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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五十年间，中国的任何一个当代诗人都无法与毛泽东的诗词盛誉相埒。
跨入二十一世纪，毛泽东诗词在中国民众中的魅力，似乎还没有弱化的迹象。
这让我慨叹：即便在一个日趋平庸、不易再产生大人物的时代，芸芸众生仍然怀抱一丝浪漫，渴望从
昔日的雄杰身上汲取生命的阳刚。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毛泽东志不在案牍也明。
故其诗、词与书法，均不妨以休闲笔墨视之。
或以为此论不恭。
我却自信这是较公允、也较中平的定位。
考毛泽东一生，始终以革命济世为己任，又何曾斤斤于名列诗人、书家之林？
当然，大人物的偶一为之，亦与小人物的全力而为浮沉天壤；知此区别，欣赏毛泽东诗词、书法便可
得其仿佛。
毛泽东伟人也。
毛泽东诗人、书家也。
伟人与艺者双兼，这让国人在欣赏毛泽东诗词与书法时，多了一份仰视天颜的敬肃。
流风所及，“拜读”成风，甚至一些学者专家的鉴赏文字亦大多难免浮言虚谀之弊。
毛泽东逝世后，政治景仰虽然仍在，但已走出神化的螺旋。
待清明的常识复苏，对毛泽东诗词与书法的鉴赏，自然可以回归于审美平等。
无须另眼看待，毛泽东的诗词与书法都体现着世纪奇峰的孤绝特征。
这是毛泽东独特的个人经历在诗词、书法转化中的投影所至。
内容之不可仿拟，气度之不易效法，让毛泽东诗词与书法皆有别于往昔所有诗人的传统吟哦和所有书
家的循规点画。
尤其在二艺双精的合璧上，毛泽东艺境之高逸，同时代无人与之比肩。
我想起了汉末曹操。
曹操为诗，雄绝苍凉、冠于一时，但尚有建安七子、曹丕、曹植与之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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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毛泽东同志是革命领袖、一代天骄，他不仅胸怀雄才大略，而且多才多艺，尤其在诗词与书
法方面硕果累累，造诣极高。
他的笔墨潇洒豪迈、大气磅礴，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一直风靡神州。
2008年是毛泽东诞辰115周年，缅怀伟人。
    二、目前流行着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它们在入选标准上各有侧重，取舍不尽相同。
在编排上参照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7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注释和赏析部分本着求实、求真、求新、求美的原则，以充分展示毛泽东诗词思想性、艺术性中最感
人的魅力。
    三、本书中的毛泽东诗词手迹，是从中央文献出版社与线装书局合出的《毛泽东诗词手迹》一书中
选取的，以便展示毛泽东书法的精髓。
同时，为全面展示毛泽东的艺术观，精选了毛泽东的部分对联（注释引自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版
《毛泽东诗词对联书法集观》）及其关于诗词的书信。
书中卷首的毛泽东油画原载于1967年《人民画报》封面，其余照片原载岭南美术出版社《丰碑·二十
世纪中国三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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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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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自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题解】《忆秦娥》相传为唐李白所创或疑后人伪托。
仄韵，十句，46字。
上下片各四句用仄韵，其中的三字句是叠韵，为上句末三字的重复。
又名《秦楼月》、《花深深》、《双荷叶》、《子夜歌》等。
红军的长征（战略转移）是严格保密的。
国民党虽重兵封锁，却不知红军往哪个方向走。
1934年10月25日，红军经战斗在赣县王母渡与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后，又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11月上旬，在湘南突破其第二道封锁线。
11月中旬，在湘南穿越第三条封锁线。
但在11月下旬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部队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尚未过江，即遭强敌夹击。
8．6万多红军过江后仅余3万多人。
在这危机关头，毛泽东于12月12日召开的“临时紧急会议”上提出放弃原定由湘黔边境北去湘西与红
二、六军会师的计划，改为西入贵州；得到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贵州黎平。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渡乌江，挺进黔北。
1月7日解放遵义。
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对党中央四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
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由黔北攻人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再入云南扎西。
为避川、滇三军堵截，红军回头东攻，二渡赤水，攻占黔北桐梓和娄山关，重夺遵义。
此役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多人。
这是长征五个月以来第一次胜仗。
【注释】【娄山关】又名太平关，在贵州遵义之北90里之娄山之颠。
群峰插云，一线中通．向为自蜀入黔要隘。
二渡赤水，重回黔北，红军在此打败黔军王家烈部。
【“西风”句】似写秋季物候，实乃当地二月间真实景象。
【从头越】重新跨越。
娄山关胜利后，重夺遵义，若北上，须重过娄山关。
【品评】本篇为夺取娄山关后的抒情之章。
是写战争的，但省略了许多战斗细节。
写景为主，借景抒情，以情景交融的美学极致，表达了一种“腾乎天宇”的战斗豪情。
上段，“西风”二句为眼前实景。
言及“西风”、“雁叫”、“霜”侵，人们会以为是“晚秋”景象。
考娄山关之战，在1935年2月26日，南方黔中，已是早春。
以“秋”词写“春”景，一与心情吻合，二与血战吻合。
首句那个“烈”字，是风势，亦战势，故二句一出，娄山关之战的肃杀阵氛，陡然而起，但这是侧面
的、暗示性的。
待“霜晨月”三句吟出，原先由“风”声、“雁叫”伴奏的自然景观，因为“马蹄声”、“喇叭声”
的介入而一变为战争景观。
可以将“马蹄声”、“喇叭声”理解为冲锋陷阵，也可以理解为战斗结束，红军队列的威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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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五句，一句重叠，仅有四句，写了四种声音：风声、雁声、马蹄声、喇叭声，声音的主体，是红
军战士。
但有几种声音被诗人省略了：枪声、炮声、喊杀声。
虽然未写，读者可于心灵感受。
下段，“雄关”句呼应词题，叙述描写之中夹一议论慨叹。
莫说雄关如铁，红军战士不是一越再越吗？
“铁”字，金城汤池之谓也。
故词中最豪放语，当为“而今迈步从头越”。
娄山关之战，非长征“头”一战，但却是长征“头”一次大胜仗。
因而，“从头越”，不但表明“从零开始”的气度，也表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信心。
结句，回复为“景语”，又非单纯“景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一派倾向于“暖”的色调
里，诗人分明又注入几多悲壮。
我不主张将“血”字坐实为流血牺牲，那不是解诗，但以“血”形容残阳，总有几分豪情与悲情。
诗人自注：“万里长征，干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沉郁顿挫而归于决不回头、不断前进，于是有胜利，以及胜利记录的诗歌。
写于遵义会议之后的《娄山关》一词，蕴含着更为深浑的忧患精神；一支军队，一个党，一份抗日卫
国的使命，皆系于一个人的决策，这个人的精神世界自应有渊海之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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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诗词鉴赏》将毛泽东诗词与书法完美结合，加以精到的赏析。
再配以珍贵的资料照片，可谓珠联璧合，美不胜收，具有很高的学习一欣赏与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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