律在反问句式中得到强化，实现了以

情动人的艺术效果。作品书写悲壮革命

征程，但并未沉浸于愁苦悲绪，诗行间依

然跳跃着书写长征胜利后的乐观、向上

字句：“当然，今天的阳光/普照瓦窑堡的

大街小巷/那树杈上欢迎中央红军的/横

幅 ，在 阳 光 下/正 飘 散 着 墨 香/街 头 ，墙

上/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在阳光下格外

醒目/小孩子们手中高高举起的彩旗/阳

光下，映红了孩子红扑扑的/脸庞。”诗句

如同一幅速写，勾勒出红军会师时的欢

庆场景。

诗集中写革命历史的作品，也有着

细腻的生活质感，即使是描写战争残酷

的 篇 章 ，也 未 曾 忽 略 对 英 雄 柔 情 的 书

写。作者以生活化的叙事，表达出革命

者的乐观心绪和积极的精神风貌：“夜

晚/就 着 明 亮 的 月 光 和 满 天 星 光/摊 开

信笺，身边/仿佛簇拥着爱人与两岁的

女儿……”“这是五月底的太行山上/这

是 战 争 间 隙 的 一 丁 点 儿/儿 女 情 长/此

刻 ，漳河水/正在不远处 ，喧哗/十字岭

下 ，熏 风 中 大 地 上 奔 跑 着/金 色 麦 浪 ”

（《一封最后的家书》）。

诗集中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组

诗《波 澜 壮 阔 的 画 卷》，10 首 诗 歌 分 别

从不同角度、不同场景下笔，其中既有

“工笔细描”，也有“写意泼墨”。作品描

写早期开放的 14 个城市：“曾几何时，

许 多 港 口 城 市/默 默 地 在 时 光 中 打 发

着/寂 寞 岁 月/每 天 ，任 潮 涨 潮 落/一 枚

海螺栖息在沙滩上/不曾吸引一丝惊喜

的/目 光/海 浪 ，轻 轻 地 亲 吻 着/岸 边 的

礁石/不曾留下一句美丽的诗行”。作

品以意象化的书写，巧妙表达出港口城

市的环境特质，并将其与之后的变化形

成对照。

作者摘取乡村生活典型细节，为书

写乡情野趣的诗篇增加了灵动气韵。作

品赞美、歌唱寻常的庄稼，在娓娓道来中

流露出质朴的情感：“毛豆，最初让我喜

欢的是/它绯红色的花瓣/一簇簇开在田

野上/还有，蝈蝈们在大豆地里/不停地

弹琴，歌唱/引来无数农家孩子/与蝈蝈

玩捉迷藏的游戏”（《那些陪我成长的农

作物》）。同时，作品以真切的视听感觉

入诗，朴实表达收获的喜悦：“站在村口，

向远方眺望/金色的麦浪，翻滚着/奔向

远方/这是五月，走进田间地头/耳旁，一

阵阵/麦穗膨胀、炸裂的脆响/空气中，弥

漫着醉人的/麦香/银雀在蓝天/开心地

歌唱/微风中，大地上/摊开一幅丰收的

景象。”

主旋律诗歌创作，不仅需要妥帖抒

发情感、表达情怀，更需要显示思想内涵

的深刻和准确。诗集《风吹麦浪》，立足

厚实的革命历史和生活现实，在思想情

感的抒发和表达中，赞颂了光辉革命历

程和时代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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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

出品的音乐舞台剧《英雄杨根思》，塑造

了“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

敌人”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该剧以

历时顺序，呈现了杨根思从苏中地区的

新四军年轻战士成长为特级战斗英雄

的过程。剧作在广阔的战斗生活场景

中，铺展开催人泪下而又振奋心灵的英

雄成长图画。

呈现在音乐舞台剧中的杨根思，是

一位血肉丰满、形象饱满立体的平民英

雄，具有触之可感的情感热度。剧作主

要在两个方面表现杨根思的内心情感

世界。

其一，是他与母亲之间的亲情。杨

根思在血与火的战斗岁月里，不时回忆

起母亲。对母亲的思念，成为他心灵的

慰藉和英勇战斗的动力。剧中，杨根思

在刚加入新四军时，有一段与母亲的对

唱。杨根思唱道：“急急切切想告诉你

啊，我的亲娘，我遇到了一群人，我来到

一个家，他们像兄弟姐妹一样，从此后冷

暖有人问，风雨帮我挡。”此处的“一群

人”“一个家”，就是指他的战友和连队。

唱词真切表达出杨根思加入人民军队、

融入战斗集体后的幸福快乐，并且急于

将这种快乐分享给母亲。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杨根思回想起母亲，剧中有一段母

子对唱《妈妈知道》。母亲唱道：“孩子啊

孩子，儿的艰难妈妈知道，征途多长，妈

手中的线有多长。你撕破的军装，妈妈

用针线缝合好。”杨根思回应唱道：“妈妈

啊妈妈，记忆中的妈妈像雾在飘，多想再

一次躺进你的怀抱，烤着暖暖的火苗。”

此处的对唱表现出母亲对儿子的牵挂和

儿子对母亲的思念。

其二，剧作还表现了英雄杨根思与

文秋红之间的爱情。1950 年，杨根思出

席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时

与文秋红在火车站相遇。爱情的生发与

推进，在独白与对唱中得到表达。剧中，

文秋红独白：“我们相遇在金秋的北京，

那是跟他最美好的一次邂逅”，以及她独

唱：“我喜欢你的英姿勃发，我喜欢你的

壮志凌云。你是谁的英雄，我把自己问

个不停……”面对表白，即将奔赴战场的

杨根思唱道：“假如我一去不归，请不要

为我悲伤。”作品对杨根思的塑造，正因

为有了关于亲情和爱情的叙事，英雄的

形象更加立体生动，也拉近了观众与英

雄的情感距离。

英雄必然代表着一种精神的高度。

剧中，杨根思一心向党，入伍开始，就以

实际行动努力向党员同志看齐，向党组

织积极靠拢。在杨根思看来，“共产党

员”不仅是一种称谓和身份，更是责任和

担当。在血火交织的战场上，杨根思郑

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剧作在表现这一

情节时，以高亢的歌唱、激昂的音乐、炽

烈的灯光，共同烘托出杨根思激动喜悦

的心情。

剧作还着意表现杨根思的思想境

界。杨根思在思想境界上超越“小我”，

把“小我”融入到民族解放的“大我”层

面。在“三个不相信”信念的引领下，他

不畏艰苦，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屡立战

功。“三个不相信”是理想的承诺，也是激

情的咏叹；是钢铁战士的人生追求，也是

英雄儿女以生命践行的坚定信念。“三个

不相信”在剧中多次出现，集中凸显了杨

根思敢想敢做、坚韧不拔的个性特征。

该剧的音乐旋律优美，不仅起到烘

托叙事环境氛围、推动剧情作用，而且具

有突出主题作用。结尾男高音独唱《英

雄》，在升华全剧主题中赞颂了杨根思的

英勇壮举：“当悲愤的雷霆在天边滚动，

当怒吼的涛声在江河奔腾，你是炮火硝

烟中最奋勇的身影，赤子的胸膛饱含报

国的忠贞。”

英雄杨根思是江苏泰兴人，剧作为

了增强地方特色，其间穿插有江苏泰兴

地 区 方 言 童 谣 ：“ 凉 月 子 巴 巴 ，照 在 我

家。家里有个妈妈，洗儿的衣裳……”地

方性音乐元素的引入，使得观众感受到

英雄杨根思是一方水土养育出的具体的

人，而非抽象、模糊的“英雄”。

该剧对光影技术的运用，让演出溢

出舞台的边界，其中有两个场景具有代

表性。其一，敌机轰炸长津湖的场景。

无数“敌机”同时飞过剧场上空，观众仰

首观望，仿佛置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其二，杨根思与敌人同归于尽时的爆炸

场景。猛烈的“火焰”从舞台中央迅速扩

散到剧场四周，让观众“身临其境”般地

感受到杨根思牺牲时的惨烈和悲壮。

作为舞台演出剧目，该剧叙事主线

清晰——展现英雄杨根思的成长过程与

壮举。剧作《英雄杨根思》采用音乐与戏

剧相结合的艺术形式，生动塑造出杨根

思这位有情感热度、精神高度、思想深

度，永远活在后人心中的英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艺术呈现英雄成长与壮举
■陈吉德 魏 玲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艺术赏析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电 视 剧《问 苍

茫》的剧名，出自毛泽东同志 1925 年写

的诗词《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

主沉浮”。在编剧创作中，我们觉得这

句诗词特别契合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历程。此

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有很多问题需要

探索、寻找答案。探索，就是要“问”。

为此，我们在剧中设计了一场“天问”的

戏，通过毛泽东和李达的对话提出了三

问。第一问：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

革命如何展开？第二问：中国革命的道

路在哪儿？第三问：国家的命运、民族

的命运由谁来掌握？这三问就是《问苍

茫》的主要内容。对于这些问题，早期

的共产党人并不确切知道答案，而是在

探索中边问、边学、边干、边实践。正如

剧末解说和字幕所表达的：“经过建党

以来整整 6 年的探索和奋斗，苍茫大地

之上，道路逐渐清晰，回到湖南领导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从此踏上探

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里程。”

一

《问苍茫》的主题有 3 个。首先是创

业，所谓创业即是组织队伍。任何一个

政 党 成 立 之 初 ，都 面 临 如 何 创 业 的 问

题。创业首先要干的事情就是找“真同

志”，找志同道合的同志。“真同志”的概

念是我们有意识融入在剧本中的，从第

1 集 到 31 集 ，在 人 物 台 词 中 出 现 了 多

次。毛泽东在“找真同志”问题上，下了

很 大 的 功 夫 。 中 共 一 大 召 开 后 不 久 ，

毛泽东在湖南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

个省级组织——中共湖南支部。湖南

的早期党组织成员只有 5 个，到 1923 年

召 开 中 共 三 大 时 ，只 过 了 将 近 两 年 时

间，就有了 120 多名党员，而当时全国也

才只有 400 多名党员。

其次是“成长”。毛泽东回到湖南

以后，就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去组织

并领导工人运动。那么工人运动怎么

搞？这就需要在实践当中去“问苍茫”

了 。 剧 中 ，他 去 做 黄 爱 、庞 人 铨 的 工

作。当时，这两个人已经是湖南工人运

动的重要组织者，而毛泽东还没从事过

工人运动。庞人铨问毛泽东：你了解工

人吗？你知道工人生活是啥样吗？这

一 下 子 就 把 毛 泽 东 给 问 住 了 。 于 是 ，

毛泽东去了安源，下矿井实地调查。安

源工人运动之火就这样被点燃了。

中 共 三 大 以 后 ，毛 泽 东 根 据 党 的

工 作 需 要 ，投 身 到 国 共 合 作 的 大 革 命

洪 流 中 。 他 帮 助 国 民 党 改 组 、发 展 地

方 党 组 织 ，当 选 为 国 民 党 中 央 委 员 会

候 补 执 行 委 员 ，还 代 理 过 国 民 党 中 央

宣传部部长。这些工作他都做得风生

水起、风风火火，政治才干得到了锤炼

和提升。他对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认

识，也不断深入。

第三是“找路”。在大革命时代潮

流中，毛泽东发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是 农 民 问 题 ，所 以 他 着 重 开 展 农 民 运

动。从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开始，到在广

东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些经历使得

毛泽东成为了农民运动专家，并且培养

出大量农民运动骨干。因此，他又被党

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

全党的农民运动工作。当时，他在国民

党担任土地委员会委员，也负责农民运

动 。 于 是 ，他 就 把 目 光 锁 定 在 农 民 身

上，发现了中国革命依靠的力量所在。

到了大革命后期，国共合作面临危机，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汪精卫又公开反共。毛泽东敏锐地

抓住了另一个革命主题：除了开展农民

运动，还要注意武装，要把农民武装起

来。所以，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很注重

工农武装，并且开始把农民和革命武装

结合起来。毛泽东在这个方面的探索

和实践，在党内是走在前面的。

二

这部剧中，还着力展现毛泽东作为

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的形象和个性特

点。毛泽东从普通党员成为一代伟人

的过程，在过去一些电视剧中，表达得

并不充分。毛泽东的成长过程，也在很

大程度上体现着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

的 成 长 历 程 。 从 1921 年 到 1927 年 ，

毛泽东的个性特点也在时代风雨洗礼

和曲折探索过程中充分展示出来。

首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

后，就显示出强烈的自觉的道路意识——

他要“问苍茫”，问中国革命怎么展开、道

路在哪儿、谁来掌握命运。他不断地问，

也就是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探索实践。由

此，他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其次，毛泽东在探索路上，有坚定

执 著 之 心 ，剧 中 充 分 展 现 了 他 实 事 求

是 、在 挫 折 面 前 不 服 输 的 坚 强 革 命 意

志。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国共两党内，

都经历了很多事情，有不小的起伏，但

挫折没有阻挡毛泽东的成长。他敢于

在压力面前表达，并且做出有调查研究

基础的表达，坚定努力的方向。到了大

革命后期，毛泽东和陈独秀在农民问题

上有很大分歧。但是农民运动到底是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他要找到答

案。于是，经过在湖南几个县的调查研

究，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 告》。 这 时 的 毛 泽 东 还 给 中 央 写 报

告，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

第三，毛泽东既善于联合又善于斗

争的政治智慧，在剧中也得到体现。国

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

委员，担任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

秘书，兼任文书科的主任，又主持过国

民党的宣传工作，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

物打交道。毛泽东在自己的工作领域，

搞得风生水起。过去搞得不怎么好的

工作，在他手里搞得生机勃勃，而且影

响很大。这些经历都给了他舞台，让他

发 挥 才 能 。 但 是 这 个 舞 台 也 有 对 立

面。在与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中，他

非常坚决，绝不退缩。在大革命后期，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前，他的斗

争 勇 气 和 智 慧 发 挥 得 淋 漓 尽 致 。

毛泽东善于联合又善于斗争的政治艺

术，在那段时间得到充分的锤炼。在这

部剧中，观众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充沛的

创造力和影响力，以及散发的朝气蓬勃

气息。

剧中还表现了毛泽东对家庭的责

任感，尤其是在父母过世后，这一点体

现得更为明显。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并

非像传统意义上农民做的那样，帮扶弟

妹发家致富，而是有大格局的责任感。

他把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覃以及过继

到他家的堂妹毛泽建都带到长沙，从文

化教育入手开始安排家人们的工作和

生活。因为他知道人要有知识，有了知

识才能开阔眼界。这样，毛泽东的这些

亲属也被培养成为革命者，并成长为革

命骨干。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自然是剧

中着力表现的内容。杨开慧与毛泽东

最 后 一 次 见 面 ，我 们 展 示 的 场 景 是

毛泽东、杨开慧、杨妈妈还有毛泽东的

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全家 5 个

人在家门口放孔明灯。这场戏里每个

人许愿的过程，真挚地表达了每个人物

的 内 心 世 界 以 及 他 们 与 革 命 的 关 系 。

这场告别戏，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信仰理

想的坚守、对未来的期待。杨开慧许愿

永远跟毛泽东在一起，然而那一别却成

了永别。

三

在 这 部 剧 中 ，我 们 也 展 现 了 对

毛泽东有重要影响人物的形象。陈独

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

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也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主 要 创 始 人 之 一 。

毛泽东从 1918 年到北大工作就认识了

他们，并且他们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

响 。 李 大 钊 的 影 响 ，主 要 体 现 在 帮 助

毛 泽 东 找 到 信 仰 的 主 义 到 底 是 什 么 。

因为李大钊是最鲜明、最直接也是最早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陈 独 秀 善 于 鼓 动 、宣 传 而 且 做 事

果 决 ，他 在 这 方 面 对 毛 泽 东 的 影 响 很

大。在 1924 年以前，陈独秀和毛泽东

的 合 作 非 常 好 ，陈 独 秀 也 很 看 重

毛泽东。后来，他们观点不一致，有了

分 歧 和 公 开 的 争 论 。 在 剧 末 ，毛 泽 东

与 陈 独 秀 关 系 变 化 的 性 质 ，是 另 寻 新

路继续前进者和原地踏步落后于时代

的 领 导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 为 此 ，我 们 在

剧中设计了两人在江边谈话的故事情

节——毛泽东对陈独秀说：“咱们到那

边走走。”陈独秀回答：“我年龄大了，

也走不动了，你走吧。”这场江边对话，

既回顾了毛泽东和陈独秀一路同行的

历程，也表达出大革命失败时，两人走

上了不同的道路。

剧中，我们也试图表达这样一个青

年的成长规律：向上生长，向下扎根。

向上，就要有信仰，有信心，有视野，有

胸怀。向下扎根，就要亲自去实践、干

实事，从小事入手，干出大事情。青年

毛 泽 东 就 是 向 上 生 长 、向 下 扎 根 的 典

范。这对于今天的青年是有启发的。

回望探索奋斗的光辉历程
—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问苍茫》的创作谈

■陈 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