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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幅 作 品 拍 摄

的是春节前夕，陆军

第 71 集团军某旅组

织 新 兵 给 亲 人 录 制

新 春 视 频 的 场 景 。

这 些 新 战 士 都 是 第

一 次 在 军 营 过 年 。

大家喜气洋洋，手拿

新春饰品，给远方的

父 母 送 祝 福 、道 平

安 。 作 者 采 用 大 光

圈 拍 摄 ，使 前 景 虚

化 ，凸 显 主 体 ，展 现

了 年 轻 官 兵 的 蓬 勃

朝 气 和 军 营 大 家 庭

的温暖。

（点评：赵前松）

新春祝福
■摄影 黄振宇

1957 年《诗刊》创刊号刊登毛泽东

同志 18 首诗词，是轰动性的诗歌事件，

也是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诗人毛泽东

的形象从此更加深入人心，后来引发国

际范围的热潮。那个年代，我认识的很

多哥哥姐姐都能将毛泽东诗词倒背如

流。我试图从下面几个角度谈谈我对

毛泽东诗词的理解和认识。

诗歌的人民性

五四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人

民性。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后，

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

毛泽东在北京受到五四新文化运

动熏陶，语言上全面白话化。他用群众

听得懂的语言演讲，动员能力、感染能

力、宣传能力前所未有。这也体现在他

编辑的《湘江评论》中。他后来到了延

安，更是有意识地推动语言的群众性、

人民性。《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都是有针对性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深 化 了 人 们 对 诗 歌 人 民 性 的 理

解。延安文艺界在毛泽东讲话的带动、

指导下，全方面走向民众。赵树理、孙

犁等的小说，李季、阮章竞的民歌体叙

事诗，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

以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歌剧《白

毛女》等，形成一个潮流。中国共产党

的文艺宣传深入人心，革命歌曲、革命

口号，鼓舞人心。

毛泽东很早就重视诗歌的人民性，

他反复强调，“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

人民的代言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

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

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也表现

在毛泽东对诗歌语言的使用上。他大量

使用口语，所以他的诗词朗朗上口、妙趣

横生，比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等。

毛泽东的诗歌语言接地气，老百姓

都能听得懂。他用通俗易懂的词汇，始

终充满激情地书写，即使是在最艰难时

期，也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句，

充满了胆识和英雄气概。

毛 泽 东 的 语 言 通 俗 幽 默 ，巧 妙 用

典，这在其诗歌中比比皆是。这对新时

代的诗词创作有着丰富的启示。今天，

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文学和诗歌。只

有这样的文学和诗歌，才能更好地提神

振气、凝聚人心，汇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人诗互证 诗史互证

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和个人魅力，有

人认为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其诗歌。

毛泽东诗词，形象地呈现了其个人

情感、情怀和胸襟。无论是“诗缘情”还

是“诗言志”，毛泽东诗词都直接显现了

独特个性。

诗歌就是要真实地呈现自我，无论

是抒情，还是言志。“修辞立其诚”，诚就

是实，真实无妄、坦诚无伪也。这样的

诗歌，才能人诗互证，凸显诗人的本色、

诗人的情感，从而呈现诗人之真形象、

真精神。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和

《沁园春·雪》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沁园春·长沙》写于 1925 年，是深

受年轻人喜爱的一首诗词。作品中呈

现的年轻毛泽东的形象，影响了成千上

万的青年。

《沁园春·雪》写于 1936 年 2 月，是

毛泽东的著名词作之一，以磅礴气势展

现了诗人的抱负、情怀。我们从中可以

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诗词中，如果说体现人诗互

证的是抒情诗，那么，体现诗史互证的是

叙事诗。很多人都说过，“诗比历史更真

实”。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时间、地理、

人物、情感等元素，均保留在诗中。

革命进程中的很多重要历史，大都

留痕于毛泽东诗词中，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其长征诗歌，如《忆秦娥·娄山关》

《七律·长征》等。长征时期也是毛泽东

诗词创作的高峰期，他完整地用诗歌记

录了伟大长征。

《忆秦娥·娄山关》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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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律·长征》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

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

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

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

开颜。”这是长征途中，真正在现场写下

的诗歌，做到了诗史互证。诗作具有历

史的现场感、鲜明的时代性，记录了伟大

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细节事实。

基于传统再创造

毛泽东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

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

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

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后来，

他又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

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

方 面 都 提 倡 学 习 ，结 果 要 产 生 一 个 新

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

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

民 歌 这 两 个 东 西 结 婚 ，产 生 第 三 个 东

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

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真正将古典、

民间和现代结合起来，极具创造性的诗

人。他通过改造旧形式、创作新内容，

做到了新旧结合。他把旧体诗写活了，

尤 其 是 写 新 中 国 新 气 象 的 一 些 诗 作 。

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也

就 是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时 期 。 1950 年 到

1960 年 期 间 ，他 的 诗 既 古 又 新 。 比 如

《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毛泽东诗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水调歌头·游泳》）、“萧

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浪淘沙·北

戴河》）、“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

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等，

用旧体诗写新时代、新事物、新事件，反

映全新的感受，因而体现出新鲜感。所

以，新诗、旧诗，都可以记录新时代。

学者贺桂梅在《毛泽东诗词与当代

诗歌道路》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诗词最独

特的地方，在其“古”与“今”“传统”与“现

代”混融而成的特性。其读者层广泛覆盖

旧体诗词爱好者群体、新文学受众群体和

社会主义当代文学实践群体，称其为受众

最广的作品也不为过。广泛的受众群也

意味着，毛泽东诗词具有某种超越古典、

现代、当代而又同时涵纳三者成分的混融

特点，它创造的是一个极其独特的艺术世

界。这个艺术世界有着“古典中国”的样

貌，但又是“现代性逻辑”的构造物，同时

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化身和主观镜

像。它从古典中国生发出来，又越出了五

四新文学的视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构建

了革命中国和文学的当代性内涵。简单

地称之为“旧”或“新”，都不足以诠释其独

特性。如何阐释毛泽东诗词这种古今混

融的特点，事实上不仅是如何理解当代文

学与当代诗歌道路的难题，也是如何评价

世界史意义上的中国文明独特性的一大

挑战。

贺桂梅的这些观点，从一定意义上

总结了毛泽东诗词对于当代诗歌的启

示和意义。

（作者系《诗刊》主编）

开辟诗歌新境界
——毛泽东诗词对于当代诗歌的启示

■李少君

1994 年 9 月，我从部队考入原南京

炮兵学院四大队十五中队，开始了 4 年

的军校生活。

记得是元旦过后的一天，晚自习刚

结束，队部通信员突然拿着份名单，挨

班通知相关人员开会，我也在其中。

“这突然间又开什么会？”大家拿着

马扎往二楼俱乐部走时，隔壁班一位同

学小声嘀咕。

到了俱乐部，只见教导员于斌笑容

盈盈地坐在前面。人到齐后，通信员开

始照名单点名。这时，我才发现，来开

会的大多是江苏同学，还有少数几个安

徽的，心里不禁纳闷：教导员也是江苏

人，这开的难不成是“老乡会”？

点完名后，教导员开始讲话，大致

意思是，学院今天通知，今年寒假留守

值勤由学员队担任，每个大队派一个学

员队，人数大约 30 人。四大队部研究，

此 项 任 务 由 新 生 队 也 就 是 我 们 队 承

担。在留守人员选派上，中队以学院驻

地为圆点，按照 200 公里的半径画了个

圈，今天来开会的便都是家庭住址“进

圈”的同学。开会主要是通知大家抓紧

写信或打电话和家里说一下留守的事，

看看家庭是否有特殊困难？如果有，可

以单独向教导员汇报。

寒假很快到来了。令教导员没想

到的是，32 名留守学员没有一人提出

困难，家里也都支持大家留守。按照队

里计划，我们 32 名同学分两批留守值

勤，教导员和队长各随一批留守。随着

同学们陆续离院，校园一下子安静下

来。

除夕那天早上，教导员带领我们忙

着贴对联、挂灯笼、拉彩带，学员队一下

有了热气腾腾的过年味道。下午，除了

值勤学员以外，教导员带着我们到炊事

班帮厨，一起动手包饺子，准备年夜饭。

晚上 6 点多，大家聚在饭堂外放完

爆竹后，年夜饭正式开始。炊事班为大

家准备了山楂汁，倒在杯中红彤彤的，

十分喜庆。年夜饭后，我们围坐在俱乐

部里，等着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

晚会。

晚 上 10 点 不 到 ，轮 到 我 站 岗 了 。

我和同学徐晓祥穿上大衣、扎上外腰

带，向学院小西门岗亭走去。

到了岗亭，和前班同学交接完后，我

和徐晓祥站在狭小的岗亭中。听着天空

中不时响起的爆竹声，我禁不住有些想

家，想着家里的父母此时一定也在牵挂

着我。我心里突然感到空落落的，一种

莫名的伤感涌上心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身上的热量

也在一点一点地流失。尽管我俩把大

衣裹了又裹，把外腰带紧了又紧，寒意

还是止不住地袭来。我看了看手表，时

针快要指向 11 点，心中不由盼望着时

针能够快些转动，让我们能早点回到中

队和同学们一起热热闹闹地跨年。

这时，我突然听到岗亭前的马路上

传来脚步声。“不是 12 点才交班吗？这

个点谁会跑到这里来？”我俩不禁纳闷，

赶紧走出岗亭观察。漆黑的夜色中，依

稀看到有两个人影正朝这边走来。

“谁啊？口令？”我不由握紧了枪，

大声问道。

“口令正确，是查岗的吧？”和来人

核对口令后，我对徐晓祥小声说，但我

们还是保持着高度警惕，紧紧握着手中

的枪。

等来人走近一看，让我俩大吃一

惊，没想到来的竟是学院刚上任不久的

吴乃文政委，旁边跟着一位少校军官，

手中还提着两个大礼包。

“首长好！”我俩赶紧敬礼。

“你们好！除夕夜站岗，辛苦了。

这里情况怎么样？”政委回礼后问道。

“报告首长，一切正常！”我俩答道。

“好！寒假期间学院大部分同志都

回家过年了，你们留守值勤，为学院保

持安全稳定的正常秩序作出了贡献，我

代表院党委和全院教职员工向你们表

示慰问和感谢！”说完，政委非常庄重地

给我俩敬了个军礼。

我俩紧张得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赶紧给政委回礼。

“今天是大年三十，提前给你们拜

年了！学院也专门给留守学员准备了

大礼包。李参谋，给他们吧。”

“谢谢首长，谢谢李参谋！”我俩激

动地接过大礼包。

“但也要给你提个醒，站岗值勤使

用口令要严格规范。你刚才那句‘谁

啊’就不应该说。”政委说着，和蔼的神

情中透着严肃。

“下次我一定改正！”我赶忙回答。

“好了，不早了，都 11 点了。”政委

看了看手表说，“现在我通知你们，交

班！这班岗由我和李参谋来站，下班岗

让他们 2 小时后来接我们。你们回去

和同学们一起跨年吧。”

“啊？首长，这不好吧？”我俩一下

愣住了。

“ 没 什 么 不 好 的 ，这 是 院 里 的 决

定。这个跨年岗我们来站，赶紧交班

吧。”政委说。

“执行首长命令！”一旁的李参谋

说。

见政委和李参谋都这么说，我们只

好卸下枪支和弹药袋。政委非常熟练地

验枪并检查弹药袋后，跨步走入岗亭，

“快回去吧。现在我们上岗，你们下岗！”

我俩拿着大礼包回到中队俱乐部，

兴奋地向教导员和同学们说起政委到哨

位上给我们拜年还替我们站岗的事，并

将大礼包的食品分给大家品尝。同学们

都很受鼓舞，叽叽喳喳议论的声音盖过

了电视上春晚的声音，暖洋洋的热闹场

面化解了我们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在大家意犹未尽的议论中，新年的

脚步近了。伴随着新年的钟声敲响，教

导员和我们一起跑到中队楼下，点燃爆

竹和烟花。绽放的烟花将夜空照耀得

美轮美奂。想到政委此时正在哨位上

替我们站岗，心中那份感动就如这缤纷

烟花一样，照亮了校园，也温暖了心间。

大年初一，教导员到院里参加交班

会时才得知，除夕那晚，学院所有岗哨

的跨年岗都是由值班的院、部领导带领

机关干部担负的，为的是让全院留守学

员能高高兴兴地一起跨年。

那
年
除
夕

■
项
志
明

春节将至，年味渐浓，看着办公桌

上的某部春节活动计划表，我的思绪随

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飘到了大山深

处。

去 年 春 节 ，我 们 前 往 某 部 营 区 采

风。去之前，我心里暗想：地处深山，交

通不便，官兵的文化生活难免单调，会

有什么亮点呢？

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穿行，转过一

道弯，走进营区。火红的窗花绽开在玻

璃窗上，喜庆的灯笼高高挂起，扑面而

来的年味，让人顿时眼前一亮。

“快、快、快，加油！”呼啸的寒风中，

战友们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我们

循声而去，原来是该部某营官兵正在开

展趣味游园活动。官兵红彤彤的脸庞

上带着开心的笑容。

另一边开展的是“10 人 9 足”比赛。

5 支参赛队伍一起上场，随着裁判员一

声哨响，队员们迅速穿戴防护服和防毒

面具，用背包绳两两绑腿，步调一致地

向 前 冲 刺 。 不 少 队 伍 陆 续 出 现 了 失

误。警卫连连长邹明阳在队伍中大声

下着口令“一二，一二，左右，左右……”

观众紧跟着喊：“加油！”队员们合着节

拍大步向前，赢得该项目第一。

比赛结束后，邹明阳手捧奖状笑着

告诉我：“之所以能够拿到第一，得益于

我 们 平 时 对 官 兵 团 结 协 作 能 力 的 培

养。年后我们将瞄准实战练本领，争取

让连队这一个个‘小老虎’在新的一年

‘龙腾虎跃’！”

喜气洋洋的氛围里，各个娱乐项目

正在展开。战士们的欢呼声和喝彩声，

一浪高过一浪，唤醒了沉睡的大山……

比起传统项目，最具特色的要数压

轴的“深山寻宝”。裁判员在深山里设

置好“藏宝点”，参赛者则根据线索提示

寻找。此时，雾气缭绕着山峦，给游戏

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规则宣布完毕，一支支队伍就争先

恐后开始顺着山路边走边找。大家一

会儿扒开枯树枝，一会儿钻进山洞里；

一会儿连连叹息，一会儿欢声笑语。

“班长，这里有一张卡片！”班长肖

家 忠 带 着 队 员 王 效 琦 和 盛 威 一 同“寻

宝”。在一处山口，拿到“藏宝图”的盛

威兴奋地跳起来。

在与肖班长聊天时得知，他们把阵

地当战场，视巡检为打仗，每天 3 次巡检

阵地雷打不动。走得多了，对深山阵地

的弯弯道道早就烂熟于心。

不一会儿，肖家忠和队员拿着寻找

到的“宝盒”来到起点。在我们期盼的

目光中，肖班长打开盒子，一枚闪亮的

奖牌映入眼帘。奖牌下压着一张红色

的纸条，纸条上“铁心向党”4 个大字格

外醒目。

寒冷、强风、枯燥是这里日常的底

色。官兵常年顶着烈日、冒着严寒，翻

山越岭巡逻执勤。他们脸上被太阳吻

出的痕迹，化作迷彩青春最美的印记。

思绪间，窗外的雪已经停了。太阳

破云而出，将温暖的光芒洒在雪地上。

“辞旧迎新”锣鼓秀、深山寻宝“集

五福”、“新春首跑”冲山头……我用红

笔 在 春 节 活 动 计 划 表 上 ，圈 出 一 个 个

“年味十足”的竞技项目，内心充满欢

喜 —— 今 年 深 山 里 的 春 节 ，肯 定 别 有

一番滋味。

山沟处处春
■盛家豪

不 久 前 ，“ 中 国 年 ”升 级 为“ 世 界

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春节定为联

合国假日。春节将至，中国第 22 批赴

黎巴嫩维和部队多功能工兵分队，在异

国他乡组织书写“战地春联”活动。官

兵以岗位为题，挥毫泼墨、书写春联。

一副副充满军味的春联以及蕴含“龙元

素”的剪纸、绘画作品，为维和军营增添

了年味。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春节，

是中国人最为浓重的乡愁。但是，军人

的“年”字，一笔写“每逢佳节倍思亲”，

一笔写“龙城飞将今犹在”。官兵牢记

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把思乡之情深埋

心底，将忠诚和责任倾注笔端。

“上联，扫雷排爆蓝线栽桩担道义；

下联，建筑施工医疗救助显担当。横

批，为和平而来。”政工干事吴培晨，笔

法遒劲，一副表达官兵坚守战位的春

联，抒发了大家的共同心声。

隶书、楷书、行书……长桌上各种书

体的春联一字排开。官兵在案桌前，裁

纸、调墨，讨论春联内容，交流书法技艺。

“上联，维和女兵海外扫雷除患；下

联，巾帼英雄雷场谱写新篇。横批，守

护和平。”中士赵茜结合战位，书写了一

副赞美维和女兵的春联。赵茜从小练

习书法，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擅长剪

纸。一张张红纸经她一番精心裁剪，一

个个惟妙惟肖的“龙”形象和“福”字就

呈现眼前，引得战友们拍手称赞。

“着白褂人道主义救援，顶蓝盔展

现大国担当”，这是分队医院下士蒋承

栒创作的春联。二级上士瞿发统眺望

着大海，触景生情，写下“维和精锐跨大

洋护卫和平，中国蓝盔踏山河履行使

命”的春联。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创作灵感迸

发。“思乡情切七千里，报国志坚十数

载”“蓝盔执甲出征，忠心赤胆归来”“拳

拳 赤 子 心 守 家 国 ，殷 殷 战 士 情 卫 和

平”……铿锵有力的春联内容，风骨铮

铮的笔墨韵味，抒发着维和官兵的家国

情怀。

维和官兵翰墨迎新春
■黄远利 瞿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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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彩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