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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廷华

毛泽东诗词中的长征诗词，是其整个
诗词创作中的一个重头，可谓成就最高、影
响最大、传播最广。可以看出，长征前后是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期。诗人着力
创作的几首诗词，生动再现、描述了红军长
征中那些崇高壮烈、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
和情景。

细数毛泽东长征诗词作品，大体有《十
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
仑》《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六言
诗·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等7首。

这些诗词的一个共性就是大手笔、大
气势、大胸襟，借物抒怀、托物抒情、寄情于
物。写于长征中的开篇之作《十六字令三
首》，就是代表作之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
三尺三。”写山的高耸连天；“山，倒海翻
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写山既
像江海中的波涛澎湃，又似万马奔腾在战
场；“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
拄其间。”写山的坚强无敌，立地顶天。三
首诗看似写群山，写山的奇险，实则是在
歌颂我们伟大的红军是中国革命的擎天
柱石，歌颂红军正在开创的伟大业绩。

此外，《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清平乐·六
盘山》中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
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言诗·给
彭德怀同志》中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
大将军”，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诗句。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创作
的最为经典的一首：“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
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
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全诗极
其精炼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逼真
地表现了红军的伟大形象和乐观主义精神，
展现了一幅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

这首诗写于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已走
过最艰难的路程，即将与陕北红军胜利会
师。《甘肃地方党史》载：“1935年9月19日，
红军继续北上，越过大拉梁（即岷山），毛泽
东写下了著名诗篇《七律·长征》和《念奴娇·
昆仑》。”《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
刘英撰写的《长征琐忆（节录）》中也说：

“1935年9月28日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了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第二天到通渭县城开
干部会，毛主席诗兴大发，讲话时即席吟诵
了后来十分出名的《七律·长征》诗篇。”“毛
主席那伟大的胸襟，英雄的气魄和高度的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激励

着我们，使我们感到有移山填海、开天辟地
的力量。”正如后来毛泽东在为这首诗所作
的注释中说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
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在中国作家中，只有成仿吾、冯雪峰等
少数几人参加过长征，他们对长征诗的理
解最深刻、最直接、最有说服力，这是一步
一步走过来的亲历，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
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两句，有感同身受的
体验，是毛泽东这首诗的验证人。成仿吾
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巧渡金沙江成功，
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追击与堵截，是
我军在这次空前的战略转移中取得的有决
定意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次
伟大胜利。”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根据他
在陕北苏区的采访手记完成了新闻报道
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当年 10 月，由
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书中
第五篇《七律·长征》的结尾处，作者这样
写道：“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善于领
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

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
结尾。”接着，他抄录了毛泽东的《七律·长
征》诗。1938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红
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这样，毛泽东的
这首《七律·长征》，就随着这本书在西方
的畅销而走向世界了。

1938年2月，获得斯诺授权的上海租界
抗日救亡人士以“复社”名义集体翻译、出
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并更改书名
为《西行漫记》作为掩护，让更多的人看到
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毛泽东
的《七律·长征》也随之更为世人传诵。

1957 年，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正式
发表于《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时，颈联
中的原出句“金沙浪拍悬岩暖”改为“金
沙水拍云崖暖”。这一改动，毛泽东在文
物出版社 1958 年 9 月刻印的大字本《毛
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说：“浪拍：
改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
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
是可以的。”毛泽东所说的这位“不相识
的朋友”，是指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罗

元贞教授。
那时《七律·长征》已广为传诵，罗教

授读后，觉得诗中的“细浪”和“浪拍”中有
两个“浪”，显得重复，应该把后一个“浪”
改为“水”字。于是，1952 年元旦，罗元贞
在写给毛泽东主席的《贺年信》中，附带提
出了自己的上述建议。毛泽东收到信后，
感到所提意见十分中肯，当《诗刊》正式发
表时，就采纳了罗元贞的意见。后来，罗
元贞为毛泽东改诗的消息不胫而走，从
此，他便得到毛泽东“一字师”的雅号。

从1935年写成这首诗至今，80多年来，
《七律·长征》产生了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影
响，诗中的词句被广泛引用到与长征有关
的各种事物，也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
现象。仅以长征题材图书的题名为例，就
不下千余种。

创作于长征末期的《沁园春·雪》，是毛
泽东初到陕北时所写，也代表了毛泽东诗词
创作的高峰，这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详述了。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诵读毛泽东长征
诗词，历史风云历历在目，倍感亲切。

毛泽东诗词中的长征
闲话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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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美禄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于诗歌而言，也是
如此。

诗歌从构思到表达，是一
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者须随
物赋形，曲尽其妙。但是，“方
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
半折心始”，意不称物、文不逮
意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般说来，诗歌初成之
时，作者尚未从所营造的情景
和氛围中走出来，加上“文章
是自己的好”这种心理作怪，
所以难以发现其中的问题。
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冷”处理
后，问题方才暴露出来。唐子
西曾深有感触地说：“诗初成
时，未见可訾处，姑置之。明
日取读，则瑕疵百出，乃反复
改正之。隔数日取阅，疵累又
出，又改正之。如此数四，方
敢示人。”这确实是深谙创作
甘苦者坦诚的告白。

既然既成的诗歌存在问
题，那么改诗就很有必要。清
代才子袁枚在《续诗品·勇改》
一文中说：“千招不来，仓猝忽
至。十年矜宠，一朝捐弃。人
贵知足，惟学不然。人功不
竭，天巧不传。知一重非，进
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铸而
定。”袁枚并不否定诗歌“一铸
而定”、无须修改的情况存在，
但是诗歌有弊病，就须勇于改
正，即使宝爱异常，也要捐弃
不惜，只有不断修改，才能锻
就诗歌精品。

历史上通过修改而成就
好 诗 的 典 型 当 算 白 居 易 。
据周敦颐说：“白香山诗似
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
甚 多 ，竟 有 终 篇 不 留 一 字
者。”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
深入人心、脍炙人口，修改
于有功焉。其实白居易不
仅是勇于改诗，甚至以改诗
为 乐 。 他 曾 经 夫 子 自 道 ：

“ 旧 句 时 时 改 ，无 妨 悦 性
情”，从中可见一斑。

改诗，也是成就经典的
有效途径。据《唐才子传》记
载：“齐己携诗卷来袁谒谷，

《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
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
也，未若一枝佳。’己不觉投
拜，曰：‘我一字师也。’”郑谷
把齐己《早梅》诗中的“数”字
改 为“ 一 ”字 ，充 分 凸 显 了

“早”的意蕴，成就了一篇经
典作品，因此被齐己尊为“一
字之师”。《随园诗话》中说，

王贞白作《御沟》诗：“‘此波
涵帝泽，无处濯尘缨’，以示
皎然。皎然曰：‘波字不佳’，
王贞白怒而去。皎然暗书一

‘中’字在手心待之。须臾，
其人狂奔而来，曰：‘已改波
字为中字矣。’皎然出手心示
之，相与大笑。”“中”字之所
以比“波”字好，是因为从直
观形式上看，“此波涵帝泽”
一句五字中就有三个字含有

“氵”旁，相同部首的字多了，
显得没有变化；从意蕴上看，

“波”为实指，“处”为虚指，使
得上句和下句不相对。而改
为“中”字以后，全然没有了
这些问题，可见“诗改一字，
界判人天。”

尽管上述改诗成功的事
例成了千古佳话，但是改诗也
有不成功的例子。“王仲圭‘日
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
画墙’句，最浑成。荆公改为

‘奏赋《长杨》罢’，以为如是乃
健。刘贡父‘明日扁舟沧海
去，却从云里望蓬莱’，荆公改

‘云里’为‘云气’，几乎文理不
通。唐刘威诗云：‘遥知杨柳
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荆
公改为‘漫漫芙蓉难觅路，萧
萧杨柳独知门。’苏子卿咏

《梅》云：‘只应花是雪，不悟有
香来。’荆公改为‘遥知不是
雪，为有暗香来。’”这种修改，
袁枚认为是化神奇为腐朽，

“活者死矣，灵者笨矣！”
袁枚对王安石妄改诗歌

不以为然，对自己修改的失败
也严于解剖。他曾经说：“余
引泉过水西亭，作五律，起句
云：‘水是悠悠者，招之入户
流。’隔数年，改为‘水澹真吾
友，招之入户流。’孔南溪方伯
见曰：‘求工反拙，以实易虚，
大不如原本矣！’余憬然自悔，
仍用前句。”袁枚不但虚怀若
谷、从善如流，并且进一步指
出自己“四十年来，将诗改好
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作
为不世出的才子，袁枚这种解
剖自己、绝不文饰的态度，值
得我们深长思之。

文学创作，最理想的境界
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
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
为。”但是，妙若天成、不须修
改的文章只是创作的愿景而
已，即使有的话，也是凤毛麟
角。对于绝大多数作品而言，
修改提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过程。只要不讳疾忌医，“知
一重非，进一重境”，就是一种
进步。

■张铭

中国画艺术经过了千百年
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体系完
备、高度程式化的艺术门类。其
中，以山水画最为完备，可谓包
罗万象，无所不纳。早在南朝时
期的宗炳就在《画山水序》中提
出了“澄怀味象”“以形媚道”“质
有而趣灵”等美学观点，强调了
画家和自然的关系，对画家的创
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近
现代以来，中国山水画艺术发展
迅猛，名家辈出。特别是在当
代，传统山水画艺术被当代人的
新观念、新技法冲击着。在某些
方面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
价值判断。然而喧嚣过去，当
我们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传统山
水画时，依旧感到清香四溢，绵
延永恒。如何表现出中国山水
画艺术的独特之美，贴近当代
人的审美取向，成为当代山水
画家探索的课题。其中陈风新
山水画以传统山水画为根，以
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来构成画
面，将传统绘画中的理与法转
化为自己的笔墨语言，呈现出
现代性的时代气象。

中国画的画理就是其自
身的原理与法则，是中国画的
发展、运动、变化的规律，与中
国文化息息相通。由此可以说
明，中国画为什么要强调行万
里路与读万卷书等道理之所
在。同样，中国画的画法就是
技法与法则，是千百年来前辈
画家们的高度总结，陈风新在

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深谙此道，
在对传统的学习中他并没有照
搬古人，而是将传统理法内化
为自己的笔墨结构之中，让外
在结构形式与古人拉开距离。
同时他结合北方山水的特点，
在创作表现中强化笔墨结构符
号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他的“散
锋”用笔。这种用笔形式含水
量少，线条的变化丰富。显示
出所组成的笔墨形态之间有机
的排列和组合关系，揭示出富
有生机的现实生活。这些画
面构成是他某种感受而生发
出来的表现形式，局部景物保
留了一定的具体性，如树木、
沟壑、坡岗、峰峦的组合等。
其画面满而不塞，完整而有细
节，形象丰富而有松有紧，用
笔虚实相应，显示出画面秩
序、节奏、韵致的经营匠心。
在“似与不似之间”表现出主
观的审美倾向，以笔精墨妙、
笔苍墨润的视觉效果来完成
自己所营造的精神家园。

我们常说“笔墨当随时
代”。我认为，不外乎就是语
言和风格的创新。陈风新的
山水画创作，已经在这两个方
面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并呈现
出独特的个人风格与鲜明的
范式意义。他以自己的山水
画艺术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浑
厚雄强而又不失优美之意的
艺术趣味。相信，通过其稳步
而扎实的探索和努力，必将创
作出属于自己更属于当代的
中国山水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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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斐

北宋诗人潘大临秋日夜间清卧，
听到搅林风雨声，于是在墙上题道：

“满城风雨近重阳。”刚写了一句，就被
不速而来的催租人打断，因此败意。
朋友写信问他近日有新诗否，他回信
说“只此一句奉寄”（事见《冷斋夜
话》）。这个故事既说明灵感之稍纵即
逝，也说明佳句之难得。也许正因为
难得，中国诗学很早就形成了“摘句褒
贬”（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传
统，不少诗人以一句一联扬名立万。
如郑谷说王湾“何如‘海日生残夜’，一
句能令万古传”（《卷末偶题》）。贺铸
因为“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
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句，被称为“贺
梅子”。对于诗词等文学创作而言，佳
句作为接近理想的最小意义单位，尤
其具有借鉴价值。古往今来，专门汇
集佳句的著作层出不穷，如唐代元兢

《古今诗人秀句》、晚清易顺鼎《琴志楼
摘句诗话》、今日《中国古代名句辞典》
等等。不少诗歌选本也在最后附录

“摘句”一项，将全篇未必都好的碎金
片玉汇集在一起，如清末朱梓、冷昌言
编选的《宋元明诗三百首》。近日，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奉真先生编著
的《中国古代韵文名句类编》，即是一
部上承中国诗学深厚的“摘句”传统且
在体例上颇具匠心的佳句汇编。

在编著体例上，此书体现出处处
为读者考虑的温情。全书共收录上自
先秦、下迄清末，包括诗、词、曲、赋、杂
剧等各种韵文体裁作品中的名句近
3200条。首先，编者按照题材或主题
相近原则将其分为“理想抱负”“爱国
忧民”等22个大类，每个大类下又细分
为若干小类，凡166个小类。如将“爱
恋家庭”分为“爱情”“婚姻”“欢娱”“悼
亡”“忠贞”“离愁”诸小类。每个小类
下再系以若干相关名句，如“忠贞”小
类下收录了“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诗经·卫风·氓》）、“荣华一朝尽，惟
余心不变”（南朝·宋鲍令晖《古意赠今
人》）等名句14条。这样，更便于读者
阅读、写作时集中揣摩、欣赏。每条名

句后面，附有白话“释文”，有些难解的
字词、典故、制度、名物等，还加了简要
的注释。释文与注释相结合，使此书
与习惯了白话文的今日读者贴得更
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就能领略、
品味所选名句的基本内容和艺术魅
力。“出处”部分，作者详细标明该条名
句所从出的篇名、作者及其朝代，篇幅
短小的收录全文，篇幅过长的也尽量
完整节录与所选名句意思相关的一
章。如此，使读者既可以单独欣赏名
句之妙，也可以根据兴趣领略全篇之
美，既能观赏鲜艳夺目的红花，也能看
到陪衬、滋养红花的绿叶、枝干，在部
分与整体的联系中获得鲜明而周全的
审美体验。书末，编者还考虑到今日
读者大都是学习汉语拼音长大的，为
方便其翻检，特意编制了“音序索
引”。凡此种种，皆体现了以读者为中
心的编著立场。编者本身是古代韵文
名句的受用者，在诗词创作和文章写
作时常常翻检类似著作，故能从自身
体验出发，在编著体例上取长补短，力
争更便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读者使用。

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包括诗
词在内的传统文化的重要，但如何适
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更新传承、传播
手段，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渗透到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至今仍是一个
亟须破解的“瓶颈”问题。数年前，笔
者发起“新风雅”诗社，南怀瑾先生在
题词中提到：“诗、词、歌、赋皆是代表
一个民族、国家的精魂所在，故孔子修
书首重诗传，岂其偶然哉！”（《新风雅》
创刊号）如果说诗词等韵文是一个民
族的精魂，那么韵文中的名句更是精
魂之精魂！在节奏紧张、压力加大、时
间“碎片化”的现代社会，读读韵文名
句，不论对于中小学生的诗词教育，还
是成年人的修身养性，抑或诗词爱好
者的阅读创作、文秘人员的案牍写作，
都不失为一种简单、高效、可行的提升
策略。此书所选韵文名句，有一些是
人人耳熟能详的老面孔，但更多的是

“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新相
识。上班途中，工作之余，开卷一读，
旧雨新知，齐奔眼前，快何如之！

■鹿鼎公

著名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1841—1919），是与克劳德·莫奈齐名的印象
派大师，为现代绘画的主题及表现形式的创
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给莫奈的信中，雷诺阿说：“一个画家应
当只通过他的绘画来表现自己。”在所有印象
派画家中，雷诺阿也许是最受欢迎的一位，因
为他所画的都是美好的人和事物。他是女性
形象的崇拜者，在他的作品里，女人都健康美
丽，儿童都天真可爱。他们沐浴在阳光里，肤
色红润。雷诺阿说：“只有当我感觉能够触摸
到画中的人时，我才算完成了人体肖像画。”

雷诺阿晚年居住于被橄榄树环绕的庄园
里，虽然身受病痛折磨，但仍坚持将苦涩化为
缤纷甜美的色彩。他说：“痛苦会过去，美会
留下来。”因此被誉为“幸福大师”。近日，在
北京举办的“遇到橄榄树下的雷诺阿”展览，
以雷诺阿生平最后20 年在法国南部家族农
场的橄榄树为线索，将雷诺阿与其曾孙雅克·
雷诺阿联系在一起，以艺术温暖人心。几幅
风景画表现雷诺阿晚年居住的法国卡涅小镇
及蔻蕾特庄园的静谧风光。静物画则包括花
瓶里的玫瑰、杯子等日常生活场景。更多的
是人物肖像画，通过著名的浴女题材和温馨

亲情两个作品系列，完整还原了画家生平最
后20年的创作道路。

作为雷诺阿的嫡系曾孙，雅克·雷诺阿既
是电影导演，又是有名的摄影家。此次展出
他的摄影作品，主要以橄榄树以及人体为主
题。雅克将橄榄树视为天然的雕塑，效仿曾
祖父的画作，将模特和橄榄树融入摄影创
作。橄榄树的质感是粗粝的，线条是硬朗的，
而旁边的女人体是柔润细腻的，通过黑白色
调的处理，突出了橄榄树的形状、质感以及生
长的力量，表现人体美的自然与生命力，以影
像作为媒介，传承延续雷诺阿的幸福哲学。
同时，由雷诺阿家族官方授权的雷诺阿彩色
铅笔等，让人们在欣赏艺术之余，可以“把雷
诺阿带回家”。

即使是高龄加上严重的风湿病折磨，雷
诺阿也没有间断每日作画，只有作画才能让他
从肉体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关节肿大到不能
握笔，佣人将笔绑在他的手指上，利用手臂来
作画，他一样可以精准表现人物眼睛里的泪
珠。双腿不利于行，靠人把他抬到庄园里的花
房，对着自然光线下的模特作画。雷诺阿的一
生，不论是早年的穷苦岁月，还是晚年遭受家
庭变故，他都没有画过悲伤的事物，他的作品
永远让人如沐春风。他说：“为什么艺术不能
是美的呢？世界上丑恶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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