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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我河山（中国画） 邓睿哲作

毛泽东诗词被认为是 20 世纪中国

伟大的艺术珍品。雄奇瑰丽的词句犹如

纸上波涛、笔下惊雷，尽显意境宏阔、激

越豪迈之磅礴气势。同时，刚柔相济的

诗文也飘溢着缕缕婉约之风，彰显着一

腔温润之情。

豪放与婉约的艺术耦合、“偏于豪

放，不废婉约”，是毛泽东诗词的审美特

征。在学习鉴赏伟人诸多豪放诗词的同

时，我们不妨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去体

悟其丰盈感性的凡人情怀。

说到毛泽东的婉约诗词，最具代表

性的莫过于表现诗人与杨开慧革命爱情

的作品。

1920 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

因为当时的斗争形势及白色恐怖，两人

聚少离多。1921 年春夏时节，毛泽东与

易礼容、陈书农到洞庭湖沿岸的岳阳、华

容、常德、湘阴等地进行社会调查。这是

毛泽东夫妇新婚后一次较长时间的离

别。

一天深夜，毛泽东整理好白天考察

所作的笔记，上床就寝，但想起新婚不久

的妻子杨开慧，难以入眠。于是，他披衣

起床，来到屋外。此时，残月西斜，星辰

点点，东方欲晓，银河已难见踪影。触景

生情，诗兴勃发，他回到房中，展纸濡墨，

写下了这首纯粹描写爱情的相思词《虞

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

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

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毛泽东的第一首爱情词。词中

主人公因离愁别绪而无法入眠、对残月

西流默默陨泪、数点点寒星寄相思的情

状，生动形象地浮现在读者眼前。这首

词师承宋代婉约词派的流韵，但又完全

有别于封建时代词人缠绵悱恻、凄楚哀

怨的词风。显现阴柔之美的同时，又透

露着一缕阳刚之气。这或许就是一位有

伟大抱负的青年革命家与旧时代文人有

本质区别的地方。

职 业 革 命 家 的 生 涯 ，注 定 是 奔 波

的。从 1921 年春夏之交的社会调查开

始，之后的近两年时间内，毛泽东曾三赴

上海，期间还到安源、衡阳、岳州等地调

研并赴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

家，在毛泽东的人生岁月中，只是一

个短暂停留的驿站。1923 年 12 月底，中

央通知毛泽东赴广州协助孙中山筹备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商谈国

共合作事宜，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是年

的 二 度 别 离 。 这 天 拂 晓 时 分 ，残 月 中

天，寒霜满地，塘水清浅，曙色微明，东门

路上，杨开慧为毛泽东送行。两人难舍

难分，情肠欲断。汽笛一声，毛泽东挥手

告别妻子，登上远行的火车。坐在车窗

前，毛泽东用铅笔在小本子上写下富有

革命激情、感人至深的爱情诗词《贺新

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

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

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

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

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

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

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

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

翥。

这首词可以称为毛泽东婉约词的代

表作。词中“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

诉”一句，颇具柳永《雨霖铃》中“更那堪，

冷落清秋节”的婉约词风。但毛泽东的

艺术高超之处在于把夫妻间的柔情爱意

与大时代的风雷激荡结合起来，将婉约

温润与激越豪迈两种艺术风格完美地统

一起来。这表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臻于

成熟，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在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生前十分看

重上述两首词作，晚年还在不断修改之

中。《贺新郎·别友》《虞美人·枕上》分别

最早发表在 1978 年 9 月 9 日、1994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

1957年1月，杨开慧曾经的密友、时任

长沙第十中学语文老师李淑一给毛泽东

写信，并附上她于 1933 年悼念丈夫柳直

荀而填的一首词《菩萨蛮》。

收到李淑一的书信，毛泽东对爱妻

和战友的思念一起涌上心头。是年 5 月

11 日，毛泽东给李淑一复信，特意嘱托

李淑一代自己到板仓看看杨开慧的墓，

并回赠一首当初题为《蝶恋花·游仙》、后

来正式发表时作者改为《蝶恋花·答李淑

一》的词：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

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

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

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

雨。

这首词缅怀英烈、凭吊忠魂、安慰友

人，堪称是一首艺术水准极高的革命浪

漫主义词作。

纵观毛泽东的所有诗词，专为一人

而写下 3 首词作的只有杨开慧，没有第

二人。从《虞美人·枕上》到《贺新郎·别

友》，再到《蝶恋花·答李淑一》，3 首作品

足以表达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真挚情感和

深切思念。

其实，毛泽东的情感表达极为丰富

而又含蓄。除了以上 3 首直接写杨开慧

的词作之外，诗人于 1961 年创作的《七

律·答友人》也是一首含蓄隽永的思亲之

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词以流传在湖南地域的传说、

神话为依托，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赞颂

今日湖南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大好

形势，抒发对友人、亲人、故乡的怀念与

祝愿之情。作者以相传中舜帝的二妃娥

皇、女英代指杨开慧，隐含了他对爱妻的

无尽思念。1978 年 12 月 29 日《光明日

报》刊载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

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一文中记

载：“1975 年，主席说，人对自己的童年、

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

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

念这些。”对这首《七律·答友人》，毛泽东

曾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

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

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不是这样，不符

合我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番表白，读者

或难品读出诗人隐含其中的深意。

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在这 4 首

词中对杨开慧的深情倾诉，无论是直白

还是含蓄，都表现出了柔情至深的一面。

1930 年 11 月 14 日，年仅 29 岁的杨

开慧在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

义。消息传到瑞金，陷入巨大悲痛之中

的毛泽东，已经无法再为亲爱的妻子写

下最后的悼亡诗，心中的万语千言化作

字字滴血的“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笔下婉约风格的诗词作品，

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伟人有血有肉、有情

有义的光辉人格形象。这些诗词内容绝

不仅仅是诗人对儿女情长、家长里短的

眷恋，更是一腔炽热的天下胸怀的浓情

抒发与诗意呈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波澜

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历史画卷的折射与缩

影。

无情未必真豪杰
—毛泽东诗词的婉约与温润

■王争亚

国防纪事

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

文化视界

连队静卧深山，营区生活平静得

掀不起一丝波澜。我来连队是在 12

月初，这里已是冰天雪地。闲暇时，无

事可做，我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一片

片落下，渐渐铺满了窗台。

那天，我和李老兵踩着厚厚的积

雪到山上巡线。冬季雪大，电话线经

常会被枯枝和积雪损坏，连队要时常

派人检修线路。李老兵叫李志国，18

年军龄，是连队最老的兵。李老兵踏

雪前行，嘎吱嘎吱的声响有节奏地传

到我的耳中。我沿着他的脚印行进，

省了不少力气。到了中午，线路才巡

查一半，我有些垂头丧气。李老兵看

了看手表，示意我坐下休息片刻，吃些

干粮，下午继续巡线。

对于巡线，李老兵非常认真，不放

过任何蛛丝马迹。我疲惫地背着设备

跟在后边，有些心不在焉。他看了看

我，笑呵呵地说：“打起精神，我们在完

成一项艰巨光荣的任务！”我撇撇嘴：

“光荣？艰巨我是感受到了，光荣在哪

儿呢？”他指了指远处的营房说：“如果

战争中通联不畅，后果将不堪设想。

连队的通联靠我们，马虎不得。”经他

这么一说，我认识到巡线的重要，积极

配合他完成任务。

可我依然不喜欢这里。我来自大

山，从儿时起就梦想去看看山外的世

界。没承想，来到部队又进入了另一

座大山，内心的失落挥之不去。

我开始复习文化知识，想考入军

校，离开这里。黄昏和黎明，看着窗外

的大山，我幻想外面的世界定是光彩

夺目。

夏天到来，冰雪覆盖下的崎岖山

路渐渐露出它的轮廓，沉睡了一个冬

天的花草渐渐苏醒。我和李老兵一

组，去执行任务。这次是乘坐兄弟单

位的车辆，不用步行。可不巧的是，车

在半路出了故障。我们不得不坐在路

边，等待维修的人员。

看到李老兵的鬓角有几缕白发，

我忍不住问他：“班长，是什么动力支

持你在这里坚守这么多年？”李老兵

看了看远处的群山，满足地答道：“你

看 这 里 多 美 ！”“ 美 ？ 我 怎 么 没 有 发

现。”我悻悻地说。“群山环绕，草木丰

茂……”他一脸认真。

他说的这些，是我从小就熟悉的

画面，毫无美感可言。我只想离开这

里，去看远处的风景。“班长，你说谁会

知道我们？”我反问。

“你看看路边都有什么？”沉默几

秒后，李老兵轻轻地说。我瞅了一眼，

随口说道：“无名的野花呗。”“这些野

花 虽 然 在 深 山 中 ，可 一 直 在 努 力 绽

放。或许没有人去注意它们，但它们

把一生的美丽都献给了这片土地。我

们也应当如此，在最好的年纪绽放自

己，把光和热传递给这个世界。”李老

兵的话让我心头一动，陷入沉思。

返回的路上，看着车窗外星星点

点的无名野花一簇簇努力生长，我有

些感动。

进入盛夏，驻地雨季来临。八一

建军节晚上，单位组织会餐。指导员

刚端起饮料要说两句，连队文书突然

匆匆跑来。他是来传达紧急通知，驻

地一个村庄被洪水围困，上级要求连

队立即前出救援。我们闻令而动，迅

疾投入到紧张的抗洪抢险任务中。

次日凌晨，任务完成，连队返回营

区。走进饭堂，满身泥水的我们坐下

后，开始狼吞虎咽。没有任何言语，只

有餐盘和筷子的碰撞声不时传来。昨

晚 的 饭 菜 早 已 凉 透 ，但 大 家 全 然 不

顾。我饥饿难耐，大口扒拉着饭菜，脑

海里又想起那些山间野花。

后来，我考入南方城市的一所军

校。真正要离开大山了，心里却难舍

难分，难说再见。离开连队那天，我在

营区四周的山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风

在耳边呼呼作响，脑海里关于连队生

活的往事全浮现出来。上了车，大山、

营房、战友越来越远，我的眼睛湿漉漉

的……

时光如梭，我已在军营度过 16 个

春秋。往事如风，吹拂心扉，我不经意

间想起那些深山的无名野花，它们教

会我不惧风霜、向阳生长。

难
说
再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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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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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大山苏醒，天光渐渐亮起来，一

轮朝阳从东南侧的山背后升起。训练基

地的一排排帐篷被如瀑的霞光拥入怀

中，镀上一层金色。随风飘扬的一面面

战旗，在蔚蓝的天幕下显得格外醒目。

辽宁省铁岭市的参训民兵，一个个

喊着口号，从帐篷中迅疾跑出。早操开

始，脚步声如同战鼓擂响。民兵们高大

魁梧的身影在地面投射出长长的印记，

为脚下这片荒凉之地增添勃勃生机与活

力。

一

骄阳照耀之下，训练场前山后山的

小樱桃由青色渐渐变成橙红色，大大方

方地拨开片片绿意盎然的叶子，洋溢着

诱人的香气。

“担当就是对上敢说‘让我来’，对下

敢说‘跟我上’，在平常时间看得出来，在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在危急时刻豁得出

来。”在铁岭军分区举行的“强军奋斗·冲

锋有我”民兵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开原市

民兵应急排排长曹雪，动情讲述自己用辛

勤汗水书写出彩人生的经历。因为有梦

想，青春的内核闪耀着荣光，一股蓬勃的

气息迎面而来，让众人的情绪不断高涨。

担当与使命，从来都不是轻飘飘的

话语，而是战天斗地的实干苦干。曹雪

在训练场行胜于言，一起参训的民兵看

在眼中、记在心里。从进驻基地开始，他

凡事带头干，始终冲在前、干在前，带领

全排一起搭帐篷、挖战壕、练战法，每个

课目带头训，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在最

吃劲的地方当好顶梁柱与承重墙。他为

民兵们立起标杆，用训练场上的艰辛求

索、烈日下的体能强化、考核中的激烈角

逐，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之中修剪掉心里

的枝杈，越来越明白一个勇担当、肯奋斗

的好民兵是什么模样。

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一段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不断涌现的榜样成为自

带高能量的示范员。班务会上，大家进

行检视剖析，渐渐懂得民兵的苦与累，也

感受到这份苦与累背后的幸福与快乐，

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在反思

中升华。

刺杀、战斗射击、反机降战斗，是上

级赋予铁岭民兵的 3 个重点演练课目。

训练在不同地域展开，几个民兵连的参

训人员各有任务分工。民兵们“精一通

二会三”，训练时间翻倍，连轴转成为常

态。

训练基地天气湿热，身披战斗装具

的民兵们练得火热。西丰县基干民兵柏

钰身上的迷彩服湿了干，干了又湿，白色

碱花如影随形。训练场上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撼天动地从诗意的想象变为现

实，柏钰豪情激荡，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分

夺秒的操练之中。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发亮，脸上常常挂着豆大的汗珠。阵阵

大风卷起尘土，视线之内一片模糊，脸

上、颈上、手上随之涂上一层黄泥……这

些与战友并肩战斗的过往，定格为他青

春岁月中最美的印记，深深镌刻在绵延

群山之间。

担 当 的 心 是 热 的 ，奋 斗 的 果 是 甜

的。付出更多的汗水，经受更多的挑战，

越来越多参训民兵一步步把“规划图”变

成“实景图”，“热情每天都装满胸膛，勇

气同硝烟一起飞扬”，写就与众不同的人

生诗行。

二

清晨的阳光刚刚露头，一阵清脆的

哨声，将营地座座帐篷唤醒。虽然周末

休息，民兵们依然早早整理好内务，训练

场上许多健壮的身影在飞速冲刺，汗水

浸透衣衫……他们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

的一天，为遇见更好的自己努力向前。

准备取扫帚打扫卫生的开原市基干

民兵王晨，不经意在道旁的光荣榜上看

到自己的名字。训练场上奋斗拼搏的故

事，浓缩在那张身着迷彩的照片里。阳

光洒在写满自豪的脸上，王晨心头不由

得一热：原来，自己的努力一直被看见、

被关注。

远处山连着山，树影婆娑。往事一

幕幕浮现在王晨的脑海里。到基地之

初，他的内心无比激动。这里热血沸腾

的训练场景，曾无数次让年少时的他魂

牵梦萦。可是，由于之前连续几个月的

生活缺乏规律，他身上的肌肉减少、赘肉

增加。训练展开没几天，身体便吃不消，

腰酸腿痛，直冒虚汗。“大展身手”成了

“大栽跟头”，他在人前脸上发烫，心里像

扎了根刺。

减体重，去赘肉！身处困境的王晨

最终下定决心。他自我加压，每天进行

强化训练，半个多月就把体重减掉 10 多

斤 。 与 脂 肪 一 起 燃 烧 的 ，还 有 他 的 内

心。沉静许久的热血在体内沸腾奔涌，

内心的自卑被挤压得没了空间。一天晚

上，他在日记中动情地写道：“当问题不

再成为问题，包袱变成财富，是在变化中

认识自己，在挑战中突破自己，也是在用

拼到最后一刻的行动来证明自己！”

民兵为荣誉而战，拼搏就是最美的

姿态。众多民兵像王晨一样抱着这样的

念头迎难而上，奔着问题去，对着问题

改，改变“差不多就行”“过得去即可”的

态度，筛掉身上的懈怠与麻痹，跳出“原

地踏步”的舒适圈。尤其可贵的是，他们

在轻装上阵之后，担起民兵的职责使命，

发挥民兵的职能作用，永不言弃的劲头

逐渐成为敢扛大活硬活的底气。

三

烈日当空，紫外线刺向脖颈如针扎

般疼痛。民兵们在训练场上精雕细琢，

争取出成果、结硕果、有效果。结束上

午满负荷训练，开原市人武部上校部长

赵军下令撤收装备、列队验枪、解除警

戒……一连串口令后，分队按照规定时

间齐装满员返回营地。

号令如山，使命催征。一切事务围

绕训练任务展开，增添闯劲干劲，民兵们

努力把每项技能练精，将每个课目练强。

“被选择是一种信任与荣耀，也是对

‘若有战，召必回’的最好应答。”民兵教

练员李品再次带队行进，心随迷彩长队

一起跃动，恨不得把自己所学都教给大

家。齐整的平头、坚毅的脸庞、挺拔的身

姿，他一看就是铁打的汉子，眼里有干不

完的活，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李品曾在

部队经历千锤百炼，集优秀士兵、优秀带

兵人、教练员标兵等多项荣誉于一身。

退役多年，他对口号、军歌依然倍感亲

切。

在骄阳下操练，昌图县基干民兵张

阔总会想到“火焰山”，因为身上有种被

火烧火燎的感觉。迷彩服遮盖的皮肤上

是密密麻麻的痱子，裸露在外的皮肤上

挂满闪着光亮的水泡。他始终有强烈的

紧迫感，不敢懈怠。奔走在自己的热爱

里，必然坚定如钢。张阔一次次挑战人

体承受能力的极限，靠着骨子里不断增

强的坚毅，多次受到肯定和表扬，给自己

的人生增加分量、释放能量、提高质量。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铁

骨铮铮敢吃苦，勇往直前除万难……”看

着案头不断增加的请战书与挑战书，训

练营教导员张强写下自己的感慨：“时代

充满改变，挑战无处不在，但不变的是传

承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民兵，习惯于解难

中之难、攻坚中之坚、打硬仗中的硬仗。”

山间“兵”味浓
■杜善国

革命的火种

在大山里潜伏

坚韧而温热的品格

日复一日

点亮明丽的苍穹

莫家塔，一个普通的湖南村落

峻峭的峰峦之上是你们的营帐

为自由和解放而栽的种子

在土炮火枪上生根发芽

大刀在深邃洞穴射出的寒光

震惊了洞外那个破败的世界

一个红军连藏于洞中

我的心绕过斑驳岁月

寻找遗落在山脉的歌声和激情

珍藏信仰和勇敢的石头

被敌人军刀砍过的野草

它们一路茂盛

坚强地挺立到春天

重上红军洞

红军的喊杀声

仿佛在耳边久久回荡

山峦静穆，大地安详

山洞深处

他们用生命引燃的火焰

至今依然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莫家塔红军洞
■梁德荣

夜缓缓拉开了深蓝的幕布

星星在空中眨着眼出场

替我赶走了枯燥、单调与孤独

留下一天忙碌的记忆

日复一日的记忆，生根发芽

在迎接风霜雨雪中

开花，结果

假如有一天要离开

我会等到

星星挂满枝头

在离开的那一天

我要把星星

铺满山顶

在山顶看星星
■刘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