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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如诗。在以长征为题材的诗词

世界里，有毛泽东同志创作的众多脍炙

人口、激励人心的作品，还有许多参加长

征的红军将领或记载战斗经历，或回忆

战友深厚情谊，或歌颂伟大长征精神，写

下 了 一 首 首 文 采 飞 扬 、意 蕴 深 厚 的 作

品。这些诗词，既是慷慨吟咏，也是精神

升华、信仰凝聚。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之际，

用心品读长征亲历者创作的这些诗词，

必将在我们心中响起铿锵之音、鼙鼓之

声，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记长征·写实

翻阅长征亲历者的诗词不难发现，

绝大多数长征诗词既荡漾着理想主义的

浪漫，更深蕴着现实主义的真切，有的甚

至是对某一重大事件的“诗词化记载”。

贵州遵义，遵义会议旧址。二楼会

议 室 ，桌 下 的 火 盆 似 乎 还 炭 火 熊 熊 。

1935 年 1 月一次生死攸关的会议，在这

里挽救危亡局势、开启关键转折。

当时参加遵义会议的伍修权会后赋

诗《七律·历史转折》：“铁壁合围难突破，

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

军今日奔何处。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

城头赤帜竖。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

此上新途。”这短短的一首诗，形象生动

地刻画出遵义会议前红军的艰难，以及

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

导地位后，大家看到新曙光的喜悦心情。

面对激烈战斗和巨大牺牲，红军将

士“虽九死其犹未悔”，把无畏、乐观和坚

定写成长征的诗行。

1935 年 5 月，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

利用天险大渡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

二”。危急时刻，红军坚决执行中央决

定，官兵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行渡河

成功。事后，聂荣臻激情抒怀，写下《吾

非石达开》：“大渡河流险，吾非石达开。

飞兵天际至，历史不重来。”这首诗豪气

冲天，壮志如山，似龙吟虎啸，道出了红

军必胜的信念。

忆长征·写情

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穿过岁月的

罅隙，留存在记忆的深处，就如长征中的

那些人、那些事。

1961 年 7 月 21 日，开国上将邓华重

临长征路，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忆

当年》：“一离米亚罗，直上鹧鸪山。岭高

空气薄，风大天更寒。昔人行甚苦，红军

不怕难。跋山和涉水，谈笑夺雄关。北

上过草地，翘首望中原。我今驱车过，作

此忆当年。”

开国中将刘志坚曾在回忆长征时，

写下：“忆长征，双脚踏开路重重。铁流

二万五千里，豪情壮东风。忆长征，三军

大纛映日红。围追堵截奈我何？长缨缚

苍龙。忆长征，一杯醇酒酹长空，多少战

友今何在？远山草木青。忆长征，青史

永垂创业功。长江后浪推前浪，接力有

新兵。”

参加长征的开国上将李志民也曾赋

诗《江城子·忆长征》：“长征万里路遥迢，

风萧萧，雨飘飘。浩气比天，千军势如

潮。为雪国耻洒热血，真理在，恨难消。

梦断推窗听鼓角，冷月皎，流萤高。身居

京华，常盼雁归巢。抽出心丝填旧句，写

往事，万年骄。”

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定国很喜欢

写诗。她在《忆长征》中写道：“长征回忆

当年事，营渠战役羽檄驰。蓬安丰窦丁

家坪，敌来我往两相持。残尸碎骨满山

野 ，觅 女 呼 儿 动 四 垂 。 白 匪 猖 狂 今 安

在？神州处处树红旗。”

如今，健在的红军将士虽越来越少，

但他们留下的长征诗词让我们常读常

新。

颂长征·写意

闻一多曾说：“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

要问题，重要的是使人精神有所寄托。”

今天，为什么我们回望长征，总是心潮起

伏？原因之一便是，长征中那艰苦卓绝

的跋涉、运筹帷幄的会议、绝处逢生的奇

迹、雄壮豪迈的胜利，都是这支队伍精神

的彰显、意志的体现。也正因为如此，长

征才如磁石、如火炬般吸引着、引领着我

们不断怀念、永远歌颂。

1986 年的一天，开国少将傅崇碧回

忆长征，赋诗道：“长征路上真艰险，敌人

围截来追赶。前进道上又堵拦，白天鏖

战夜间转。红军战士有困难，群众自动

来支援。遇到艰苦和危险，干部带头走

在前。”诗作生动描绘了长征的艰险，特

别是后四句，道出了长征胜利的两个重

要原因：人民支持、干部带头。

2006 年 8 月，开国少将王贵德写下

《满江红·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太

拔风云，惊雷滚，赤旗漫卷。抗豪绅，农

民暴动，梭标光闪。十六男儿辞故里，五

番‘围剿’音书断。最难忘，鲜血染湘江，

澜谁挽？会遵义，更航线，穿赤水，迂迴

转。过雪山草地，无数天堑。强敌堵追

成旧梦，全民抗战开新面。七十年，一曲

铁流歌，军魂赞。”

对于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有人这

样说，他们把自己书写在潮一般的历史

上，雕刻在诗一样的岁月里。

长征，是“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

面”，坚定不移走出来的英雄史诗。如果

说，90 年前的那次远征，是精神的壮歌、

信仰的迸发，那么，今天行进在新长征路

上的我们，更需要以长征精神凝聚信念、

守护初心。让我们在品读长征诗词中汲

取精神养分，把新的长征作为又一场“精

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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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有 句 老 话 叫“文 如 其 人 ”，若

放到文学层面，就体现在作家的文风

上 。 自 古 以 来 ，流 传 下 来 的 文 学 经

典 ，尽 管 时 代 不 同 ，且 作 家 创 作 的 题

材纷繁，风格多样，但恒久不变的是，

这些文学大家的文风都离不开“言之

有 物 、言 简 意 赅 、言 必 有 中 、言 近 旨

远”的基本框架，就是人们常说的“文

以载道，不务虚言”。1200 多年前，唐

朝 文 学 大 家 韩 愈 和 柳 宗 元 领 导 过 一

场 改 革 文 风 的“ 古 文 运 动 ”。 他 们 提

出了“文以明道”“文道结合”的主张，

倡 导 学 习 先 秦 、两 汉“ 言 之 有 物 ”“ 言

贵 创 新 ”的 优 秀 散 文 ，进 而 开 拓 了 一

代文风的先河。

“ 文 起 八 代 之 衰 ，而 道 济 天 下 之

溺。”出自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

对韩愈的赞誉，颂扬了他重振文风的功

绩。苏轼的碑文以轻松的笔调，道出了

韩愈在谈笑风生间引领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古文运动”，让天下文人纷纷齐聚

麾下，使文风又回到正路上来，且持续

了三百年之久。

苏轼所言“八代之衰”是指两晋之

后 ，文 坛 的 文 风 变 味 了 ，到 了 隋 末 唐

初 ，这 种 末 流 文 风 仍 未 得 到 彻 底 改

变。从形式上讲，当时几乎无文不骈、

无语不偶，形式主义大盛其道；从内容

上讲，沉迷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甚至

无病呻吟。这种文风影响到了社会风

气，也遭到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反对，引

发了一场文风优劣之争。直至韩愈和

柳宗元的出现，终于形成文坛的一股

清流。

韩愈就毫不讳言地说：“而方闻国

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

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

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

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

边 之 画 ，不 繇 是 而 稍 进 ，万 不 有 一 得

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其影响昧昧，惟恐闻于人也。”与韩愈同

感，柳宗元也讽刺有些文人的骈文是

“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

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

两 位 文 学 大 家 一 道 主 张“ 惟 陈 言

之 务 去 ”“ 文 以 明 道 ”，并 身 先 士 卒 从

事散文创作，发起了“古文运动”。他

们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大放异彩，像

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

等作品践行了他们倡导的文以明道、

言 之 有 物 的 清 新 文 风 ，后 经 欧 阳 修 、

王 安 石 、苏 洵 、苏 轼 、苏 辙 、曾 巩 等 人

的 接 续 ，开 启 了“ 唐 宋 八 大 家 ”的 辉

煌，进而成为影响中国文学千年之久

的主流正脉。

纵 观 唐 宋 八 大 家 的 散 文 ，他 们 的

作品都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德

宣传、情感表达和文学批评。他们的

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做作，

不矫饰。像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中

写山，笔触缘山而议，进而发出“世之

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

感慨。这篇散文也体现出他的文学主

张。此文以游记命题，重点却不在览

胜，而在借景抒情。王安石认为文和

辞的关系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他

在 书 信《上 人 书》中 提 出 ：“ 且 所 谓 文

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

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

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他的意思是说，为文一定做到有益于

社会。修辞就像在器皿上雕刻绘画一

样，精巧而华丽，但不一定适用；如果

很有用，也不一定精巧华丽。

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

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回顾那场声势

浩大的“古文运动”，对之后诸多历史时

期的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便今天也

给人们留下很多值得借鉴的启示和思

考。从历史上看，我国 20 世纪初的新

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反对党

八股”，也都对改进文风起了强大的推

动作用。毛泽东同志提出：“反对主观

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

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并一针

见血地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

作风，都是党风。”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

是极为深刻的。他把改进文风和学风

上升到了改进党风的高度，为我党遵循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党员干部在

群众心中的形象，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解决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都起到

了重要推动作用。

文 风 从 来 都 不 是 单 纯 的 文 风 问

题，从唐宋“古文运动”，到五四新文化

运动，再到延安整风运动，都在倡导一

种“ 言 之 有 物 ”“ 贴 近 民 众 ”“ 不 务 虚

言”、接地气的文风。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 建 设 、民 族 复 兴 伟 业 的 关 键 时 期 。

这 也 让 我 想 到 了 唐 宋 八 大 家 提 出 的

“文以明道”“文道结合”的主张。若放

在今天，这个“文”就是新时代的“文”，

要有新时代的特点，要“言之有物”，创

作 出 无 愧 于 新 时 代 的 作 品 来 ；这 个

“道”就是文学工作者身上所肩负的使

命，要深入火热的生活，到人民群众中

去，要“言贵创新”，唱响主旋律，吹响

新时代号角。

从唐宋八大家文风所想到的
■剑 钧

“碧海蓝天，海鸥飞翔，年轻的战士

身着洁白水兵服，印有金锚的飘带与舰

艇上斑斓的满旗随风飞舞……”多年前，

我正是带着这份镌刻在心里的儿时记忆

来到海军。

10 余年来，切身的经历让我对这份

浪漫的印象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其

实，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水兵，生活是相

对枯燥单调的。他们远离陆地，与亲人

隔绝，狂风巨浪、恶劣气候时常相伴相

随。

军舰上悬挂满旗是各国海军通行的

礼仪。每到重大节日、典礼、阅兵、出访

停泊他国港口等场合时，军舰会悬挂满

旗。这种礼仪所体现出的，不仅是一个

国家海军的风貌，更体现了一个主权国

家的庄重威严。

水兵、满旗、大海，激发了我内心深

处的情感和表达的欲望。我一直想将海

军特色的最美瞬间定格在画中。《爱在大

海》正是以海军为题材创作的油画作品。

2015 年春，我在和平方舟上体验生

活，期间正赶上海军节，军舰上悬挂满

旗。那天，天边刚透出微微光亮，舰上便

忙碌起来。在班长带领下，通信班分组

进行悬挂，旗子很快升了起来，从舰艏到

舰艉通过主桅，很有仪式感。这时光线

也明亮起来，丰富变化的色彩在阳光中

刺激着视觉，触发了我以满旗作为素材

的创作想法。回来后，我凭感觉画了几

幅初稿，尝试用油画语言，以热烈的红色

调烘托节日氛围，主角是和平方舟上的

官兵。但由于认知体会的肤浅、技法的

拙劣，这幅画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视角

和表达方式，只好暂时搁置。

2016 年因工作原因，我走访西沙永

兴岛，参观岛上的军史馆。进门处有一

张照片——碧海蓝天白沙滩，英俊的水

兵与海鸥亲密接触（后来知道是鲣鸟）。

这张照片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让我联想到不论是军港，还是

航行途中，海军官兵时常与海鸥相伴。

那一刻，对那幅被我搁置的油画，我似乎

又有了新的灵感。

2023 年初的一个夜晚，我再次翻看

2014 年代职期间，在舰艇部队体验生活

时 的 素 材 和 笔 记 ，边 看 边 随 手 勾 画 小

稿。我设计了 3 个水兵人物和以旗子作

为背景的构图，由此开始了从生活到艺

术的转换。

在构图上，我没有拘泥于现实真实，

因为军舰自身体量大，如按照真实比例

创作，人物就会显得很小。我从视觉效

果着眼，将人与物的关系作了适当调整，

并放在不同位置比较，前甲板、后甲板、

耳桥、主炮等地方我都试了个遍。最后

确 定 3 个 人 物 和 相 连 的 满 旗 是 画 面 主

体，白色救生筏和军舰上的通信装置为

近景道具，远处也就是水平视线向下一

个层面，可以看到舰艏前甲板。这就将

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自然延伸，造成一

种身临其境的艺术感觉，让人仿佛在挂

满彩旗的军舰上，置身碧海蓝天的风景

中。我想，如果没有多次上舰生活的积

累，没有对舰艇结构的了解，就很难获得

这样结构画面的自由度。

海鸥的设计一是为了表达与人的互

动关系，二是在形式上与满旗呼应、活跃

画面。3名战士是画面的主体，在形象选

择上，我突出了青春、活力、乐观向上的

时代特征，又使其各有区别。中间的水

兵富有激情，伸手向天空与海鸥互动；左

边的老兵较为沉稳，与海鸥有老朋友般

的亲近；右边设计了一个面带青涩的新

兵，对贴身飞过的海鸥，带有一丝惊喜。

寻找符合作品主题的油画语言，呈

现具有现代感的新貌是创作中的一大难

题。经过反复实验，我运用虚实、动静对

比将舰艇边线画实，而将悬挂的满旗画

虚，人物与海鸥虚实结合，使画面律动活

跃起来。

《爱在大海》是我在探索军事绘画抒

情性表达上的进一步实践。作品弘扬了

和平和谐的时代精神。我想从小的视角

来表现大的主题，把我们热爱生活、共筑

和平、共享未来的理念用绘画语言表现

出来。

从最早萌生创作灵感到完成这幅画

的 近 10 年 间 ，许 多 官 兵 为 我 提 供 了 帮

助。尤其是那些不厌其烦为我做模特、

给草图提出意见的战友，可以说，是我们

共同完成了这次创作。今年，这幅画入

选了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为强

军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官兵服务的实

践，不仅增进了我与基层官兵的友谊，也

提升了我的思想境界，让我的创作收获

满满。

为兵而歌
——谈油画《爱在大海》的抒情性表达

■王 睿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官兵在训练间隙组织小比武、小竞赛的场景。官

兵你追我赶、全力奔向终点。作者运用广角镜头拓宽视野、突出层次感，以水平构

图将官兵奔跑的动态美融入画面，展现了大家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点评：汪文棋）

奔向终点
薛 祺摄

对于南方的一些地方来说，夏秋的

分界线并不明显，10 月平均气温仍达

20 多摄氏度。当看到内务设置由毛巾

被换成了厚实的军棉被，我才意识到秋

天已经来了。

而北方的秋，却来得那么美、那么

热烈。那年，我短暂到北京学习时，正

逢金秋。早晨，经过小巷，银杏叶舞动

着，飘飘扬扬落到跟前。当我抬头仰

望，院子里的银杏树叶已经由绿转黄，

在朝阳里迎接秋日的到来。

我 觉 得 北 京 的 秋 ，仿 佛 在 一 夜 之

间就将城市装点成红的、黄的、绿的、

橙的……让这座城市开启了一场叫做

“秋”的盛宴。人们走出家门，换上秋日

盛装，在红墙绿瓦下，为这美丽的时节

“打卡”。这样的秋是忙碌的，人们忙着

把秋天的景色尽情分享。

一到秋日，北京便多了很多赏秋的

好去处。香山红叶早已远近闻名，到香

山赏红叶的人们在山路上络绎不绝。

那些被人们熟知的古寺、山峦、楼台，在

秋日的装点下，焕发出别样风采。最让

我心动的是秋天的长城。它带着雄壮

与豪情，在山峦跌宕中起起伏伏，和军

人的心跳同频。

那 是 一 场 急 匆 匆 奔 赴 的 旅 行 ，也

是一场心心念念的深秋之约。在远郊

的公路上，汽车行驶了近两个小时，翻

越连绵不绝的群山。路边丛林时而红

灿灿、金闪闪，时而又绿油油，再夹杂

着棕色树枝和蓝色湖面，让人感觉像

掉 进 了 自 然 的 调 色 板 。 到 达 目 的 地

时，我们远远看到群山之巅，一条灰色

的巨龙在山顶俯卧盘旋，静静凝视着

远来的人群。

著名的八达岭长城，因其雄伟、壮

观，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观光者千里迢迢

而来。登上烽火台极目远望，群山冷冽

清峻、层层叠叠，如万马嘶鸣般从天际

线上奔腾而来。沃野千里的华北平原

上，大地在震颤、旌旗在呐喊，一条条山

脉像离弦的箭矢，闪着寒光射向远方。

长城像蜿蜒的巨龙盘踞在群山之巅，银

灰色的躯体忽高忽低，或仰天咆哮、或

低头沉吟，如战鼓的律动在历史的浩荡

交响中骤起。这一刻，我感受到那份跨

越时空的震撼与感动，民族的英雄在历

史的烟云中昂然挺立，英雄的民族在滚

滚洪流中奋力向前，共同铸就了这穿越

千年的不屈脊梁。我想，这正是长城千

百年来积淀的沧桑与力量。

“最是一年秋好处，踏泥沽酒不辞

遥。”那年的秋是最美的秋，也是让人留

恋的秋。我来不及把秋日的神韵探尽，

便在落日余晖中匆匆告别。再回望，那

条蜿蜒的巨龙高高挺立，在夜色的掩映

下愈发雄壮，就像一位披坚执锐的勇

士，如炬的目光穿透时空、凝望远方。

北国之秋
■张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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