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意指

人们通过诗词这种文学体裁，表达理想

抱负，抒发思想感情。毛泽东诗词，热

情讴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

争，集中抒发中国人民砸烂旧世界建设

新中国的豪情壮志。以诗言志，把人民

意志写入诗词，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鲜

明特色。

一

1921 年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 在 伟

大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 ，中 国 人 民 经

过 28 年 的 艰 苦 奋 斗 ，推 翻 了 帝 国 主

义 、封 建 主 义 和 官 僚 资 本 主 义 在 中 国

的 统 治 。 在 这 一 伟 大 进 程 中 ，诗 人

毛 泽 东 写 下 了 一 系 列 诗 词 ，描 绘 人 民

的奋斗，表达人民的愿望，把中国人民

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镌刻在中华民

族的史册中。

1927 年，毛泽东同志受命到湘赣边

界领导秋收起义。9 月 9 日，秋收起义

爆发，革命烈焰在湘赣边界燃烧起来。

毛泽东心潮澎湃，挥笔写下《西江月·秋

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

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

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

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是在被中外反动派欺凌蹂

躏的中华大地上响起的霹雳惊雷。

1929 年 1 月 14 日 ，毛 泽 东 、朱 德 、

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

赣 南 进 军 。 1929 年 3 月 ，红 四 军 由 江

西进入福建，占领长汀，5、6 月三次占

领龙岩，9 月占领上杭，开创了闽西革

命 根 据 地 。 同 年 4 月 ，蒋 桂 战 争 爆

发。毛泽东有感于军阀混战给人民带

来 的 苦 难 ，有 感 于 闽 西 工 农 武 装 割 据

的大好形势，挥笔写下《清平乐·蒋桂

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

都 是 怨 ，一 枕 黄 粱 再 现 。 红 旗 跃 过 汀

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

田分地真忙。

这 首 词 ，痛 斥 军 阀 混 战 让 民 怨 沸

腾 ，揭 示 了 广 大 人 民 对 军 阀 统 治 的 仇

恨。同时，作品生动描绘了革命根据地

打土豪、分田地热火朝天的斗争景象，

道出了获得自由解放的农民群众的喜

悦心情。

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和朱德发

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吹响“打过长

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4 月 23

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

亡。为庆祝南京解放和中国人民革命

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挥笔写下《七律·人

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痛斥蒋

家王朝的黑暗统治，颂扬人间正道，抒

发中国人民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

意志，是宣告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

的不朽乐章。

二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

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历史进入了

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发

展开启了新纪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诗人毛泽东用他那大气磅礴

的诗作，抒发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深情

挚爱，描绘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

1950 年 10 月 3 日晚，在北京中南海

怀仁堂观看歌舞晚会时，毛泽东请诗友

柳亚子填词抒怀。柳亚子即席赋《浣溪

沙》，毛泽东“步其韵奉和”，写下《浣溪

沙·和柳亚子先生》：

长 夜 难 明 赤 县 天 ，百 年 魔 怪 舞 翩

跹 ，人 民 五 亿 不 团 圆 。 一 唱 雄 鸡 天 下

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在欢度国庆的美好时刻，毛泽东和

全国人民一样欣喜。他为中华大地终

于冲破黑暗迎来光明而欢呼，更为各民

族 群 众 万 众 一 心 建 设 新 中 国 而 自 豪 。

这首词，是对新中国成立的礼赞，也是

中国人民摆脱苦难获得新生后的放声

高歌。

1956 年 6 月，毛泽东视察武汉。他

听取了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建设情

况 的 汇 报 ，为 新 中 国 建 设 取 得 的 成 就

欢欣鼓舞，写下《水调歌头·游泳》。在

这首词中，他吟出“风樯动，龟蛇静，起

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抒 发 中 国 人 民 建 设 伟 大 祖 国 的 豪 情 ，

描绘新中国建设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

雄姿。他在礼赞人民改天换地伟大创

举 的 同 时 ，深 情 展 望 了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光辉前景。

1958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

道。血吸虫病一直是严重危害人民健

康的疾病，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有一亿

多人深受其害。在封建统治的旧中国，

人们对血吸虫病一筹莫展，手足无措。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经过党组

织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终于战胜了血

吸虫病。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的报

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写下《七

律二首·送瘟神》。这两首七律，向全世

界宣告，旧时代中国人民蒙受的苦难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民是新中国的主

人，他们正在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

三河铁臂摇”的英雄壮举，书写着“红雨

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壮美

篇章。

三

把人民意志写入诗行，倾吐人民心

声，礼赞人民奋斗，毛泽东诗词引领了

诗歌为人民而创作的新气象。

诗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 ，自《诗 经》以 来 ，它 作 为 情

感 表 达 的 重 要 文 学 体 裁 ，受 到 人 们 青

睐 。 吟 诗 填 词 ，成 了 中 国 人 延 绵 不 绝

的 文 化 基 因 。 然 而 ，在 剥 削 阶 级 统 治

的 旧 中 国 ，人 民 群 众 地 位 卑 微 ，诗 歌

创作又受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限

制 和 束 缚 ，使 得 很 多 古 代 诗 歌 作 品 ，

不 能 反 映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心 声 ，只 能

成 为 人 们 寄 情 山 水 、排 遣 沉 郁 的 工

具。一些反映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民生

疾 苦 的 作 品 ，也 难 以 找 到 解 困 纾 难 的

答案。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也使中国诗歌获得了新

生。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

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

的动力。在诗词创作上，毛泽东一改部

分 传 统 诗 人 顾 影 自 怜 、自 怨 自 艾 的 风

格，把中国人民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的坚强意志和冲天豪情写入诗作中，极

大地拓宽了诗词创作的视野，提高了诗

词境界，不仅给中国诗词创作以新的精

神风貌，也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的

伟力。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秉承人民创造

历史的唯物史观，书写中国人民的光荣

与梦想，不仅为中国诗词发展开辟了前

进 的 道 路 ，也 激 励 着 中 国 人 民 努 力 奋

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意志入诗行
——毛泽东诗词的言志风格

■陆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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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是一个形声字。其中的偏旁

“广”（在甲骨文中读 yǎn），特指古代的

一种高大房屋，另一个偏旁“兼”标识字

音。“廉”的本义是古代堂屋的边角。例

如古代文献《仪礼·乡饮酒礼》记载“设席

于堂廉”，意思是在堂屋的侧边摆设坐

席。《说文解字》：“廉，庂也。从广，兼声。”

“廉”的引申意义是人的品格有棱角

而且严厉，说的是一种坚持原则、认真严

肃的态度。例如《论语·阳货》：“古之矜也

廉。”朱熹对此解释说：“廉，谓棱角峭厉。”

类似的例子，再如成语“砥砺廉隅”。其中

“砥砺”原指磨刀石，引申为刻苦磨炼的意

思；而“廉隅”的本义为物品的棱角，借以

表达人的品行能够坚持原则，一丝不苟。

屈原在《楚辞·招魂》中说：“朕幼清

以廉洁兮。”东汉学者王逸对此注释：“不

受曰廉，不污曰洁。”所谓“不受曰廉”，是

指不接受不应该得到的利益或好处，“不

污曰洁”是自觉地抵制来自外部的污染

或腐蚀。因为人一旦接受了不应该得到

的好处，下一步必然会丧失原则，“贪赃”

者必然“枉法”；人一旦受到了外部的腐

蚀，必然会改变原本高洁的品德，“受贿”

者必会“同流合污”。

简单来讲，所谓“廉”，就是不贪赃、

不放弃原则，它的反义词就是“贪赃枉

法”。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一

旦接受了不义之财，就会违背原则甚至

违反法纪为别人提供各种“便利”，那就

滑向了“廉”的反面——“贪”的深渊。

古 代 的 君 子 ，非 常 重 视“ 廉 ”的 修

养。《孟子·滕文公》：“陈仲子岂不诚廉士

哉？”朱熹对此解释说：“廉，有分辨，不苟

取也。”这也正如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

且贵，于我如浮云。”

我国自古重视对官员廉洁从政的要

求。例如古文献《周礼》记载了对官吏进

行考核的六条标准，也就是“六廉”。“六

廉”是指考察官吏的廉善、廉能、廉敬、廉

正、廉法、廉辨。“六廉”标准，不仅要求官

吏拥有六个方面的能力，还把“廉”作为

各种能力的基础。这样的“六廉”观，对

我国廉洁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苏东坡专门写过《六事廉为本赋》。

“廉”长期是我国古代官吏考核的基本准

则。可以说，“廉”是为官之本。正如《晏

子春秋》所记载：“廉者，政之本也。”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说：“至廉而

威。”清正廉洁才能树立威信。

清代名将陈化成，长期担任福建水

师提督。他生活俭朴，吃粗茶淡饭，住普

通民居。《清史稿》记载，陈化成“与士卒

同劳苦，风雨寒暑不避”。他巡阅台湾

时，轻车简从，严拒铺张迎送，拒不收受

地方官员馈赠的礼物，也明令禁止部下

收受百姓的一针一线。当时的人们称颂

他为“廉将”。

陈化成深得官兵拥戴，所以将士一

心。鸦片战争期间，陈化成带领亲兵数十

人，坚守吴淞口西炮台，开炮数千发，重创

英国侵略者的舰队。无奈终因清廷腐败、

两江总督临阵脱逃、清军弹药补给不济，

陈部孤立无援，伤亡惨重。陈化成身受重

创，最后率领将士与蜂拥而至的英军白刃

肉搏，战至最后一息，壮烈殉国。事后民

众沿途哭奠，感人至深。如今，在厦门的

陈化成墓园内有一尊他的戎装铜像。他

目光炯炯望向海疆，右手拔剑欲出，仿佛

仍要奔赴前线杀敌。他的廉洁和爱国精

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铁面无私“包青天”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历史人物，他的崇高威信也源于廉洁的

品德。有文献记载，包拯曾在端州任职，

期满乘船离任。端州的特产端砚，是当时

的贡品。当地百姓因为感念包公的恩德，

为表心意，就偷偷通过包拯手下人转赠了

一方端砚。船开不久，包拯知道了砚台的

事，严斥了手下，并将端砚抛入江中，这就

是“不持一砚归”故事。包拯在向皇帝进

言的《乞不用赃吏疏》中写道，“廉者，民之

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表达了“廉”“贪”

不两立的思想。包拯还订立了家训，要求

后代子孙，如果有做官的胆敢贪赃枉法，

活着不准回家，死后也不准葬入祖坟。

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一位宋国官员

说：“我以不贪为宝。”古往今来，有无数官

吏以“不贪”为至宝，以“廉洁”为根本，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坚持清廉自守

的精神品格。时代在发展，世事有变迁，但

廉洁永远是为官的根本品格，也是共产党

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鲜明底色。

“廉”是为官之本
■王志轩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军校招考

政 策 再 次 成 为 青 年 学 子 们 关 注 的 热

点。为助力广大考生实现强军梦想，点

燃参军报国热情，近日，解放军新闻传

播中心广播电视部文化节目室，特别策

划了《军校我来了》2025 军校招考季融

合报道活动。

6 月 24 日晚，此次活动在新华社、解

放军报客户端、“中国军号”等 40 余家媒

体平台直播，受到观众好评。据统计，直

播活动全网融媒体总传播量超 1200 万。

活动邀请了 5 位来自不同军兵种的

优秀青年代表作为“青春主讲人”，通过

他们分享考入军校、步入军营的经历，讲

述从青涩学子到成长为革命军人的故

事，生动展现了军校的学习训练生活。

在活动现场，来自大连舰艇学院的

冯铉航、空军航空大学的赵含雨等“青春

主讲人”与高中学生代表进行了面对面

交流。“晕船能报考海军方向的院校吗？”

“大学都有哪些特色学科？”现场互动问

答，解决了很多学子们心中的困惑。

访谈环节，军队院校招生业务部门

负责人、专家学者、优秀学员代表齐聚一

堂，为考生答疑解惑，解读招生政策。面

对现场学子一连串的提问，招生业务部

门的负责人或援引政策文件，或结合实

际案例，将不同军事院校的特色专业、成

长路径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解答。

此次活动中还借助虚拟现实技术，

将歼-20、航空母舰、导弹发射车等大国

重器呈现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颇具冲

击力的视觉体验。互动环节，“小小飞行

员”模拟挑战测试，吸引了众多观众踊跃

参与。火箭军工程大学、大连舰艇学院

的学员们还带来了充满青春活力的文艺

节目。

活动直播过程中，国防科技大学、陆

军兵种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空军航空大

学、空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武警

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军队院校的优

秀学员，向广大青年学子发出了“放飞青

春梦想、共赴强军之约”的召唤。与此同

时，“八一勋章”获得者钱七虎院士、航天

员叶光富等也通过视频向青年学子们发

出诚挚邀请，鼓励他们携笔从戎，让青春

在军校的广阔舞台上闪闪发光。

下图：《军校我来了》节目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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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军营

在延安抗大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

着一面红旗。它长约 2 米，宽约 1.2 米。

这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旗。

抗大校旗上写有“抗大”两个白色

的大字。白色象征着纯洁、正直、勇敢

和刚毅。红色代表着如火如荼的革命

事业。旗帜上的校徽是由五星、奔马、

战士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 个大

字组成。旗帜下方的三条波浪线，代表

奔腾不息的黄河水，象征着波澜壮阔的

革命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众多爱国青年为

寻求抗日救国真理，不远千万里奔赴革

命圣地延安，汇聚在宝塔山下、延河之

滨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他们从

四面八方来到这片黄土地淬火成钢，又

从这片黄土地出发，勇敢奔向抗日前线

奋勇杀敌。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办学育人。在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大背景下，抗大自

创立之日起就高扬抗日救国的旗帜，着

眼教育培养具有军事素养和政治理论

基础的军政干部，继承发扬我党我军优

良传统，在办学育人实践中逐步形成以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

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

紧张、严肃、活泼”为主要内容的抗大作

风和抗大精神。抗大总校、分校共培养

出十几万革命英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

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大办学 9 年多，始终着眼“抗日救

国”这一现实目标和“人类解放”这一远

大理想来培养人才。正如抗大校歌所

唱：“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

自己来担承……”这些中华民族优秀的

子孙来到抗大，立志完成抗日救国的目

标、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并在建立

新 社 会 过 程 中 做 模 范 、当 先 锋 。 就 像

毛泽东同志多次鼓励抗大学员：“我们

还要建立新中国，要把旧的中国变成新

的，中国靠马列主义是会变的，这个工

作的责任就落在你们的身上。”

革 命 目 标 一 经 确 立 ，就 会 焕 发 出

无 穷 的 力 量 。 没 有 校 舍 ，教 职 员 工 和

学员齐动手一起挖窑洞；没有纸张，大

家就把桦树皮剥下来晾干后订成小本

子 使 用 ；没 有 墨 水 ，有 的 挤 桑 葚 汁 代

替，有的用锅灰掺水 ；没有桌凳，大家

用砖头石头垒成。有些来自南方的青

年，刚到延安时，不习惯西北饮食，水

土 不 服 。 但 大 家 并 没 有 被 困 难 吓 倒 ，

风趣地把小米饭称为“劳动饭”，把“锅

巴”称为“马列饼干”，吃得津津有味。

洗 衣 服 没 有 肥 皂 ，他 们 就 用 草 木 灰 过

滤后的水代替，用猪鬃制牙刷，用食盐

代替牙膏……

面对敌人的扫荡封锁，面对残酷艰

苦 的 战 争 环 境 ，抗 大 不 仅 坚 持 办 下 来

了，而且越办越大。抗大师生就是在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一手拿锄，

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一面战

斗。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军事理

论 ，通 过 生 产 劳 动 磨 炼 自 己 的 革 命 斗

志，不断提高军政能力素质，培养艰苦

朴素的工作作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抗大成

为建设抗日军队的火车头，成为提高军

事政治科学的领导者”。

八十九载沧桑巨变，当年的延安抗

大已经演变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虽然办学条件变了，可办学的宗旨没有

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

工 作 作 风 、灵 活 机 动 的 战 略 战 术 没 有

变；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没有

变。抗大校旗承载的抗大精神，将永远

激励后来者接续奋斗，为抗大校旗增辉

添彩。

左上图：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校旗。 资料图片

抗大校旗凝练的历史与精神
■周宝砚 钱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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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空军某旅

通信兵排查线路时的场景。作者

采用长焦远距、高速快门的拍摄

方式，捕捉了通信兵与通信设备

的剪影。夕阳下，通信兵正专注

地工作，通信线杆有序排列，画面

充满韵律感。柔和的光线为人物

勾勒出轮廓，形成如中国画般的

意境美。

（点评：刘佳琪）

通信兵剪影

鲍振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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