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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毛泽东诞辰115周年之际，《中华文明大讲堂》推出了《毛泽东和他的诗词》系列。
这是栏目又一次成功的题材开拓，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已深深印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卷上。
这次主讲嘉宾请来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他是博士生导师，又是专业技术少将，可谓文武
兼备，讲读毛泽东诗词自有新见。
华艺出版社也独具慧眼，依据讲座出版此书，让观众和读者可以更从容地品鉴，获得更多的感悟。
听了徐教授的讲座，我对毛泽东诗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比如他讲《菩萨蛮·黄鹤楼》，“上黄鹤楼往往令千古诗人迷茫，毛泽东此时却撇开黄鹤而望大江，
由怅惘而奋发。
他不但有苏东坡赤壁怀古时‘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那样的慨叹，而且‘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
高’，改苏东坡的颓丧之情，显出执著和奋发”。
没有伟人的胸怀，很难这样巧妙化用古典诗词的意象。
再比如他讲毛泽东的婉约词风，一般读者往往看到的是毛泽东诗词的豪放，但仔细品味，那里面的深
情似乎能更深地打动我们的内心。
《虞美人·枕上》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婚后，一次短暂别离时写给杨开慧的，属于典型的婉约格调，情
深意长、缠绵悱恻，尤其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其实，就在那些“谁主沉浮”的豪放作品里，同样可以见到毛泽东诗里所包容的婉约气质，例如他自
认诗词创作中颇为得意的《忆秦娥·娄山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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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感受慷慨豪壮之气概的同时，月色霜晨、雁鸣蹄碎所烘托出的意境，也蕴涵着诗人内心的豪迈情怀
。
再比如他的《卜算子·咏梅》，梅花在毛泽东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意趣，既空灵淡远、意境融彻，又
柔美清秀、热烈明丽。
毛泽东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毛泽东诗词里豪放与婉约能够兼容的原因之一。
近读余光中先生的散文《猛虎和蔷薇》，里面说：“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
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
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人微⋯⋯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
”豪放与婉约一起构成毛泽东诗词完整的艺术境界。
徐教授的讲座还有一个特点，他是“知人论世”，讲诗词艺术而又钩沉史实，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
的毛泽东和他的诗词。
毛泽东的诗词又何尝不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另一种书写呢？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精神长河里，“诗言志”始终是至高的创作规范，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到
唐诗宋词，展示的不正是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吗？
在毛泽东的诗里，沉淀着风雅传统、建安风骨、盛唐气象等所凝结成的精神底蕴。
古人评盛唐诗风“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在拥有这些特点的同时，又“独领风骚”，让古体诗词获得了更深广的概括和表现
力，从而创造了精神与艺术的丰碑。
 《中华文明大讲堂》开播已有两年了，他们每次推出新题，总能引起出版界的关注，这要感谢我们的
专家，也应当感谢出版社，同时更要感谢观众和读者，没有他们的支持，恐怕也难有这么多的系列付
梓。
作序时是岁来年初，新年的喜悦在弥漫，闲时读读此书，“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也许
会让你对人生世事的认识有些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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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字润之，出生于湖南湘潭一务农之家。
却与诗词结缘，终生乐此。
早在1937年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国内风行时，毛泽东的《长征诗》即
开始为人所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逐渐传之天下，脍炙人口。
尤其在“横扫一切”的动乱年代中，种种“四旧”皆破，惟有旧体诗词写作无人敢禁。
至今谈到《毛主席诗词》，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是家喻户晓，尤其是中老年人大多耳熟能详，可以随口
吟诵。
毛泽东许多激动人心的诗句，已经融化到亿万人的精神血液中，成为几代中国人文化思维的一部分，
其创作体例及风格为无数人所模仿，其影响所及可谓教化了几代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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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技术少将。
著名党史、军史专家。
兼任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四川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连续三次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教授”，系“全军优秀教师”、“全军育才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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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毛泽东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诗和写诗？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之家。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终生务农，经商小有积蓄又开米店，却识字不多。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家人称七妹）为人善良，经常扶贫济困，对毛泽东的人格影响很大。
韶山冲虽说是个对外相对闭塞的山村，却美丽而幽静，这种环境对俊秀人物的生长较为有利，即古语
所说地灵人杰。
从8岁起，毛泽东就进入私塾就学，如他后来所说，小时候读的是孔夫子的书。
他走上求学之路之初就相伴着学诗，直至晚年读书都总是兼顾读诗。
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是把学古文与学诗相结合，年幼的毛泽东从刚读书开始学习诗经，并从此进入
古典诗词的殿堂。
把幼年毛泽东引入古典诗词殿堂的，则是私塾教师毛麓钟。
作为毛泽东族叔的毛麓钟是清末秀才，曾在蔡锷手下做过事，既有古典文学造诣又接触过民主主义思
想。
毛泽东在私塾就读时，在他的引导下读过唐诗，看过《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
此外，毛泽东还听过家乡的一些民歌和戏剧，由此接触到一些写民间诗歌的知识，据说他小时候也经
常编一些顺口溜性质的小诗。
私塾老师也教幼年毛泽东作对子。
有一次因学童在池塘玩水影响上学，老师生气了，还罚毛泽东等人对对子，结果还对得不错。
古时练习作对子是作诗的基本功，韶山的私塾老师正是以作对子教蒙童们如何学作诗，这为毛泽东后
来的诗词创作打下了最初功底。
在那个封建末世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山乡里，毛泽东目睹了残酷的压迫，养成了倔犟的性格和反抗
意识，同时当地千姿百态的大自然景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也注入了对美的追求、对劳动的礼赞及对
贫苦农民的同情。
田园诗般的山村景色，在幼年时陶冶了他的气质和情操，不仅影响了他成年时的诗词之作，也给他后
来的政治实践活动打下了终生不灭的烙印。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美学蕴涵，于其青年时对故乡风光的礼赞中即可见一斑。
1916年6月他写给当时的密友萧子升（萧瑜）的一封信，即描绘了回乡途中所见：“一路景色，弥望青
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
有如画图。
”毛泽东虽意志坚强，却又始终是感情丰富之人。
观家乡田园，由此充满了诗的气息，足见生长环境的影响。
在后来的生涯中，与身边学人特别是诗友的交往，更成为催化他创作灵感的动力。
毛泽东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后，他的手迹成为珍贵的文物。
由于毛泽东十几岁便离家，后来国民党政府曾将他家的房屋没收，家中物品失散，少年时代的文字难
以找到。
解放后找到毛泽东最早的一份文字手迹，是他在湘乡县的舅舅家献出的一首诗。
写下这篇文字的时间是1910年，诗的全文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严格而论，这首诗并非毛泽东所创作，是当时国内广为流传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志士西乡隆盛的诗。
据日本现代学者竹内实的考证，这首诗是日本和尚月性所作。
毛泽东抄录时，把原作“死不还”中的“死”字改成“誓”字，表现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人不像日本人
那样愿意以死相赌。
我们姑且不去考证到底哪个日本人是这首诗的原作者，重要的是研究17岁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写下这首
诗。
这首诗可以说是毛泽东离开家乡、走向广阔天地的宣言，表现出这个当时还未离开过韶山的山乡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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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出求学、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
出身于较为殷实的农民之家，长成后又出外求学的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恰好具备了既熟悉农民又兼
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色这两方面的条件。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环境和历史就是这样选择了毛泽东，使这个韶山农村的青年成为伟大的革
命家和豪情满怀的诗人。
如果从人的家庭环境对成才影响的角度考查，毛泽东虽生活在阶级矛盾尖锐的中国农村，他本人的家
庭却没有受到多少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其父在乡里还属于较富裕之人。
毛泽东在后来的回忆中，对父亲没有说过多少好话，靠辛苦劳作起家却已靠经商小富的毛贻昌重的是
实利，为人又有些刻薄。
对于长子毛泽东，他多年间也当做小长工使用。
据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所述，父亲供给家人的伙食还不如对雇工的待遇。
毛泽东回顾童年时同父亲的关系时，又谈到他同父亲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一次是10岁时不愿上学又
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的态度反而比过去稍微温和了一些。
另一次是l3岁时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泽东懒而无用，毛泽东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
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他。
毛泽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有斗争才有胜利，如果只是温顺驯服，父亲
只会更多地打他。
不很和睦且时有冲突的父子关系，造就了毛泽东倔犟和善于反抗的性格。
毛泽东在解放后曾对从家乡来北京的堂弟毛泽连说过，正是由于他父亲为发财不顾骨肉之情，乘其二
叔（即毛泽连的父亲）困难而买下人家赖以生活的7亩田，才使毛泽东认清只有改造这个社会，才能
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这段生活经历，确使毛泽东远比其他出身富家的知识分子更深刻地了解农民的特点及苦难，为他以后
从事农运和“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基本上是唤起农民），奠定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基础。
毛贻昌虽然以受毛泽东谴责的手段积蓄起了部分钱财，然而恰恰是由于有超出普通农民的这一经济基
础，他才能够供给儿子求学的费用。
靠家庭的资助和本人的勤奋，毛泽东走完了从读孔孟之书的私塾，到新旧学校特色兼备的湘乡高等小
学，最后进入近代新型学校——湖南第一师范之路。
古老与近代、传统和未来、乡村和城镇，这多种不同文明和特色的交会点，恰好集中到毛泽东身上，
并使他具备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特点，能写出具有特殊魅力的诗篇。
当年毛泽东能走出韶山外出求学，便经历了一番同父亲的斗争。
毛泽东同父亲这场尖锐的斗争，表现为人生道路的选择。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靠十几年经营，由农民变成米商。
1910年即毛泽东17岁时，他要送自己这个长子到湘潭县的米店当学徒，让他学会经商再回来继承父业
。
可是毛泽东知道自己外祖父家的湘乡有一座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想到那里再读书，父亲却
认为他上过私塾已经认识字、能记账，再上学是白白浪费钱。
此时的毛泽东通过饱读诗书，已经开始接触新思想，父亲的主意同自己的志向已经形成了尖锐矛盾，
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日益尖锐。
毛泽东后来没有采取硬碰的办法，而是趁父亲经商回家的机会，准备了一桌酒饭，把家乡的毛麓钟、
毛宇居、毛岱钟、周少希等有学问的老先生都请来（据说还有他的表兄王季范）。
这些人在地方上有一定声望，大多做过毛泽东的塾师。
他们都觉得毛泽东聪敏好学，志存高远，因而待毛贻昌回家后这些先生们几乎众口一词劝他让毛泽东
去湘乡读书深造。
毛贻昌毕竟也是见过世面的人，通过劝说，他感到让毛泽东再念书，也许日后比当米店老板更有出息
，于是表示同意，留下次子毛泽民管家。
后来毛泽民擅长理财，参加革命后曾在上海为党中央管理财务。
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民担任中央银行行长，直到被捕牺牲前在新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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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财务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环境所造就的。
毛泽东在离家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前，在父亲发黄的记账簿上留下这样一首言志诗。
毛贻昌年轻时也曾出外闯荡过，在新湘军中当过兵，不过识字不多，看不大懂儿子留下的这首诗是什
么意思，便撕下这页记账簿上的诗，找离家不远的有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询问。
李漱清看过毛贻昌送来的纸页，马上夸他的儿子有志气。
可能是出于这一原因，毛贻昌把撕下来的这一页诗夹在毛泽东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里，送到毛泽东在
湘乡县读书时借住的外祖父文家。
后来几十年尽管战乱风雨，文家人都珍藏着这本书，并于全国解放初期拿出来，里面的一张纸上便有
这首诗。
这份珍贵的文物，是目前可以找到实物的毛泽东写下的最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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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诗华章(徐焰将军谈毛泽东诗词)》:毛泽东的诗词已经融入亿万中国人的精神血液；已经成为几代
中国人文化思维和重要思想财富、语言习惯。
汇聚文史专家，传播中华文明北京电视台《中华文明大讲堂》【首播时间：北京卫视 周日11：05】《
史诗华章(徐焰将军谈毛泽东诗词)》根据北京电视台《中华文明大讲堂》系列讲座汇集整理而成新时
代将军解读文韬武略的毛泽东，首次详细披露毛泽东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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