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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同志不但用科学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指导文艺创作!而且率先垂范地运用这些理论和思想进

行诗词创作!正是由于他把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其诗词不但蕴涵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具有民族化!而且

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艺术特色!具有大众化" 可以说!他的诗词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真正达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 他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与他的诗词创作实践对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重大

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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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界定了新民主

主义文化的性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就是人

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

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指出了新

文化的性质" 同时也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指出了新的

发展方向&他要求新文化在内容上要科学化"形式上要

民族化" 语言上要大众化&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毛泽东又提出了文化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继承前人基础

上"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既要继承前人"又要突

破陈规'等文艺创作思想& %继承前人'就是吸收传统"

体现民族性(%突破陈规'就是体现时代"具有大众性&

在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上" 毛泽东还主张要在民

歌和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发展新体诗歌& 他说$%中国诗

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这是他为中

国诗歌的创作指明的正确方向" 诗歌创作既要继承民

族传统"又要体现时代特色&他不仅用这样科学的理论

来指导文艺创作" 而且也率先垂范地运用这些理论原

则进行他的诗词创作实践&在诗词创作中"他继承中国

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和优良风格" 又突破了古代诗歌

的陈规陋习"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正因如

此"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不但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

蕴"而且体现着鲜明的时代艺术特色"即民族化和大众

化特色&

毛泽东喜欢中国古典诗词" 也是创作旧体诗词的

高手& 但他学古而不泥于古" 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去发

展&他所写的旧体诗词"其形式是旧体的"古代的"但内

容则完全是现代的"是实实在在的新诗&他指出$%新诗

应该精练"大体整齐"押大致同样的韵&也就是说"应该

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 一方面要继承

优良的诗歌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

歌的传统+ 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诗

的发展&'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就是实践了这一理论的

光辉典范" 他在诗词创作中既吸收了古典诗词有活力

的用语"显示了精练典雅(同时又融入了反映现实的现

代语言"因此也显示了通俗晓畅的特点& 可以说"毛泽

东的诗词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表现出民族化特

色"又具有时代的艺术特点"体现出大众化特色& 他的

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

方向" 同时也对当代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 毛泽东诗词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所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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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化特色

毛泽东诗词的这一艺术特色体现了他的民族性与

民族化的倾向!而民族化可以从诗词的形式"用典和语

言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毛泽东诗词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

诗体呈现多样化

中国的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的四言!&楚辞'杂

言!到汉魏的乐府诗!再到唐诗!宋词!元曲诸个辉煌时

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我国

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的明珠( 我国古典诗歌不但内容丰

富!思想深刻!而且形式多样!种类繁多)诗类就有古体

和近体之分!古体包括四言诗!杂言诗!乐府诗!古诗十

九首等*近体又分为律诗和绝句!七律五律!七绝五绝(

词类又有小令!中调和长调!还有各种各样词牌( 当然

还有曲辞等诗歌种类!可谓丰富多彩!形式繁多( 这就

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和特色! 具有鲜明民族性与中

国特色(毛泽东在深刻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基础上!继

承了古代诗歌民族形式和优秀传统! 大量运用古代诗

词的多种形式去表达现实思想和内容(在他诗词中!运

用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就诗而论!既有五古$&挽易昌

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也有五律$&看山'%!

七绝$&屈原'&五云山'%!还有杂言诗$&八连颂'%!更有

七律!这是毛泽东最成熟最擅长的诗体形式!也是他最

得意最满足的诗体形式( 在他公开发表的六十多首诗

词中!七律诗就有十八首之多!占发表诗词的近三分之

一(象&长征'&送瘟神'二首!&到韶山'&登庐山'等写得

极好!脍炙人口( 再就其词来讲!他所运用形式更是种

类繁多!仅在他公开发表的诗词中!就运用了二十多种

词牌名! 如最常见的词牌)&沁园春+雪'&贺新郎+别

友'!&采桑子+重阳'&菩萨蛮+黄鹤楼'&卜算子+咏梅'

&念奴娇+昆仑'&蝶恋花+答李淑一'!&浣溪沙+和柳亚

子先生'等等词牌形式(用多样化诗词形式表达丰富多

彩的思想内容!既有夫妻之间的生死离别与无尽思念!

也有战友同事的诗歌唱答与深挚友谊* 既表现了革命

与建设时期的艰苦岁月! 也表达了对革命必胜的坚定

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

容( 但如果没有多样的形式!也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说! 多样化的诗歌形式对表达丰富的诗

歌内容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正是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

优秀传统形式! 用多样化的诗词传统形式去表现中国

革命与建设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思想(

$二% 毛泽东诗词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用典的传统!

运用了大量典故和神话传说

毛泽东在诗词中用典既继承前人又不同前人!是

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他用典不在其多而在其精!特别

是不用僻典!所用典故通俗浅显!为大众喜闻乐见( 如

他在七律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剩勇追穷

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引用了楚汉战争时!项羽被刘邦

战败后被迫自刎乌江的典故! 抒发了他不愿做沽名钓

誉的西楚霸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又如!

他在词&浪淘沙+北戴河'引用曹操东征时登碣石山的

历史典故!,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

表达了他对今昔发生巨大变化的喜悦之情(再如!七律

&登庐山'引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在其&挑花源诗并序'

中所设想的世外桃源之典! 表达了诗人对无剥削无压

迫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 还有七律&洪都'诗中引用

东晋名将祖逖北伐.中流击楫典故!表现诗人热爱祖国

与报效祖国的强烈感情( 当然还有不少诗词运用了典

故!象&念奴娇+鸟儿问答'就引用了庄子的&逍遥游'中

鲲鹏与斥晏的典故( 毛泽东在其诗词引用的典故都比

较常见通俗.浅显易懂!多数读者都喜爱和熟悉(可见!

毛泽东在用典上既继承了古典的传统! 又发展和超越

了这个传统(

毛泽东在诗词中运用神话传说更为突出! 是他诗

词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鲜明民族特色的又一例证(

他所运用的神话和传说同样具有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特

点!即在人民中普遍流传!为群众所津津乐道的那些脍

炙人口的神话传说( 例如在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

诗人引用了我国传统的民间神话&嫦娥奔月'的故事!

用,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

为忠魂舞-等诗句!表达了诗人对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友

及妻子的崇敬与热爱( 又例如在七律&送瘟神'中还引

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来表达战胜血吸虫的兴

奋之情(再如!在其词&清平乐+蒋桂之战'中,一枕黄粱

再现-一句!就是引用唐代传奇&枕中记'黄梁之梦的传

说!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必然失败的命运(又如&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不周山下红旗乱-句!是引用

&淮南子+天文训')共工头触不周山故事!就把他对革

命必胜的信念通过神话传说生动形象而又通俗易懂地

表达了出来(还有七律诗&和郭沫若同志'中,便有精生

白骨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引用

,孙悟空三打百骨精-的神话*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

志'引汤显祖&南柯记'里的故事),蚂蚁缘槐夸大国!蚍

蜉撼树谈何易-(运用神话和传说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

胡志远等)毛泽东诗词中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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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艺术形式#毛泽东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因

此其诗词体现出深刻的民族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三"毛泽东诗词语言的精炼典雅也具有中国古典

诗歌的民族传统形式

我国古典诗歌语言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讲求精炼和

典雅#也就是用最少的语言表现出最丰富的内容#规范

文雅而无赘语$ 毛泽东正是继承了古典诗歌的这一优

良传统#在其诗词中#往往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副美丽的

图景#常常一字传神#画龙点睛般突出主题%表达思想$

如&沁园春'雪(仅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八字就把北

国冬天雪景形象而生动地勾画出来#静中有动#动中有

静# 动静结合+)山舞银蛇# 原弛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

高*#用动写静#把静物写活了#表现诗人看到祖国壮丽

的山河思想飞跃%心潮澎湃的心镜$ 又如&沁园春'长

沙(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

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一个)看*就把南

国秋天美景尽收眼底$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

浮, *中一个)怅*#一个)问*则把诗人对祖国命运与人

民浮沉的忧虑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毛泽东诗词精炼

典雅的语言特色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特点# 也就

具有了民族特色$

!四"毛泽东诗词注重格律#讲求平仄与赋比兴手

法的运用#也体现了民族特色

对于我国古典诗歌中的律诗# 毛泽东是注重平仄

和叶韵的$ 他说-)律诗要讲平仄# 不讲平仄# 即非律

诗$ *又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 掌

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在格律方面#毛泽东的诗

词是很严谨的#但他又不为格律所束缚$ 他)用典而不

为典所用#谨于格律而不为格律所拘*$

&!'((毛泽东的律

诗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格律传统而不为传统所羁

绊#他认为旧体诗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并不主

张青年人花大力气去写+ 但老一辈人要搞就要搞得象

样#必须讲求平仄和叶韵$ 他还强调研究诗歌和写诗#

必须学习语言学和音韵学$并指出-)搞文学的人#还必

须懂得学习语言学和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学#要研究

诗歌和写诗#几乎不可能的#还要学习&说文解字($ *

&)'毛

泽东在诗的格律和平仄方面#可以说是在继承传统基础

上的新发展$ 在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上#毛泽东也非常重

视古代传统的$ 他认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

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 *

&*'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比#以彼物比此物+兴#先言他

物以引起所咏之物# 这些手法在毛泽东诗词里都有体

现#也是对古代传统的继承#体现了民族化特色$

二!毛泽东诗词鲜明的时代艺术特色所体现的大众

化特色

毛泽东诗词这一艺术特色显示了他的大众化倾

向#而大众化可以从他诗词的内容%语言和向民歌学习

等几方面分析$

!一"毛泽东诗词在内容上表现革命年代的战争生

活与和平时期的建设画面

这些生活场景和现实画面都是当时人民群众熟悉

生活其中的活生生的现实# 给人民群众以身临其境的

感受#代表了人民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感情+而表现

人民群众生活和感受就是诗词的大众化特色$ &尚书'

尧典(说-)诗言志*#&诗大序(又说-)诗者#志之所之

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就是说表现现实生活%志

趣真情#以情感人是诗歌的灵魂$毛泽东所表达的)志*

和)情*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志和情#他所描写的现

实是当时革命与建设的生动画卷$ 如他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的诗词勾勒了一副副波澜壮阔的革命与战争

的生活画卷-七律&长征(描述了人民群众非常熟悉%喜

闻乐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

历史事件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诗

中描写了红军历经万水千山#克服艰难险阻#取得了最

后胜利# 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革命充满了必

胜的信念# 这是人民群众的感情# 也是人民群众的心

声$又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诗词表现了中国人民

轰轰烈烈建设新中国场景和取得的重大成就$词&水调

歌头'游泳(描写了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

建设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

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

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诗词在其内容所表现的

当时革命与建设的现实#为人民群众所熟悉%所亲身体

会#这就是其诗词的大众化艺术特色$

!二" 毛泽东诗词在语言方面使用大众化的语言#

通俗易懂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具有意象美%音韵美和含

蓄美等特点#这些特点都与语言有关$虽然毛泽东偏爱

古体诗词#但他还是主张诗歌的语言应该)以现代大众

语为主*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

来词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 大众化当然

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

$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

写诗#语言作为表现形式也要大众化#做到通俗易懂$

他在 $,-,年 $月 -$日致路社信中又谈到 )关于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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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只有一点!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

内! 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好" 现在的东西

中!有许多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

所不懂#"毛泽东的这段话批评了那些写诗不用大众语

的错误倾向!指出诗歌创作应该使用大众语言!适合大

众的需要才好"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他的诗

词创作是实践诗歌语言通俗化的典范"在诗词中!他吸

收了古典诗歌中至今还有活力的用语! 显示其诗词精

炼典雅的风格$ 又融入了现实生活中大众化的现代语

言!体现出通俗易懂的特点% 在诗词创作中!毛泽东恰

如其分地吸收了许多生动形象的大众口语乃至民间俗

语入诗 !语言显得通俗浅显&朗朗上口" 例如在'满江

红(和郭沫若同志)诗人就使用了大众化的口语*+小小

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等$甚至在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中运用了民间的俗

语&俚语!如.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还有吃的!土

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这些

句子即是口语!是俗语和俚语!甚至有的句子比老百姓

的话还俗% 特别是他的杂言诗'八连颂)全篇都是用白

话写成的!这种形式的诗!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是最受

群众欢迎的!也是毛泽东诗词大众化特色的代表%

/三0毛泽东诗词的大众化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向民

歌学习!吸收民歌成分融入诗词

民歌的语言特点具有大众化&口语化!生动活泼&

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特点% 吸收民歌入其诗词!这也

是其诗词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又一具体体现% 毛泽东对

新诗的创作与发展提出这样的设想* 从民歌中吸引养

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个设

想是符合中国诗歌发展规律的! 他认为新诗的创作与

发展!必须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因为人民群众是

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 他又指出*+关

于诗! 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 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

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 ,

$%&中国文学发展史证明!毛

泽东的设想是正确的! 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无不

是从民间吸收发展来的! 中国古代诗歌的各种体裁大

多来源民歌!经过文人的创作与实践而确定下来%毛泽

东对民歌非常重视! 他在诗词创作中吸收了许多民歌

的营养成分!如其词'十六字令)中+惊回首!离天三尺

三,句!就是吸收湖南常德的民谣%又如他的杂言诗'八

连颂)更是采用民歌风格的典范!正如张贻玖在评论这

首诗时说*+这首诗在毛泽东诗词中别具一格% 它用白

话写成!具有民歌风格!句子比较整齐!押大致相同的

韵% ,这种形式的诗是群众最喜闻乐见的% 这可以说是

毛泽东对新体诗歌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的创作实践% 毛

泽东向民歌学习! 吸收民歌民谣使其诗词体现出民主

性和大众化的特点!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毛泽东诗词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时

代艺术特色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特别是对当代诗歌创

作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毛泽东诗词所蕴涵的传统底蕴和时代特色成为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指导与有意借鉴!这

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要继承和坚持中国古

代文化的优良传统! 在继承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发展创

造!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也就是说在文艺创

作中既要继承前人的传统!又要突破陈规!做到+吸取

其精华!弃去其糟粕,$同时还要走进民间!向人民群众

学习!吸收和使用大众语言!使文学语言通俗易懂&生

动活泼%

'(在思想内容方面!要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合

理的思想内核!保留其先进性成分!并在现实的基础上

加以发扬光大! 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的有机成分$ 在形式方面! 也要吸收传统文化有益成

分! 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既要继承又要

发展和改造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 使其适合表现当代

中国的现实生活!表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显示

出中国文化的民族化与中国特色%

)(在文艺创作中特别注意语言的正确运用% 这就

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要吸收古代文化中生动的&

在现在还有活力的语言! 使文学作品显示出民族化特

色% 更要大量吸取和运用通俗化&口语化的群众语言!

恰当使用民谣俚语!乃至民间俗语!让文学作品呈现大

众化特色%特别是新诗创作要向民歌学习!汲取民歌中

的营养成分! 使新诗真正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

大众化新体诗歌%关于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毛泽

东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

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 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

了%,

$*&他又为新诗指出了正确方向*+将来趋势!很可能

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 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

者的新体诗歌% ,

$+&这就要求文学作品要呈现民主化和

大众化特色%

,(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始终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这就是

说文艺创作中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 代表人民群众

胡志远等*毛泽东诗词中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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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声#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肯定和赞美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在人民

群众中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

和决定信念# 指导着中国人民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目标奋勇前进& 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真

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建设真正'科学的%民族

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毛泽东诗词中所蕴涵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鲜

明的时代艺术特色# 使其诗词既具有民族性和民族化

特色#又呈现出大众化特色#这对当代中国进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而其文艺

理论与创作实践又为当代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正确的发

展方向# 这又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着深

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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