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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图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

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

诗词，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

想。诗词哲理化，是毛泽东诗词的鲜明

特色，也是毛泽东诗词备受人们喜爱、具

有永恒魅力的重要原因。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

的，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实践和认

识的主体，具有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能力。

毛泽东在《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中，

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自觉地、

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

世界，强调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发

挥人在改造世界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样，

在毛泽东诗词中，也处处体现了独立自主

的探索实践精神和历史担当。

1925 年秋，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长

沙》。词的上阕，诗人通过对祖国秀美山

川的描绘，抒发了浓郁的爱国情怀，发出

国家命运由谁主宰的呐喊：“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

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如同诗人感受的

那样，多姿多彩、美丽辽阔的祖国是每一

名中华儿女的骄傲。但是，1840 年鸦片

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挽

救中华民族于危难，就成了每一位有识

之士必须回答的问题。

《沁园春·长沙》下阕，诗人对这个问

题作出响亮回答：“携来百侣曾游。忆往

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

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

水，浪遏飞舟？”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劳苦奔波。这首词表

达了他和老师、同学、战友们担当中华民

族救亡图存大任的豪情壮志，也是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共同心声。就

像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的那样：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

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

说？我们不干，谁干？”

1927 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

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这年春，

毛泽东写下《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

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

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

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这首

词抒发了作者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担忧，

也表达了不畏艰难挫折、誓将中国革命

推向前进的坚定信念。后来，诗人对这

首词作了自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

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

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

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

了出路。”

二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

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

物 辩 证 法 的 最 根 本 的 法 则 。”他 强 调 ，

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是普遍联

系 的 、变 化 发 展 的 和 全 面 的 观 点 看 世

界 ，用 事 物 的 矛 盾 法 则 即 对 立 统 一 的

法则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诗词创

作 中 ，他 也 始 终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辩 证

思 维 统 领 创 作 ，讲 述 用 唯 物 辩 证 法 解

决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实际问题的

科学逻辑。

1931 年，毛泽东先后写下《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

大“围剿”》。这两首词，反映的是红军面

对强大的敌人，以“气冲霄汉”“枯木朽株

齐努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气概，

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敌人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反“围剿”斗争

的胜利。两首词揭示了强与弱对立统一

和相互转化的道理，展现了革命征途上

困难挑战与光荣梦想的辩证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 1958 年 6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江西余江

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

能寐，欣然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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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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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首诗歌颂的是中国人民战胜困

难的伟力，昭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落后的旧中国转变为文明进步新

中国的辩证发展的真理。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历史是人民

创造的。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

实践中，在反抗反动派压迫和剥削的斗

争中，创造了历史，推动了社会发展进

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毛泽东坚定的人民史观，不仅旗帜

鲜明地著述于他的文章中，也浓墨重彩

地浸润在他的诗词里。

1956 年 6 月，毛泽东视察武汉，写下

了《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写道：“风樯

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

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

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

界殊。”1959 年 6 月，毛泽东回到阔别 32

年的故乡，写下《七律·到韶山》：“别梦

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

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

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些诗词热情

讴歌了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

建设创造的丰功伟绩，赞美了社会主义

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繁荣发展的光

明前景。在诗人心中，人民群众是顶天

立地的英雄。

毛泽东酷爱读史。1964 年春，他写

下《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

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

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

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

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

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

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

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

东方白。”这首词，是毛泽东人民史观的

诗化表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诗篇，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历史作出

的生动诠释。毛泽东读史，感受到的是

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个力量，

虽经历代统治者的摧残压迫，但从未被

压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

创造历史的伟力充分爆发出来，创建了

一个伟大的新中国，也必将迎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毛泽东诗词，处处充满着辩证法，

充满着唯物论，其浓烈的情感与深刻的

哲理融为一体、相映生辉，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中国古典诗词有机结合的光

辉典范。

毛泽东诗词中的哲学意蕴
■陆振兴

艺 境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

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夜色如水，弯月如钩，我轻轻翻开《中国历

代军旅诗词选编》，再次邂逅王昌龄的《从

军行·其四》，点滴往事涌上心头。

那年 8 月，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罕见

高温天气，重庆更是遭遇了几十年不遇

的极端天气，多地突发山林大火。我跟

随部队转战各个火场，其中最为凶猛的

山火，发生在北碚缙云山。

火情就是命令。在接到支援缙云

山救火命令后，我所在部队迅速赶赴现

场展开扑救。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烤

干了植被的水分，遇火即燃，加上阵风

袭扰，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山火蔓延速

度极快。山火从缙云山支脉的虎头山

延伸到主山，从山腰蹿上了山顶，熊熊

烈火，让人胆战心惊。

到达缙云山脚下后，根据现场指

挥部安排，我们小组的主要任务是配

合地方政府开辟隔离带和配合森林消

防队员扑灭余火。这里地势陡峭，地

形复杂，风向摇摆不定。此时气温已

高达 44℃，我和战友们扛着油锯、握着

铁扫把，挥汗如雨，穿行在密林中。每

遇到较陡的山坡，我们就用随身携带

的攀岩绳搭一条“软梯”，拽着绳子爬

上山去，拿着镰刀、铁锹、铁铲等开辟

隔离带。

经过大家数天奋战，那晚，缙云山

火场“大决战”即将打响。火从两个方

向袭来，西侧的山火已经烧了 4 天 4 夜；

虎头山最初的 3 个起火点不断复燃，直

逼第四号隔离带。十几米高的火头乘

着风势蹿上树梢，火烧松木的声音噼啪

作响。

“以火攻火”，现场指挥部经过研

判，作出新的部署。

“现在，点火！”随着指挥员的一声

令下，“决战”的号角吹响。从第四号隔

离带的起点处，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点燃

枯枝。火焰以点成线，越烧越旺，顺着

隔离带、乘着风势，向不远处的山火迎

面扑去。一时间，火光冲天，热浪翻涌，

两条“火龙”交锋缠斗，刺眼的火光照亮

了整个夜空。

已经连续奋战了几天的我困意全

无，触景生情，忽然想起王昌龄的“黄

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

首荡气回肠的军旅诗，好似战鼓般激

励着我，一定要夺取这场扑灭山火战

斗的胜利。我想，无论是在大漠戈壁、

雪 域 高 原 ，还 是 在 抗 洪 一 线 、救 灾 现

场，只要是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就

有我们军人的身影。军人的浪漫，是

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

冷月。

正在我思绪万千之际，缙云山上出

现了让我震撼的一幕。山的一边是横

跨山脉的熊熊山火；另一边是白色的灯

光人墙。每一盏探照灯下都是一名勇

士。山火如龙、灯光似链，在黑夜的缙

云山上组成一个巨大的“人”字。一小

时、两小时，火渐渐黯淡下去。终于，一

阵阵欢呼响彻山林：“我们胜利了！”

这次扑灭山火的战斗是我生命中

难忘的记忆。此后多年，每当我读到王

昌龄的《从军行·其四》，总觉得字字千

钧，心中涌起无限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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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经典军旅诗词

近日，“赤子报春晖——胡国伟中

国书画作品展”，在开封美术馆开幕。

开幕式上，胡国伟表达了对故乡开封的

眷恋与思念，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为家

乡父老奉献一场高品质的文化展览，并

将两幅代表作《中原儿女》《驼踏风雪启

新程》捐赠给开封美术馆。

胡国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毕

业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攻中

国画，尤擅人物、花鸟、山水，曾多次参

加全国、全军美展并获奖，出版有多部

画集。

少年时，胡国伟应征入伍，火热的

军营令他激情澎湃。多年的军旅生活，

给他以熏陶和滋养，让他心中积淀的军

旅情怀如涌泉般挥洒纸上，创作了很多

军事题材作品。

胡国伟的绘画，追求中国式审美。

比如，他的人物画很注意留白，水分和

墨色间留下来的白，是对画中人物情感

与心灵的思考。在创作技法上，他遵循

“人物画神态，山水画气韵，景物画风

骨”的原则；在艺术风格上，处处流露出

“胡杨风骨”，笔墨宁取气息而不采浓

烈，力量隐忍、由内向外迸发。文化学

者杨军点评说：“胡国伟的画风与文脉

具有中国式审美的正大气象，具有‘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从整体出发、综合观

照，在顺其自然的渐进实践中，格物致

知，弘道养正。”

“负重忍饥方任远，奋蹄跋涉未敢

迟。”这两句自作诗，既是胡国伟题画时

的即兴之作，也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在艺

术道路上不懈追求的生动写照。

赤子丹心报春晖
■刘卫兵

书 画 廊

4月的琼南，热浪滚滚。行军拉练的

队伍，呈一路纵队沿公路蜿蜒前行。太阳

从头顶直射下来，灼烤着战士的钢枪和身

体。柏油路上的阳光反射到战士黝黑的

脸上，颗颗汗珠连成线，沿着下颚滴下来。

临近中午，天气越来越热，连队从凌

晨紧急出动到现在已经 6 个多小时。大

家水壶里的水被身体焐得温热，喝一口

仍不解渴。

“西瓜！”队伍里有人低声喊道。我

抬头循声望去，路旁的一辆银色小货车

里，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在阳光下透着

晶莹的绿。这翠绿，穿过渴望的双眼，钻

进了战士们的心里。

中途休息时间，连队干部为大家买

了西瓜。三五个人围成一圈，刀刚刚碰

上青绿的瓜皮，西瓜便“嘭”的一声裂开，

鲜红的瓜瓤渗出诱人的果汁，掰一块入

口，清甜脆爽。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西瓜！”年轻

的战士忍不住感慨。他的话，忽然把我

的思绪拉回到数年前。那天，我也吃到

了最好吃的西瓜。

那年，我还是一名军校学员，即将

参加全军院校军事比武。学校组建了

集训队，训练在鄂豫皖革命老区展开。

在 这 里 ，我 们 练 体 能 、强 技 能 ，负 重 行

军、战伤救护、定向越野……日子过得

辛苦又充实。

7月的鄂北，闷热异常。我们全副武

装在外训练，都把防中暑的药品放在单兵

携行具最外面的弹夹袋里，如果出现头痛

胸闷的症状就喝上一口。那次，我们按小

组组织定向越野训练。中午时，训练进行

得如火如荼，大家水壶里的水都早已喝

光。我和组员一手拿地图、一手拿着指北

针寻找目标。路过村庄时，小组成员继续

向前，我暂时留下为大家补水。

那是路边一栋两层高的民房。一楼

堂屋放着一个木质货柜，透过柜子上的

玻璃能看到里面摆放的零食和香烟。小

小的院子稍显凌乱，白色的小块瓷砖经

过岁月风雨的冲刷已有些斑驳。看店的

是一位大约 70 岁的老奶奶，头发花白，

正仰躺在门前的竹椅上纳凉。见我进

来，老人便颤颤巍巍地起身。

“打扰了，老人家，这里有水吗？”我

微笑着问。老人看了我一眼，并没有回

答，转身朝屋里走。我心中有些疑惑，站

在院子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老人走到

陈旧的货柜后面，我才注意到那里放着

的一个老式冰柜。冰柜白色的漆面大部

分已经脱落，露出棕黑色的锈迹。老人

弓着身子，上半身用力向冰柜里面探，似

乎在找什么。我大步走过去想要帮忙，

等到了跟前，老人从冰柜里捧出用塑料

袋包裹好的一块西瓜。她用菜刀切下半

块西瓜笑着递给我。

我 有 些 愕 然 ，老 人 微 笑 着 示 意 我

吃。我双手捧过那半块西瓜，轻轻地尝

了一口，清甜的滋味从舌尖慢慢充盈口

腔，冰凉的感觉刹那间让人仿佛在闷热

的夏日潜入湖底；阵阵凉意从喉咙缓缓

而下，直达心底，训练的疲累好像一扫而

尽。老人告诉我，她的孙子跟我差不多

大，也在部队当兵，让我们一定要好好训

练、保卫祖国。临走时，我把身上带的钱

掏出来，悄悄放在了门前的躺椅上。

后来，我吃过很多西瓜，但从没有一

块西瓜那么甜、那么凉又那么暖。有人

问我，什么时候觉得穿上这身军装最光

荣，我总喜欢说起半块西瓜的故事。这

半块西瓜里，是老区人民对子弟兵浓浓

的鱼水深情。

半块西瓜
■张 智

乌苏里的清晨

我在国旗下守卫

乌恰县的黄昏

我伫立如傲雪红梅

南海漫卷风云

我向目标挺进

北疆漠河上空

我驾战机巡逻

生命禁区坚守

我从不后退

祖国河山再大

绝不让一寸

我是中国军人

只要祖国需要

哪怕粉身碎骨

泰山是我骨骼

长城是我腰身

长江是我博大心脏

血液流淌着黄河雄浑

挺胸站起，我便是巍巍昆仑

和平道路任重道远

梦中犹念山河安稳

为了祖国春芳夏翠

奉献青春无怨无悔

青春无悔
■张中杰

七 彩 风

兵味一得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

团官兵在课余时间组织趣味足球赛

的场景。作者采用小光圈、高速快门

的拍摄手法，定格了官兵拼抢足球的

瞬间。官兵灿烂的笑容让画面极富

感染力。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缓解

了高原官兵的训练压力，密切了战友

情谊。

（点评：张任常）

趣味足球赛
■摄影 李 硕

傲骨千秋（中国画） 胡国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