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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但他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毛泽东诗词在世界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
有外国人说毛泽东，“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更充满革命豪情，是他几十年革命实践的产物，他的诗词更
是一部记录20世纪中国革命的诗史。
譬如他当年写的《给彭德怀同志》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写出了当时的战斗形式，也反映了他对彭总的高度赞扬，尤其是末两句，真是豪情如海，英气冲天
。
   这本《鉴赏》与众不同，它不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言，而是集中了几十位作者的群言，。
这许多作家，各人畅谈个人的心得，长的达万余言，短的只一两千字，各具风格，水平也并不一致。
有的抒情味较浓；更多的是考证事实，布列背景，使读者清楚地了解了诗词的意义与情味。
还有个特点，就是不设框框，就诗词本身来评说。
    《毛泽东诗词鉴赏》收入了张爱萍、唐弢、碧野、郭风、周振甫、赵朴初、冯牧等人对毛泽东诗词
的解读和赏析，全面完整地展现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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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卷头语《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版卷头语前言五古 挽易昌陶 “余哀”
深且长  “荡涤”寇与仇——读五古《挽易昌陶》七古 送纵宇一郎东行 奇怀如海 壮志凌云——读七古
《送纵宇一郎东行》虞美人·枕  上 纯真炽热的恋歌——读《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 友 革命激情
与儿女柔情的统一——读《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 情景交织的崇高美——《沁园春·长沙》赏
析菩萨蛮·黄鹤楼 黄鹤楼头留诗篇——学习《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秋收起义 武装暴动的礼赞
——读《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 井冈山道路的赞歌——读《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
蒋桂战争 正反相形 匠心独具——《清平乐·蒋桂战争》赏析采桑子·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读《
采桑子·重阳》⋯⋯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诗词鉴赏>>

章节摘录

　　律诗是一种很讲究格律的诗。
每首诗规定八句，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
八句之中，一韵到底；两句成偶，共分四联。
每联第二句押韵，韵脚多押平声。
为使诗句具有音乐感，句中的平仄配合，既有严格规律，又有变化。
律体既是偶句成联，上下句都要讲究对仗。
四联之中，除首联和尾联可以不讲对仗外，中间两联（四句）必须对仗。
中间四句不讲对仗便不是律诗。
写律诗的诗人，他的学问修养、艺术功力、才华高低，以及他的苦心琢磨、练字练句、不同凡响，都
表现在这中间的两联上。
　　律诗有七律与五律之分。
七律虽然每句比五律只多了两个字，但音韵的变化，对仗的运用，比五律丰富，表现力较强，音乐性
也较强。
因此，毛主席只写七律，不写五律。
绝句也只写七绝，不写五绝。
　　词的形式比律诗活泼得多，用韵也宽。
毛泽东既然是填词大家，从青年时期即已精于其事，运用词的形式驾轻就熟。
为什么他有时遇到重大题材，又要用七律这种格律很严的诗体表达他的汹涌喷发的革命激情呢？
关于这个问题，也只能从律体所包含的特别诱人的（引人人胜的）美学力量作出解释。
一首好诗必须有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内容以及美妙的意境，对任何诗歌作品都是一样的，但七律具
有独特的美学要求。
它要求在很严的格律限制中做到平仄和谐，对仗精切，并于对仗中求警策。
惯于写律诗的人都明白，一首律诗写成之后，必须要反复推敲。
往往时隔数月或数年，重新吟咏，还要推敲和修改（《长征》的写成也是如此）。
这一创作现象，既说明律诗写好不易，也说明创作艰苦中有无穷乐趣。
我解释了这个道理之后，可以明白毛主席为什么爱写七律，也有助于理解《长征》的美学成就。
　　我国有三千多年连绵不断的、光辉灿烂的文学史，其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美学思想。
上边所谈的是律诗这一诗体的美学思想，当然不是全部，只是关于律诗的所谓格律。
明白了这一部分道理之后，我们会更容易欣赏毛主席的七律《长征》。
　　毛泽东同志写七律诗，很重视由唐朝诗人手中所形成的格律，决不马虎。
他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说：“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
合。
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他的《长征》，严格遵守由盛唐诗人所确立的今体诗（后称近体诗）格律，达到内容和形式谐和与
完美的地步。
　　六　　毛泽东同志的七律《长征》，写于他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震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之后。
关于这样的题材，可以有不同的写法。
在多数诗人，大概会着眼于写长征的艰苦成功，写得沉郁顿挫或慷慨悲歌。
然而毛泽东毕竟不同于一般诗人，而是一座“横空出世”的昆仑山。
在《长征》一诗中，他全是用轻快的笔调写出胜利的喜悦，以千古少有的英雄豪迈之气，极端蔑视了
长征途中的巨大困难。
像这样写法，在中国三千年的诗歌史上从无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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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1990年，《毛泽东诗词鉴赏》初版之时，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为蓝本，按
时间顺序收入毛泽东诗词作品50首，由主编藏克家约请当时的一流专家进行了逐篇的艺术鉴赏。
本书先后获得了“中国图书一等奖”、“全国图书金钥匙一等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中国
青年优秀图书奖”等奖项。
    1996年，由于继续发表毛泽东诗词6首，便又有了《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版。
    2003年，以中央文献出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为依据，河南文艺出版社特别推出《毛泽东诗词
鉴赏》增订二版。
本书将毛泽东诗词总量和相应的鉴赏文章增加到了67首，并对原书的鉴赏内容、编校质量进行了严谨
的订正和勘误，封面和版式也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当时年已98岁的主编藏克家先生，又为本书重新
撰写了《增订二版卷头语》，从而使之在内容上更完善、学术上更权威、编校上更精当！
    2004年2月6日，99岁的藏克家先生辞世，本书便也成为他关于毛泽东诗词鉴赏的最后一笔精神财富
；而他撰写的《增订二版卷头语》，则成了他几十年文学创作生涯中的绝笔之章。
    2005年，正值藏克家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河南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本书精装版，以寄托广大读者
对毛泽东、藏克家两位著名诗家的无比思念之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诗词鉴赏>>

编辑推荐

《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第2版)收入了张爱萍、唐弢、碧野、郭风、周振甫、赵朴初、冯牧等人对毛
泽东诗词的解读和赏析，全面完整地展现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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