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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批评方法，通过对毛泽东诗词中“红旗”意象的细致的文本解 

读，来剖析其成因和关学蕴涵，然后得出结论：因为“红旗”意象映照出毛泽东的政治意识、革命信念和战斗生涯，是他对革命 

生活和斗争的诗化的认识和反映，具备了象征内涵和审美价值，形成了象征美、色彩关、动态关和力量关的统一，所以，毛泽东 

堪称“红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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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the Poet of the Red Flag： 

A Comment on the Red-Flag Image in M ao Zedong’S Poetry 

PU Du—rong 

(Department ofChines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Through Marxis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and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red·flag image in Mao Zedong’S poetry，this paper studies this image’S causes of formation and its aesthetic implications．Then 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Mao Zedong is a poet of the red flag because the red—flag image，with symbolic implications and aesthetic val- 

ues，is a poetic reflection of his views towards revolution，reflecting his political sense，revolutionary belief,and battle life，showing a 

unity of beautiful symbol，color，movement，and vi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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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诗人臧克家说过 ：“毛泽东诗词是一个说不尽的 

话题。”⋯(P5)的确如此 ；因为它 的作者是一个说 不 

尽 的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 ，更 因为它本身具有 自足 

的文学价值和重要意义 。随着毛泽东诗词 的不断披 

露问世和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全国一些省市的陆续 

成立 ，毛泽东诗词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到 目 

前为止 ，据不完全统计 ，毛泽东诗 词的国内版本 已有 

300余种 ，包括汉文本 、少数民族文本 、外文本、对照 

文本以及手迹 本、字帖本 、谱 曲本 等”。“据 初步掌 

握 ，国内出版的讲解 、赏析和研究 毛泽东诗词的专著 

已有 400部之多 ，发表 的论文约2 300篇 ，在社会上反 

响较大的论著 已屡屡 出现。”l2 (P126)但是 ，长期 以 

来 ，毛泽东诗词研究主要停留在总体估价上 ，抽象肯 

定 的多 ，浮表诠释的不少 ，在过去的某段时间 内还带 

有圣灵化和偶像化倾 向，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有鉴于此，本文无意高屋建瓴和政治阅读 ，只是 

从细微人手 ，向纵深开掘 ，运用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和 

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批评方 法 ，通过细致 的文本解 

读 ，来逐一剖析毛泽东 诗词中的“红旗”意象及其整 

体成因和美学蕴涵。 

二 、“红旗 ”意 象统计 

毛泽东一生究竟写了多少诗词?至今还是一个 

谜 。目前收录最全面、最权威 的版本 是 由中共 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辑 、中央文献 出版社于 1996年 出版的 

《毛泽东诗词集》。诗集共收录毛泽东诗词 67首 ，分 

正副编；正编 42首 ，都是作者生前校订定稿 的，除 3 

首外 ，都正式发表过 ；副编 25首 ，没有最 后定稿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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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准备发表或不愿意发表的。在这 67首之外 ， 

另有一些诗词 尚未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正式采用 

出版 ，但已经披露于各类公开出版物(包括一些毛泽 

东诗词研究 的专 门著作 )。为慎重起 见 ，本 文研究 

“红旗”意象时依据《毛泽东诗词集》中的 67首。 

毛泽东诗词数量不多 ，但 有着鲜明生动的意象 

群。“红旗”意象是其 中一个 极具特色 、极具研究价 

值的意象 。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个意象在毛泽 

东诗词 中的鲜明色彩 和出现频率 ，并且在书或文 中 

提及 。但 是，依据 中国期 刊题 录数 据库 ，从 1994年 

至今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研究文章 有近 300篇 之多 ， 

除了一篇不足千字 的短文之外 ，以毛泽东诗词中 的 

“红旗”为研究专题 的论文 尚未见到。表 1为关于 

“红旗”意象在毛泽东诗词中的出现频率 、具体分 布、 

创作时间及正副编收录情况 。 

表 1 毛泽东诗词中的“红旗”意象统计 

如表 1所示 ，在毛泽东 的 67首诗词 中，共有 l2 

首运用了“红旗”意象 ，大约 占总数 的五分之一。其 

中，lO首 出现在词 中，2首出现在诗中 ；7首直接运用 

“红旗”意象 ，5首运 用“旗 ”、“旌 旗”或 “战旗”作为 

“红旗”意象 。“旗”指工农革命军的红旗 ；“旌旗”指 

战争与革命 中的无数 面红旗 ；“战旗 ”指人 民志愿军 

的红旗 。可见 ，毛泽东诗词数量不多，“红旗”意象不 

少。阅读毛泽东诗词，虽然不是满 目红旗飘扬 ，却也 

是眼前红旗在望 。戴望舒写了一首《雨巷》而称 “雨 

巷”诗人 ，毛泽东用了这么多“红旗 ”人诗可称作“红 

旗”诗人 。另外 ，从表 1可 以看 出，毛泽东更善于填 

词。还值得注意的是，“红旗”意象如同一根红线贯 

穿着毛泽东 的革 命 斗争 和诗 词创 作 历程 ，早至 他 

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 ，晚 至 1966年 发动“文化大革 

命”。奇怪的是 ，毛泽东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没有写下带有“红旗”意象的诗词。不过 ，在这段时 

期 内他总共只写了 4首诗 ，没有作词 ，收入正编 的仅 

1首 ，即《七律 ·人 民解放军 占领南京》，另外 3首收 

在 哥U编 。 

三 、“红 旗”意象解 读 

要准确解读“红旗”意象，就必须先把它置放 在 

原诗词中逐一进行考察 ，然后进行综合比较与分析。 

之 一 ，旗号镰 刀 斧 头 

《西江月 ·秋收起义》歌颂 的是毛泽东亲 自领导 

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 1927年秋收起义 。在词 中 

“旗”就是红旗，含义有 四。其一 ，“旗”从属于“军”， 

“军”为工农革命军 ，“旗”为绣着镰刀斧头的红色旗 

帜。其二 ，“旗”随“军”出，勇往直前 ，毫不停留。其 

三 ，“旗”向潇湘直进 ，引领了“霹雳一声暴动”。“暴 

动”就是工农暴动 ，也叫红色暴 动。其四 ，“旗”红色 

灿烂 ，与 “地主 重重 压 迫 ”下 的愁 云惨 雾 形 成 了鲜 明 

x,J-照 。因此 ，原词 中的“旗”是有鲜明的阶级属性 的， 

有耀眼的红色光芒的，有巨大 的革命感 召力 的；它还 

是无所 畏惧 、勇往 直前 的。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亲 自领导 的工农革命 斗争史 

上的一次伟大实践 ，对他本人 来说意义 非 比寻常。 

通过秋收起义 ，毛泽东创立 了中国工农革命军 的第 

一 个红色根据地 ；通过歌颂这次起义 的词作 ，他在 自 

己的诗词画廊里创立 了“红旗”意象。这应该不是巧 

合。诗人和学者公木写道 ：“假如说 ，秋 收起 义是标 

志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那么 ，这首《西江月》便是矗立 

在中国革命 风云中的纪念碑 的碑文。” (P262)可以 

说 ，这个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 ”意象在毛泽东诗词 

的意象群中也是一块迎风挺立的纪念碑。 

之二 ，山下旌旗在望 

《西江月 ·井 冈山》不写 山景 ，而写战斗 ，是一幅 

鲜明生动的战场速写 。在该 词中“旌旗”就 是红旗 ， 

是我军的而不是敌人的 ，代指 山下 的部分红军和井 

冈山一带 的赤卫 队、暴动 队等地方 武装 。“旌旗 在 

望“，据作者 自述，“其实没有飘扬 的旗子 ，都是卷起 

的。”l4 (P16)“旌旗”与“鼓角”相对应而存在 ：一个在 

山下 ，一个在山头 ；一个着色彩 ，诉诸视觉 ，一个写声 

音 ，诉诸听觉 。这样 ，一个有声有色 、如火如荼 的战 

斗场面就远远近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旌旗”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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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不仅在于 和“鼓角”意 象互 为陪衬 ，为战场着 

上色彩 ，为诗增加鲜明的形象感 ，而且在于鼓舞和激 

励士气 ，象征着胜利或胜利在望 。 

之 三 ．红 旗 跃 过 汀 江 

《清平乐 ·蒋桂战争》写 了两种不 同性质的战争 ， 

即争权夺利的蒋桂军阀混战和分 田分地 的土地革命 

战争 。在词的下半 阕，“红旗”意象破空而来 ，色彩鲜 

明而气势飞动。这是毛泽东在诗词 中第一次直接运 

用 “红旗”作为意象。“红旗跃过汀江 ”就是 红军擎 

着红旗渡过碧绿的汀江 ，“跃过”一词极具动感 ，状 出 

了红军的精神气势。该句蕴涵的诗意和美感丝毫不 

逊 色于唐朝诗人陈羽的名句“红旗直上天上雪”。在 

此 ，毛泽东笔下的“红旗”代表着红军 ，也象征着红色 

革命 ，在修辞 上叫借 代；“红旗”意象既具有 象征性 ， 

又具有色彩美、力量美 和飞动 美。同时，由于 “红旗 

跃过汀江”的 目的是 “收拾金瓯一 片”，所 以“红旗 ” 

代表着革命的正义性 ；由于有“红旗跃过汀江”，才有 

“分 田分地真忙”，所 以“红旗”又代表着革命胜利的 

喜悦 。 

之 四 ，风展 红 旗如 画 

《如梦令 ·元旦》是一首小令 ，描写了红军 的行军 

路线与乐观情怀。“山下 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该词 

句的含义正如公木所说 ：“这里 ，表 面上只是写红旗 ， 

实际上则是歌颂军容的壮盛 ，军心的欢 畅，这是热烈 

而又严整的场 面；同时也表达 出伟大领袖对革命 事 

业的坚强信心 ，流露着轻松快适 的情绪。” (P48)同 

时 ，该词句有着鲜 明的绘画美和色彩美，正如 吕祖荫 

描述 的那样 ：“部队又开始 向武 夷山下行进 了，元旦 

的晨 风 吹拂 着展 开 了的 红旗 ，一 面 ，两 面 ，三 面 ，红 旗 

映衬着雄伟 的武夷 山，映衬着武夷 山下流淌着的河 

水 ，映衬着穿着 灰色军装戴着八角帽 的迤俪前行 的 

红军 ，映衬着枣红色 的、白色的军马 ，映衬 着 ⋯⋯这 

是多么美妙 的一幅图画呀 !” (1：'32)在该词 中 ，红旗 

在 山下 迎风 招展 ，显得 格外 绚 丽 ，格 外 悠 然 。这 不 是 

炮火 硝 烟 中 的红旗 ，不 是 飞速 行 军 中 的红 旗 ，而 几 乎 

成 了山水田园风光 中美丽 的点缀 。作者 流露着无限 

欣赏 和流连顾盼的情绪 。“红旗”意象竟然给写得如 

此富于绘画美 ，又如此情深意浓 ，实在殊为可贵。 

之 五 ，风卷 红 旗过 大关 

像《如梦令 ·元旦》一样 ，《减字木兰 花 ·广 昌路 

上》描写的也是一 幅行军 图，只不过这次行军是雪里 

急行军。“风卷红旗过大关 ”化用 了唐朝诗人岑参 的 

诗句“风掣红旗冻不翻”。毛泽东初作“风卷 红旗冻 

不 翻 ”，后 改 为 “风卷 红旗 过 大 关 ”，恰 当地 表 现 了红 

军一往无前 的豪迈气 概。山高关大 ，红旗则更显高 

大；漫天雪 白，红旗则更是鲜艳。正 如诗人 臧克家所 

言t“白的雪 ，红 的旗 ，红 白相映 ；大 的关 ，高的山，气 

象壮 阔。”_o (P86)在该 词 中，“红旗”就是 红军 的象 

征 ；“红旗过大关”就是红军越过 大关 ；“风卷 ”二 字 

突 出了红军的军威和声势 ，令人感到红旗在风中猎 

猎作响，革命豪情油然而生 。 

之 六 ，不 周 山 下 红 旗 乱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描绘 了一场战斗 

的胜利和对未来战斗 的乐 观 信念。在该 词 中，“红 

旗 ”意象既实指工农红军 的红旗 ，也 象征团结一心、 

造反抗暴的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并且 ，该 “红旗”意象 

因一“乱”字而别具风采 ，且境界全 出。“乱”与宋词 

中“红杏枝 头春 意闹”的“闹”字在技 巧运用上是异 

曲同工。“乱”不是混乱或紊乱 ，而是眼花缭乱 的意 

思 ，正如蔡清富和黄辉映所解释 的那样 ：“红旗挥舞 

摇动 ，红旗迎风翻舞 ，红旗缭乱拥挤 ，红旗乱 翻，红旗 

招展 ，红旗耀眼 ，数不清 的红旗使人 眼花缭乱 ；同时 

那种旺盛的士气 ，那种 ‘热烘烘 、气 昂昂’的情景 ，那 

种轰轰烈烈的声势和威风 ，不都蕴含在一个 ‘乱 ’字 

中么?甚至也可以说是欢庆胜利 的象征。” (P121) 

之 七 ，红旗 漫卷 西风 

《清平乐 ·六盘山》豪言壮语而情景交融 ，可谓言 

有尽而意无穷。“红旗漫卷西风”，按一般句法应 为 

“西风漫卷 红旗”，但“红旗 ”前置 ，就得到 了突 出和 

强调。最初 发表时 ，毛泽东用 的是 “旄头 ”，后 改为 

“红旗”。这一改动使立 意更显豁 ，即写 的不是一般 

的战旗 ，而是工农红军的红色战旗 ；同时 ，红旗更通 

俗易懂 ，更鲜明生动 ，与蓝天、白云、苍 山构成了一 幅 

色彩缤纷 的美丽 图画 ，并且为这幅画增 添了色泽 和 

亮度。红旗 在六盘 山的高峰 之上 随意地在 风 中舒 

卷 ，显得雍容潇洒 ，又有情致 。它意味着红军战士 的 

挺拔 昂扬 的革命乐观精神 ；尽管他们爬山涉水 ，历尽 

艰难险阻，却依然乐观向上 ，巍然屹立。西风吹拂着 

红旗 ，吹涨起毛泽东 和红军战士们 的心中豪情 ：“今 

日长缨在 手 ，何 时 缚 住苍 龙 ?”该 词 中的 “红旗 ”不 仅 

是长征中的红旗 ，而且是长征胜利的象征。 

之八 ，壁上 红 旗飘 落照 

《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是一首格调明快的寄赠 

词。首句“壁上红旗飘落照”和其下句 “西风漫卷 孤 

城 ”状 出了词篇 的地点 、时间和节令 ，写得 甚为开阔 

与豪迈。地点是蒋介石 白色包围之中的陕北县城保 

安。“红旗”点明“孤城 ”是革命根据地 ；“孤城 ”在西 

风中显得孤小 ，却 因为“红旗”飘扬而并不孤独 ，反倒 

显得挺拔与俊朗。“落照”点 明时 间是傍晚 ；“西风 ” 

点 明节令是秋季 。一个“飘”字绘 出了“红旗”与“落 

照”交相辉映的动态美。在秋季落 日的余晖中 ，在轻 

轻吹拂的西风里 ，在辽阔大地 的一座孤城 的城头上 ， 

鲜艳的红色军旗在迎 风飘扬 。这景象不 是肃杀 ，不 

是萧瑟 ，而是生机 ，是期翼。词是写给 刚出牢笼 、奔 

向陕北的女作家丁玲的。因此 ，“红旗”意象象征着 

生命 和希望 ，也 象征 着红色革命。毛泽东 曾把该词 

用 电报发往红一方面军 ，遥赠 已奔赴前方工作 的丁 

玲。可见 ，“红旗”意象 随词一道写进 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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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队电报 。 

之 九 ，妙香 山上 战旗 妍 

《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虽为酬和之作，却写得 

时空开阔 ，又不乏诗情。“战旗”指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国人 民志愿 军 的红色 军旗 。 “妙 香 山”是 朝鲜 西北 

部著名山脉 ，志愿军 曾在此有过激烈战斗 ，并取得重 

大胜利。“妍”是美丽之意，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和 自 

豪感 ，是作者听到前线“捷音 ”后 的浮想联翩和主观 

感受。这里的“战旗”意象就蕴涵着胜利 、美好 、喜悦 

和自豪的意味 ，也体现 了毛泽东的战争观——“我们 

是战争消灭论者 ，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 

战争去消灭战争 ，不要枪杆子必须 拿起枪杆子 。” ] 

(P547)由于是 唱和之词 ，末句 的“妙香 山上战旗妍” 

也正好与柳亚子 的“高唱”中的“天安 门上万红妍” 

相回应。 

之 十 。红 旗卷起 农奴 戟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诗 中运用 “红旗”意象 ，前 

面所析之作均为词。《七律 ·到韶山》写作者对家乡 

革命历史的回忆与现实美景的感慨 。“红旗卷起农 

奴戟”与其下旬“黑手高悬 霸主鞭”在技巧上是工整 

的对仗 ，在意思上为鲜 明的反衬 ，集中反映 了三十二 

年前那场 “红 旗”与 “黑手 ”针 锋相对 的阶级斗争。 

“卷起”二字把 当年共产党领导下 的工农运动情景状 

得声势迅猛 ，如火如荼 ，也表 明了“红旗”的力量 。洋 

溢着作者“自豪感的回忆 ，是赞美 ”。L3 (P187)“黑手” 

代表着地主恶霸和一切反动势力 。由于“黑手”在猖 

狂镇压 ，“红旗”愈是绚丽多姿。在“红旗”的感召和 

指引下 ，“农奴”不怕牺牲 ，前仆后继 ，“敢 叫日月换新 

天”。因此 。诗 中写出了“红旗”的深得人心 ，“红旗” 

的远大理想 ，“红旗”的英雄 主义 ，“红旗”的革命豪 

情。诗 中的“红旗 ”无疑成了一个象征。象征什么? 

郭沫若认为 ：“‘红旗 ’自然 是革命 的旗帜 ，但在这里 

是用来作为党的象征的，作为无产 阶级先锋队的象 

征的，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象征的。”L6 (P316) 

之 十 一 ，旌 旗奋 

《水调歌头 ·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时隔三十八年 ， 

喜看故地新颜 的潮涌之作。“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 

寰。”这三个短句是作者的大跨度的历史 回忆 ：“风雷 

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旌旗奋”是 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奋斗 ，“是人寰 ”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这暗含着时间先后顺序的三个 

短 句准 确形 象地概 括 了中国人 民在 马列 主义指 引 下 

和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 山，过上人的生 

活的奋斗历程。这三个短 句写得饱满 结实，力透纸 

背 ，显示了作 者艺术地认识 与概括历史 的能力 。句 

中的“旌 旗 ”就 是红 旗 ；不是一 面 红旗 ，而是 无 数面 红 

旗 ；是中国工农红军、游击 队、八路军和解 放军的旗 

帜 ；是奋 斗着 的旗 帜 ；是饱 含 着 动态 美 和力 量 美 的 。 

同时，“旌旗”也象征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中国共 

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 

之十 二 ，满街 红绿走旌 旗 

《七律 ·有所思》是一首感事叙怀之作 ，抒发 了作 

者发动“文革”前夕的内心感受 ，表现 了“文革 ”初期 

的情景 ，既有赞颂 ，又有思索。“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 

街红绿走旌旗。”这 是特指 ，是正面描述那场激烈 的 

“文化大革命”。“文革”的风雷骤起 ，震惊 了全 中国 

和全世界 ，满怀革命热情的群众纷纷走 向街头 ，高举 

着或挥舞着红色小旗子 ，来来往 往地 游行 示威。这 

里的“旌旗”指无数 的红色小旗子 ，也可说是红旗 ，但 

不是军队的战旗。在修辞上 ，“旌旗”是借代 ，借指挥 

舞着红色小旗子的狂热群众。这里的“旌旗”也可看 

作象征 ，指革命热情。可见 ，毛泽东这首七律诗 中的 

“旌旗”与他 的其余诗词 中的“红旗”意象在精神 内 

涵上是一脉相承的。不过 ，现在看来 ，毛泽东 当初思 

索并歌颂的“文化大革命”已被历史完全否定。 

从前面的十二种解读可 以看出 。“红旗 ”意象在 

毛泽东诗词中是异 常醒 目的，并非 随手拈来的可有 

可无的意象。尽管它在十二 种情形 中各具风貌 ，但 

是 ，它都是依附在词组或句子里 ，通常在热情的描绘 

中蕴涵着作者 的礼赞。它往 往是描写性意象 ，通 过 

对 照形 成鲜 明 的色 彩美 和动态 美 。 它往 往 又 是 象征 

性意象 ，具有革命的内涵和丰富的象征意味 ，象征着 

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 ，象征着 中国工农 革命 和 
一 切革命者 ，象征着革命热情和动力 ，象征着革命生 

机和希望，象征着革命理想和斗争 ，象征着革命胜利 

和喜悦。它 自始 自终伴随着作 者的革命历 程 ：从故 

乡韶山出发到秋收起义 ，从井冈山斗争到武夷 山下 

和广 昌路上 ，还经历长征 ，从六盘 山到陕北 孤城 ，甚 

至飘到国外 ，在朝鲜的妙香山上争奇斗艳。总之 ，毛 

泽东革命到哪里，哪里就有“红旗”诗篇 ；毛泽东诗兴 

放哪里 ，哪里就生“红旗”意象。可 以说，毛泽东的革 

命历程就是一条红旗之路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就是 

一 曲红旗谱。“红旗”，它像是毛泽东诗词的“不朽雄 

魂”，支 撑 着 其 “内在 生 命 ”，并 赋 予 了 它 以 “华 

彩 ”。 (PIO) 

四、“红旗 ”意象 的成 因及 美学 价值 

为什么毛泽东诗词中有如此丰富多彩的“红旗” 

意象 呢 ?马克 思认 为 ：“不 是 意识 决 定 生 活 ，而 是 生 

活决定意识 。”Ll (P90)毛泽东本人认为 ：“作为观念 

形态 的文艺作 品，都是一定 的社会 生活在人类头脑 

中的反映的产 物。革命的文艺 ，则是人 民生活在革 

命作家头脑 中的反映的产物。”⋯ (P63)据此观点 ，作 

为诗歌成分的意象必然取 自于人类 的社 会生活，毛 

泽东诗词中的“红旗”意象也就必然是作者本人在长 

期 的革命生活和斗争实践 中形成 的一种对革命生活 

和斗争的诗化的认识和反映。毛泽东在青 年时期就 

接受 了共产主义 ，举起 了红旗 闹革命 ，在戎 马倥偬 的 

斗争岁月里他始终与红旗 、红缨枪 、红帽徽、红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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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袖标 、红色篝火、红色信号弹等生死相依。高邈远 

大的社会理想 ，九死一生的革命经历 ，使他对鲜艳 的 

红色尤其 是对 革命 的红旗怀 着特殊 的感情 ，寄托着 

胜利的憧憬 和无限喜悦 的情怀。于是 ，在革命生涯 

中他产生了以“红旗 ”为核心形象的红色视野 、红色 

意识 和红色思想 ，在诗词创作 中他写下了多彩多姿 

的“红旗”意象。在他看来 ，“红旗是革命 的象征 ，是 

力 量 的象 征 ，是 胜 利 的象 征 。红 旗 在 手 就 能 增 添无 

穷无尽的力量 ；红旗所指就 能打败敌人 ，战胜 困难 ， 

获得胜利 ；红旗到 处就能驱散黑 暗，普 照光 明。”” 

(P168)“红旗鲜艳 ，红旗是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 

的，红旗凝聚着革命者 的理想、志气 ，红旗 为祖 国的 

山川大地增添了动人的景色 ，所 以诗人喜欢在诗词 

里 写 红旗 ”。 (P36) 

以“红旗”人诗并非毛泽东 的首创。早在唐诗 中 

就有“红旗”意象 ，比如 ，王昌龄《从军行》里 的“红旗 

半卷出辕门”，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里的“风 

掣红旗冻不翻 ”，陈羽《从军行》里 的“红旗直上天山 

雪”，李贺《雁门太守行 》里 的“半 卷红旗 临易水 ”。 

以“旌旗 ”或 “旗 ”人 诗 的情形 唐诗 中当然也有 ，比 

如 ，李 昂《从军行》里的“晓望旌 旗北临海”，刘长卿 

《疲兵篇》里的“旌旗 猎猎榆关道 ”，杨 巨源《述 旧纪 

勋寄太原李光颜侍 中》里的“旌旗映水发秋光”，赵嘏 

《送从翁 中丞奉使黠戛斯》里 的“旌 旗杳杳雁萧萧”； 

又如 ，杜甫《后出塞》里 的“落 日照大旗”，白居易《新 

丰折臂翁》里的“张 弓簸旗俱不 堪”，马戴《出塞词》 

里 的“卷旗夜 劫单 于帐”，罗 隐《登夏州城 楼》里 的 

“寒城猎猎戍旗风 ”。然而 ，这些 唐诗 中的“红旗 ”、 

“旌旗 ”和“旗”往往仅仅是描写性 的物象，尚未形成 

象 征 ，并 且 ，这 些 “旌 旗 ”和 “旗 ”并 不 等 于 是 红 旗 。 

“红旗 ”、“旌旗”和“旗”在毛泽东笔下却形成 了意义 

上 的统一 ，具 有 了共性 和象 征 意义 ，焕 发 出了 鲜艳 的 

色彩和美学 的光环。毛泽东不仅 是诗人 ，不仅参加 

战争 ，而且是伟大 的政治家 ，指挥着战争 ，所 以，他超 

越 了唐朝的诗人 ，“红旗 ”人诗才获得了饱满 的政治 

色彩和美学蕴涵 ，“红旗 ”意象才被意志所加强被情 

感所修饰 ，才渗透着深刻 的思想和感情 ，形成 了一个 

有着审美价值的独特的诗词意象 。这个“红旗”意象 

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正好契合毛泽东本人 的诗 

学观念 ：“诗贵意境高 尚，尤贵 意境 之动态 ，有变化 ， 

才能见诗之波澜 。”-1 (P574)这种动态 美感又得益于 

他对 《离骚》的推崇 ，对王勃、三李、苏辛等人作 品的 

喜爱 ，因为这些作品具有动态的情感形式和气势。 

袁行霈认为，“诗的意象 带有强烈 的个性 特点， 

最能见出诗人 的风格。诗人有没有独特 的风格 ，在 

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 了他 个人 的意象群。一 

个 意 象 成功 地 创 造 出来 之 后 ，虽 然 可 以被 别 的诗 人 

沿用 ，但往往只在一个 或几个诗人笔下才最有生命 

力 。以致这种意象便和这一个或几个诗人联 系在一 

起 ，甚至成为诗人 的化身。菊之于陶渊明，梅之 于陆 

放翁 ，都有这种密切 的关系。” (P213—214)在建立 

自己独 特 的 意 象 群方 面 ，毛 泽 东 可 谓 能手 。综 观 毛 

泽东的全部诗词 ，“红旗”意象虽是稀疏点缀 ，却是分 

外鲜明 ，映照出毛泽东的政治意识 、革命信念和战斗 

生涯。称他为“红旗 ”诗人 ，也许恰如其分。 

五 、结论 

毛泽 东是 20世 纪 的一 个 风格 独 具 、格 调 崇 高 的 

诗 人 。他在 紧张 的政 治生 活 和军 事 生活 的空 隙 用 旧 

体诗词形式进行创作 ，创造 了一个具备 了十足的美 

学 价值 和鲜 明 的象 征 内涵 的 “红 旗 ”意 象 。这 个 “红 

旗”意象映照出毛泽东 的政治意识 、革命 信念和战斗 

生涯 ，是他对革命生活和斗争 的诗化 的认识和反 映， 

形成了象征美、色彩美、动态美和力量美的统一 。在 

中国诗词最具特色 的意象群里 ，它必然拥有一席 之 

地 。因为这 个 “红 旗 ”意 象 的成 功 塑 造 ，毛 泽 东 堪 称 

“红旗 ”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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