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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美育功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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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审美教育角度切入 ，综合运用文学、美学、史学、美育心理学等学科理论 ，探讨毛泽东诗词对人的审美认识、情感 

陶冶和意志培养方面具有的审美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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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7年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以来，毛泽东诗 

词的学术研究已取得相当成就，但对毛泽东诗词的 

整体性和理论性研究还显不够，研究视角也主要局 

限在文学、美学等领域，因此有必要对毛泽东诗词进 

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广西教育出版社编审李人凡先生认为：研究毛 

泽东诗词，应该以人学的终极关怀为指导，以文本的 

审美阐发为核心，以研究的多元方法为手段 ，以建立 

民族审美诗学为目标 ，以揭开大众审美情趣为检验， 

以引发民族文学的审美品格为使命。l1 J此理论主张 

指出了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终极 目标 ，是全面构建新 

的毛泽东诗词美学体系的基本原则。本文以此为出 

发点，从审美教育角度切入，综合运用文学、美学、史 

学、美育心理学等理论，系统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美育 

思想内涵和审美教育功能，探寻毛泽东诗词博大的 

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艺术成就在审美认识、情感陶冶、 

意志培养等方面，对人所产生的巨大教育作用。此 

探索不仅将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研究落实到以美育 

人、对人的关怀上，也将以新的视点、新的理论拓展 

毛泽东诗词的研究领域，同时，为审美教育乃至素质 

教育寻求更广泛的内容和更广阔的途径。 

美育又称审美教育，是“通过各种美的事物培养 

学生审美感知力、审美理解力、审美评价力和审美创 

造力 ，同时也有助于培养 良好的人格品质和启迪智 

慧的一种教育活动。”l2 J与其它教育活动相比，美育 

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和自由性等特点。对于人的全 

面发展教育，美育蕴含着巨大的作用和诸多功能。 

审美教育首先是情感教育，陶冶情感、塑造心灵 

是基本的功能。情感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态 

度。在美育过程 中，审美主体被审美客体激发一定 

的审美情感，主体通过 自身的情绪体验，产生肯定或 

否定的审美评价，从而获得心理满足、情感共鸣，使 

情绪得到陶冶，情感陶冶通过审美情感的培养而实 

现。审美情感既是个体的、感性的、有欲望功利的， 

又是社会的、理性的、非具体欲望功利的，当审美客 

体唤起主体的审美情感之时，便会召唤主体的感性 

冲动、欲望、情绪、意象等，纳入审美形式之中，通过 

对审美客体的感受，主体的感性、情感的个人欲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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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等，得到理性的净化、洗涤，而转变为渗透理性 

和社会性的审美情感。这种情感陶冶保留调节感 

性，净化感性欲念 、功利，使社会性渗入个体，理性渗 

入感性，从而净化人的情感。 

同时，美育可以使人通过形象的感知达到理性 

的提高。在形象感知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自然、社 

会和 自己，以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正确的人生观和 

世界观。所以，美育能以其独特的形式，启迪人的智 

慧，丰富人的认识活动。审美能力的诸多因素均与 

人的一般认识能力(即智力)紧密联系，并且促进智 

力的发展。 

美育在人的意志培养、道德教化方面亦具有巨 

大的潜能。培养意志，一方面要培养个体意志服从 

道德规范而行动的能力，即培养服从他律的能力，另 
一 方面也要培养个体实践 自由选择的能力，即培养 

自律的自由能力。既要培养服从外在的道德规范的 

能力，又要培养 自由选择的能力，以克制和战胜欲念 

的冲动力，以及非理性的情绪和观念，如情欲的冲 

动、死亡的恐惧、生活的苦恼、人生的烦闷等等。意 

志服从与意志自由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后者必须借 

助审美教育的帮助。审美教育引导受教育所达到的 

最高审美境界不是宗教，而是席勒所讲的道德自由 

境界。因为在道德自由中可以与感性并存，这正是 

审美的。[3]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外 ，美育还具有发展美感、增 

进健美、培养个性等多方面的功能。 · 

毛泽东诗词是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完美结合的 

文学艺术作 品，具有丰富的美育思想和美育功能。 

老诗人臧克家曾说：“毛泽东诗词，不仅是中国人民 

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瑰宝，人人热爱它，高声朗诵 

它，从中得到教育，也得到美感。”贺敬之在毛泽东诗 

词研究成立大会上所作题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诗歌 

史上的丰碑”的讲话指出：“毛泽东诗词，是从中国革 

命曲折而豪迈的历史进程中升华、结晶出来的诗的 

瑰宝，具有宏大的历史气魄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具有 

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革命情怀，形成了中国悠 

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种瑰奇的 

诗美熔铸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人格和个性 ，吸引 

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唤起了 

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 ，唤起了富有民族气派、民族 

风格的诗情和美感，对华夏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和 

发扬，对当代中国人民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产 

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可见，毛泽东诗词所蕴含的 

美育思想早为老一辈诗人和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所 

重视，我们对其美育功能进行系统的理论探索，不仅 

具有必要性 ，而且拥有大量的理论和实际材料作为 

坚实的支撑。 

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社会功用 ，二千多年前我 

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视、可以 

群、可以怨”，l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文艺评论家车尔 

尼雪夫斯基也认为优秀的文学应该成为“人的生活 

教科书”。毛泽东诗词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瑰宝，是无 

产阶级文学艺术作品的典范，它生动形象地再现了 

中国人民探索追求的艰辛历程，深刻总结了历史发 

展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壮志豪情 

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精神境界。毛泽东诗词以 

其悲壮豪迈的美学风格深深打动和吸引了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在人们心灵上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对老一代人来说，毛泽东诗词使他们回顾历史，感 

到亲切 ，得到鼓舞，对年轻一代来说 ，教育的任务更 

加重要 ，毛泽东诗词将使他们懂得历史，感到真实， 

得到熏陶。”L4J 

毛泽东诗词的审美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一)审美认识功能 

毛泽东亲自参与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斗争，毛泽东诗词则是对 20世纪 

20年代至7O年代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堪称中国无 

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史诗。毛泽东诗词生动地描绘 了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重大的斗争，形象地再现了中国 

人民革命和建设龙腾虎跃的生活画面，其内容与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个重要阶段息息相关，从“鲲鹏击 

浪从兹始”到“一唱雄鸡天下白”，可以听到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 

争，夺取全国政权 的一系列胜利的凯歌。其中，有 

《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岗山》、《清平乐·蒋 

桂战争》、《采桑子·重阳》、《蝶恋花·元旦》、《减字木 

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 

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诗篇反应人民军队 

的诞生、成长，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围剿”与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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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的斗争；有《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 ·类山 

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 

山》等诗篇作为万里长征的光辉记录；有《七律·人民 

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等诗篇歌颂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而《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七律二首· 

送瘟神》、《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水调歌 

头·重上井岗山》、《含奴娇·鸟儿问答》等诗篇不仅展 

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图画，而且更使 

人们看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多少艰难曲 

折历程。 

读毛泽东诗词，尤如走进绚丽多姿的中国革命 

的历史画廊，既能纵观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历史轮 

廓，又可横看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具体画幅。如《清 

平乐·蒋桂战争》写的是红军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条 

件，两次人闽，开避闽西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斗 

争，艺术体现了“工农武装割剧”的光辉思想，《西江 

月·井冈山》写的是年幼的红军保卫根据地的第一曲 

胜利凯歌，通过黄洋界保卫战的生动描绘，画出了一 

幅人民战争的壮丽图景；《七律 ·长征》则对震惊世 

界、彪炳千秋的伟大历史事件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 

它以艺术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 

汉”；《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既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颂歌，又是整个人民解放战争 

的伟大史诗。 

这些描写几十年前社会生活的英雄史诗、革命 

史诗，并没有因为历史已跨进新的发展时期而使人 

感到遥远，它们所显示的思想光芒和艺术魅力，令人 

倍感亲切，人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昨天，看到了前人 

创业的艰难。在毛泽东诗词气壮山河、声震环宇的 

声声呐喊中，我们寻找到中华民族抗争、崛起、振兴、 

腾飞的历史轨迹，如此深厚的历史积淀为中国今天 

的奋进增加了厚重的底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宝贵财富。 

作为 20世纪历史巨人的毛泽东，不仅是卓越的 

诗人，而且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军。对毛 

泽东诗词的审美鉴赏 ，既可以从中观照中国的历史 

和现实，又可领略毛泽东的诗词艺术创作才能。同时 

获得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政治抱负、人生理想、历史 

观、军事观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象直观认识。毛泽 

东诗词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和艺术的形式充分地表达 

了对中国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渗透和凝炼 

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思考。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内容 

和著名论断都可以从毛泽东诗词中找到艺术概括和 

形象注释。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 

政权的思想；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 

略战术观；不断革命的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阶级斗争学说；革命乐观主义；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等等，都在诗词里有突出表现。我 

们可以通过对毛泽东诗词磅礴气势、丰富哲理和高 

尚情操的形象感知与理解，全面认识毛泽东，深入领 

会毛泽东思想。 

堪称史诗的毛泽东诗词让人们从雄奇瑰丽的诗 

篇中读到三千载的中华民族史、中国革命史，看到新 

中国建设的壮丽景象，更让人们形象、直观、具体地 

认识诗人毛泽东和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诗词能在 自 

由的艺术审美鉴赏中，开拓视野，启迪智慧，使人的 

认识全面、发展和深刻，正是毛泽东诗词审美教育在 

人的社会认识活动中产生的重大审美效应。 

(二)情感陶冶功能 

诗词作为人类情感的艺术表现，最能淋漓尽致 

地传达人的真情实感。毛泽东诗词不仅体现了个人 

的才情，而且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情感，传达了中 

华民族的百年心声，是中华民族的心灵积淀史与情 

感演义史。毛泽东诗词的情感复杂而多元，但鲜明 

强烈的爱憎是贯穿整个诗词的情感脉络。毛泽东诗 

词处处流露出对亲人、战友、同志和祖国人民的关 

爱，对家乡山水草木、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 。也 

充分表达了对封建腐朽势力，国内外反动势力以及 
一 切敌对势力的无比憎恨。 

毛泽东是伟人，也是凡人。他有凡人的情怀，更 

具伟人的情操。他的诗词既写个人的爱情、友情、乡 

情，又抒发阶级、集团、政党的情思。《贺新郎》生动 

地描写了毛泽东与杨开慧平凡而又高尚的爱情。 

“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 

零还往”，那惜别之情、离愁之态，夫妻间的柔情蜜意 

都是普通人常有的，尤为真实感人。与众不同的是 

他们的爱情与中国革命事业密不可分，当革命需要 

离别时，他们毅然割断愁丝恨缕 ，忍住欲零热泪，离 

别亲人，投入革命。杨开慧与毛泽东是相爱的夫妻 。 

更是亲密的战友。作为重感情、尚友谊的诗人。毛泽 

东的诗词一方面由衷地赞美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友杨 

开慧、柳直苟、黄公略、彭德怀、罗荣恒等同志忠于革 

命、英勇献身的崇高品格，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红军战士的伟大斗争和光辉胜利 ，颂扬工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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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斗志昂扬的英雄气慨和意气风发的革命精神，歌 

唱日新月异的祖国大好山河；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批 

判封建主义，激烈地反对帝国主义，愤怒地鞭挞霸权 

主义。毛泽东诗词爱憎分明地对待社会生活的美和 

丑，绣起了“爱的大纛，铸成了“憎的丰碑”。毛泽东 

诗词诗风沉郁，情感悲壮 ，把个人、家庭的悲戚同国 

家、民族的忧患结合，最终升华为对民族命运、人类 

未来的终极关怀。 

阅读欣赏毛泽东诗词，不能不被鲜明的爱憎和 

悲壮的情怀所打动和感染，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这种审美过程既丰富了主体的情绪体验，强化人们 

对现实生活中美 的事物的热爱和对丑的事物的憎 

恶，个体情感也在毛泽东诗词高尚情操的熏陶中，潜 

移默化地理性化、社会化，不断得到净化、美化和升 

华。 

(三)意志培养功能 

人类在实现理想的奋斗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 

困难，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苦恼和矛 

盾。作为万物之灵长，人必须具有顽强的毅力和坚 

强的意志，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消除烦恼，获得幸福 

和自由。中国传统的“诗言志”、“诗教化”等思想，渗 

透到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之中，转化成了毛泽东的诗 

美特征：诗教人生。毛泽东诗词以其雄浑 、豪放、遒 

劲有力的美学风格和丰富的哲理内涵给人以极大的 

鼓舞和激励，对人的意志培养有独特的功效。 

毛泽东诗词，无论是表现中国人民革命的艰苦 

斗争，还是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图画，或 

者是抒发反对霸权主义的战斗情怀 ，无不洋溢着革 

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读后使人振奋，意气 

风发，克服困难，战胜艰险，为实现人类理想奋斗不 

息。 

毛泽东诗词描绘了宏伟壮丽的 自然景色，能将 

读者带入壮美的艺术境界。《沁园春·长沙》向人们 

展示了一幅壮丽的江南秋景图：“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景象 

辽阔，气势宏大。此外，他用“春风杨柳万千条”，“待 

到山花烂漫时”描绘灿烂明丽的春天；《菩萨蛮·大柏 

地》、《清平乐·会昌》描绘郁郁葱葱的夏；“飞起玉龙 

三百万”，“已是悬崖百丈冰”描绘冰封雪飘的冬；“天 

高云淡”、“万里长空”描绘天；“苍茫大地”，“茫茫九 

派”描绘地；《十六字令三首》等许多诗词描绘 山 
⋯ ⋯

，这些诗词一方面再现了大自然的浩大气势，给 

人以雄伟、壮丽的艺术美感 ，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 民群众征服 自然、 

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艰难困苦和雄心壮志。 

毛泽东诗词蕴含丰富的哲理内涵，许多诗词名 

句既是人们处世为人的人生格言，更是人们克服困 

难，战胜挫析，磨炼意志的精神武器。读“怅廖廓，问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 

换新天”等诗句，使人树雄心、立大志，增强忧患意 

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能使人在任何艰难 

险阻中知难而上，毫不退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 

庭信步”，令人在与困难斗争中充满信心，感到乐趣； 

而“不到长城非好汉”更是激励人们做事坚持到底， 

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 

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精神财 

富，永远闪射着不灭光辉。它的美育功能不仅体现 

在对人的审美认识、情感陶冶和意志培养三个方面， 

而且具有民族人格建设的价值，堪称“人生的教科 

书”，此种价值在人的精神教育中具有永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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