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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主义特色 

杨青苗 
(重庆巴蜀中学，重庆 400013) 

摘要：作为诗人的毛泽东，继承我国优秀的浪漫主义传统，以远大的革命理想为主导，凭其广博胸襟、豪迈气 

概和宏伟构思，雄铸伟词，谱就伟大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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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作为政治家，他 

“指点江山”；作为诗人，他“激扬文字”。一生奋斗，一生作诗。堪称一代诗雄的 

毛泽东，其诗词创作绵延达半个多世纪，承载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 

等丰富内容，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缩影，是时代的艺术再现——战斗历程化为一 

支支荡气回肠的壮歌，峥嵘岁月凝成一篇篇流光溢彩的华章。他在戎马倥偬、运 

筹帷幄的岁月里写下的诗词，扎根于现当代中国的战斗生活土壤，又沐浴着马列 

主义普遍真理的雨露阳光，承继我国优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而发扬光 

大，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完美结合，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崇高理想，杰出的共产主义者的博大胸怀，豪迈的革命气概和宏伟的艺术构思， 

凝聚中华民族坚毅不拔的现实奋斗壮志、慷慨纵横的浪漫求索雄心、英勇顽强的 

气概和意志、一往无前的胆略与气魄，发黄钟大吕之强音，吐山川日月之精华，展 

现了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画面，表现出一代伟 

人自由意识的生命活动，矗立起一个从古典和谐到现代崇高的典型形象。特别 

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其诗词清雄旷逸，豪迈奔放，汪洋恣肆，款坎鞋藉，具 

有史诗美的壮阔、情操美的高洁、形象美的伟岸、哲理美的深邃、悲壮美的慷慨、 

意境美的隽永，气韵飞动而沉着，感情深厚而超脱，声韵和谐而铿锵。在他笔下， 

景色雄奇绚烂，场面浩大壮阔，气势磅礴宏伟，形象傲岸奇绝。夸张比拟浓墨挥 

洒，联想想象信马由缰，直以“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之势，谱写出了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为我国传统诗词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的广阔道路，使这一古老而又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焕发出青春的异彩，放射 

出新时代的耀眼光辉，成为文艺百花园中的奇葩。 

一

、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 

毛泽东诗词继承了浪漫主义诗学传统，对自然与社会生活中的美予以概括 

和升华，把自然美与社会美融为一体，通过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自然美的艺术 

形象，表现社会美的内容，铸造着美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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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是情景交融的典范。大自然的山川 

湖泊、花鸟虫鱼、四季更替，在他笔下，生机勃勃，充 

满生命活力。一首首诗词简直是一曲曲春夏之颂 

歌，一声声秋冬之礼赞，一幅幅奇彩的画卷。在壮丽 

的图景里，饱含着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中国革 

命和祖国前途的关注，熔铸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 

和战斗激情。 

深秋时节，独立橘子洲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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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这是雄伟壮丽、恢宏 

开阔的秋色画卷，是充满了强烈动感、遒劲力度、浓 

烈色彩的立体的秋景画图：远望枫林染红群山，近看 

百舸争流碧江；仰视长空雄鹰高飞，俯瞰水底锦鳞游 

泳。宇宙万物蓬勃活跃，奋发自强，生机无限。大好 

秋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然而这不是单纯的秋 

色赋，这是主客观的统一，更是独抒性灵的个性色彩 

的浓重铺染：秋色里，充盈着剧变之动、拼搏之力，透 

视着顽强的生命动力；秋色里，蕴含着深邃莫测却又 

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识，闪射出哲理的光辉。秋色里， 

有诗人对河山强烈的爱；秋色里，有作者对工农运动 

蓬勃兴起的欣喜和振奋；秋色里，更有抑制不住的愤 

激与感慨，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 

沙》)这是诗人博大胸怀和革命的凌云壮志的表现， 

也是诗人战斗激情的宣泄。他禁不住关注革命和祖 

国前途命运的澎湃心潮，“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沁园春·长沙》)。这里没有骚人墨客“悲哉秋之为 

气也”(宋玉《九辨》)的肃杀凄凉气氛，也扫除了“冷冷 

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的纤弱感情。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秋 

词》)，他唱出了昂扬奋发的励志高歌，达到了美与力 

的完美融合。 

仲夏之际，重过大柏地，但见“雨后复斜阳，关山 

阵阵苍”，“弹洞前村壁”，“今朝更好看”。在战斗的 

间隙里，诗人来到经过战斗洗礼的根据地，这里骤雨 

初歇，夕阳西照，彩虹当空，关山青翠，这绚丽的风景 

图画，烘托出整个革命根据地的欣欣向荣。这里的 
一 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蕴涵着对人民战争的欢欣和 

喜悦，洋溢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此时 

此刻，“当年鏖战急”的情景又重现眼前，墙壁上的弹 

痕还历历在目，这是工农红军英雄战迹的记录，是根 

据地经受战争洗礼的标志，是当年沸腾生活的见证， 

是革命战争的尊严和骄傲，“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 

看”。大柏地绮丽风景，不惟是 自然风光的妩媚动 

人，更在于它凝聚着战斗的光辉。(《菩萨蛮 ·大柏 

地》) 

道眼前壮丽景，抒胸中豪迈情。景因情更壮，情 

随景益豪。道眼前景，毛泽东是一位丹青妙手，横看 

东西南北，纵观春夏秋冬，调和五颜六色，随意点染 

— — 青山绿水，白雪红1日，黄花紫燕，碧江彩虹，直把 

祖国的江山描绘得绮丽多彩，斑斓夺目。分外妖娆。 

抒胸中情，毛泽东是一位历史的巨人，高瞻远瞩，气 

势磅礴，胸襟广阔，激情横溢。古往今来，凡志趣超 

群、抱负高远之士，常常览物抒情，慷慨言志。特别 

是在登高放眼天地之间时，长时间积蕴的关于生活 

的艰辛、社会的忧患、天地之巨变等方面的感触，就 

找到了最佳的突破口，或诵于口头，或泻于笔端。如 

曹操之《短歌行》，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陈子昂登上 

幽州台，万端感慨化成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的名句；tl甫登高吟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滚滚来”(杜甫《登高》)，叹时运之不济、人生之短促。 

而毛泽东凭其革命者的胆识和胸襟，直视眼底世界， 

让祖国的山川闪耀着壮丽的光彩。跳荡着磅礴的生 

命。康德说：“粗犷的、威胁着人的陡峭悬崖，密布苍 

穹、挟带着闪电惊雷的乌云，带有巨大毁灭力量的火 

山，席卷一切、摧毁一切的狂飙，涛呼潮啸、汹涌澎湃 

的无边无际的汪洋，以及长江大河所投下来的巨瀑， 

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那巨大的威力使得 

我们抗拒的力量相形见绌，渺不足道。但是，只要我 

们在安全之境，那么它们的面目愈是狰狞可怕，就对 

我们愈是有吸引力。我们欣然把他们称为崇高，那 

是因为它们把我们灵魂的力量提升到了那样一种高 

度，远远地超出了庸俗的平凡，并在我们的内心里发 

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抵抗力量，它使我们有勇 

气去和自然这种看来好像是全能的力量，进行较 

量。”可以说，毛泽东诗词中这种能够提升我们灵魂 

力量的自然景观随处可见：“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 

磅礴走泥丸”(《七律 ·长征》)，“喜看稻菽千重浪，遍 

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一山飞峙大江 

边，越上葱茏四百旋⋯⋯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 

起白烟”(《七律·登庐山》)，“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 

人歌动地诗”(《七律·答友人》)，“年年后浪推前浪， 

江草江花处处鲜”(《七律-洪都》)，“风起绿洲吹浪 

去，雨从青野上山来”(《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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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天红烂漫”(《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赣水苍 

茫闽山碧”(《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到处莺 

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 ⋯ 战地黄花的灿烂、残阳如血的绚丽、乱云飞渡的 

从容气象、腊梅傲雪的俏丽姿态，如同一条五彩缤纷 

的长长画廊，直把人引人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 

的奇峰异景之中。 

二、浮想联翩。连类无穷 

毛泽东诗词思想容量大，艺术境界深，把浪漫主 

义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看雨后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一道七色光环 

横贯长空，色彩艳丽，但作者并未停留于此，继用美 

妙的想象：“谁持彩练当空舞”，采用虚拟的手法，化 

静为动，活画出天上彩虹轻盈高洁、欢腾跳跃的形 

象。(《菩萨蛮·大柏地》) 

面对莽莽昆仑，诗人豪气勃发，大胆想象，谓昆 

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 

为三截”。(《念奴娇·昆仑》) 

横渡万里长江，极目远眺，楚天辽阔，诗人更是 

浮想联翩，想到了孔子在河边喟叹时光匆匆：“逝者 

如斯夫!”眼望“风樯动，龟蛇静”，胸中“起宏图”： 
“

一 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大桥凌空飞架的 

图景才下眉头，三峡水利工程的蓝图又上心头：“更 

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展现出 
一 幅壮丽神奇的理想图景，这是宏伟的远景规划，是 

中国人民治理长江的伟大气魄和丰功伟绩。想到祖 

国日新月异，诗人又生遐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 

殊!”想象丰富，连类无穷，意境瑰丽，绚烂神奇。 

(《水调歌头 ·游泳》) 

目睹北国风光，冰封雪飘，惟余莽莽。在这天低 

野阔的雄奇背景之上，诗人抓来大山高原，把它们刻 

画成“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极具奔动感的大自然 

雕塑；又采用比拟，赋予它们以勃勃雄心：“欲与天公 

试比高”。更发挥独特的想象，以浪漫的笔调劈出奇 

境，幻化出雪霁日出，日光雪色交相辉映的壮丽景 

色：“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眼望长城内 

外，风景这边独好；俯视万里江山，江山如此多娇。 

面对风光无限的大好河山，毛泽东思接千载，纵览百 

代，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抗击匈奴的汉武帝，中兴唐 

代的唐太宗，平息动乱的宋太祖，耀武扬威的尚武帝 

王成吉思汗，涌上心头，尽纳词中，雄视千古的豪情 

流于笔端，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沁园春·雪》)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上理想崇高、思想上抱负深 

远的睿智者，也是一个富于人间情感、饱含深情的热 

血男儿，在其诗词里也不乏叙写亲情、友情、爱情的 

“情诗”。但这类古来缠绵婉约的题材，在毛泽东道 

来也有着奇思妙想，呈现瑰奇意境，极富浪漫情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闻讯 

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 

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蝶恋花·答李淑一》)把人间可 

歌可泣的真人真事同天上美妙感人的神话传说机智 

而自然地结合起来，驰骋幻想、凭借想象而描绘神奇 

壮美的虚幻境界，一扫灰色阴霾，绝无历来悼亡诗的 

颓废余韵，浪漫情操毕见。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 

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七律·答友人》)使用古 

代神话传说，幻想出优美图景，怀无边逸兴，富浪漫 

诗意。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虞美人·枕 

上》)大胆新奇的比喻、夸张，较之李易安的“唯恐双 

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李煜的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 

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呈豪壮奔逸之姿。 

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诗词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渊 

源。毛泽东出生在湖南一个群山环抱着的翠绿的田 

园山冲——韶山。湖南山川峻伟，韶山青山绿树。 

秀丽的景色陶冶着他，连绵的群山感染着他，使他 

“既有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实、反叛精神和英雄豪 

杰意识，又继承了平原人的传统：热爱读书、擅长组 

织和关心世事，是山岭的粗犷和平原的柔和相结合 

的地地道道的湖湘子弟”(《毛泽东传》)。惟楚有材， 

屈贾辞赋又奠定了楚国人才辈出的深厚基础。地灵 

人杰，钟灵毓秀，培育出一代诗雄毛泽东，自然之理。 

他能吟出气吞云梦，波撼洞庭的佳句也在情理之中。 

惟其如此，毛泽东诗词中的景，都绚烂多彩，“高山的 

形象总是宏伟壮丽，桀骜不驯，无往不胜”的。(《毛泽 

东传》)恰如《十六字令》日：“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尽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 

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 

以拄其间。”身兼革命统帅的伟大诗人毛泽东对大自 

然的艺术掌握可窥一斑。 

中外文化为男子设定的生命价值标准是拼搏、 

奋击，这种标准由文化灌输给男性又被男性内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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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性质的男性角色意识，在男性心中培植起以事 

业的成功为最大幸福、最高价值的信念。毛泽东作 

为一个有志青年对理想的奋力追求也不例外。他出 

生于那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代，时代的使命赋予了 

他非凡的政治抱负和人生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 

山。”(《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他以天下为己任，征—窗 

恶，挽狂澜，转乾坤，主沉浮，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 

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自信人生二百 

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心灵的空间，价值的魅力，生 

命的源泉都充溢着毛泽东一种博大恢宏、奇姿纵肆 

的激情与张力，这种强大的内驱力外化而成革命的 

浪漫主义诗风。他以诗人兼哲人的独特禀赋，仰观 

宇宙星辰，俯察万物山川，透视历史，洞察世事；以推 

倒一切之大智大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成为中国诗坛 

上一曲品格——个性强烈、色彩斑斓的绝唱，于雄浑 

豪放之间，自有一股扭转乾坤之势。毛泽东的诗词 

绝大部分是他经历的历史时代革命和建设的艺术反 

映；同时，也满怀激情地表达了革命和建设的远大理 

想，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 

着胜利的信心。因此，他的诗词，无论是记述事件， 

描绘景色，还是议论哲理，抒写情怀，都高屋建瓴。 

深邃的革命目光，坚定的革命精神，崇高的志趣，以 

及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状态，是他作品的思想精髓。 

这也是形成毛泽东诗词浪漫主义特色的主要因素。 

正是有了崇高理想的主导，一脉相承的就是“春 

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咏蛙》)的霸气和 

“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的豪气。有了 

必胜信念的充盈，展现的就是“我欲因之梦寥廓，芙 

蓉国里尽朝晖”(《答友人》)“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 

丛中笑”(《卜算子-咏梅》)的令人神往的美好意境， 

预示的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 

仑》)的发展前景与趋势。有了“慨当以慷”的高格， 

就时时进发出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强音：“数风流 

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 ·雪》)、“万丈长缨要把鲲 

鹏缚⋯⋯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洲向长 

沙》)、“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围剿》)、 

“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玉宇澄清万 

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 

无豪杰怕熊罴”(《七律·冬云》)、“要扫除一切害人 

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可上九天揽 

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水调歌头·重上井 

冈山》)、“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天河”(《七律 

． 送瘟神》)、“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念 

奴娇 ·昆仑》)。 

文章自古惟练达，诗赋由来志慨多。有情而著 

之于诗，诗主性情而言志。毛泽东诗词的浪漫是和 

他的精神世界水乳交融，相互渗透的。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说过：“无名，万物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文学艺术的本身以及属于意识形态 

的东西都是“万物之母”的有机组成部分。诗歌是精 

神世界，是观念形态，是一种自由的意识活动，是形 

象思维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型，是人类依照任何物种 

的尺度来生产并且能够到处适用内在的尺度到对象 

上去。因此悦离了现实生活，脱离了生产实践，便失 

去了诗歌的创作源泉。毛泽东从韶山山沟走来，历 

经求学、革命一系列实践过程直至定鼎，其间跌宕起 

伏，一路且行且歌。历史上没有一位诗人经历过像 

毛泽东所经历过的那样曲折复杂的斗争，更没有谁 

取得过像他那样的辉煌业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选择了那段特定的历史，形成了主体与客体 

的稳合——历史给了毛泽东激情，历史演变的波澜 

壮阔也给了他独有的创造灵感和非凡的写作方式， 

革命生涯丰富的经验和真切的感受，给他的作品提 

供了深刻的革命政治内容，坎坷的政治游程和特定 

的时代生活赋予他艺术创造以深广的生活泉源。毛 

泽东诗词的根须就深深地植于风起云涌的历史背 

景、火热的战斗生活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土壤中， 

“昆仑之巅，长城之墙，仿佛是他胸中的笔；华夏大 

地，高天9享士，仿佛是他笔下的纸；黄河的水，长江的 

浪，仿佛是他纸上的墨。炮声隆隆，千里莺啼，是诗 

人诗中的平仄和韵脚；万丈长缨，百舸争流，是诗人 

诗中的遣词和意境；屹立山顶的松，扎根原野的草， 

翔飞中天的鸟，游弋江湖的鱼，还有那一年四季无比 

绚丽的花，从南到北迎风招展的旗，这千般风情，这 

万种生灵，便是跳动在诗中的字符。”(《独领风骚—— 

诗人毛泽东》)触景生情，情动辞发，自然倾吐，就“像 

爆发的火山一样，红光冲天；像奔流的巨瀑一样，浪 

花飞溅!出口成调，大气磅礴，豪迈精深”(冰心语)， 

充满阳刚之气，理所当然地成了新世纪无产阶级革 

命的英雄史诗，堪称一代风流的一代绝唱，壮丽国度 

的壮丽诗篇。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吸纳整个人类文 

化所蓄积起来的精神滋养，在我国源远流长、英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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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就辉煌的浪漫主义传统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广 

收博览，在诗词传统的源头活水中搏击风浪而成长 

和崛起，形成一道洗洗乎无决尽的诗的长河。胸有 

百万雄兵，掀起笔底波澜。他把孔子、屈原、曹操信 

手拈来：“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水调歌头． 

游泳》)、“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七绝 

· 屈原》)、“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I奇气曾钟此⋯⋯名 

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七古·送纵宇一郎 

东行》)、“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浪淘沙·北戴 

河》)。他把寓言、神话、历史故事收之笔下：“牛郎欲 

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七律·送瘟神》)、“陶 

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七律·登庐山》)、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七律．和郭沫 

若同志》)、“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水调歌头-游 

泳》)。他把功业赫赫、名垂史册的古代帝王，叱咤风 

云、所向无敌的当代英雄尽纳词中：“宜将剩勇追穷 

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 

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沁园春-雪》)、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七律·长 

征》)。可谓“搜尽奇峰打草稿”，给了改造，加进了新 

的内容，承继前人又超越前人： 

同是黄鹤楼，唐朝崔颢来过，他幽幽叹道：“昔人 

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 

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 

“毛泽东也来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黄鹤楼 

头，鹤去人空。黄鹤楼下，江山依旧。江山依旧，却 

已时过境迁；江山依旧，却是山雨欲来。国民革命的 

成败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一种回天 

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毛泽东胸中浸漫着。本 

是春色开朗的荆湖形胜，也变得凝滞、枯涩起来。于 

是，人们听见了诗人的吟哦与呼喊”(《独领风骚一 诗 

人毛泽东》)，他就吟哦呼喊在连李白都摇头叹息“眼 

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 — 《菩萨蛮·黄鹤楼》 

一 个是“悠悠”“历历”“萋萋”，一个是“茫茫” 

“沉沉”“苍苍”；一个是故乡何处，一个是黄鹤何去； 

一 个是愁云惨淡，一个是心潮浪高；一个关乎个人际 

遇，一个关乎革命命运——黄鹤楼见证了二人思想 

境界的高下。 

同是梅，在陆游笔下，它生长在驿道外断桥边， 

在日暮黄昏中独自开放，有孤苦难言的寂寞；在风雨 

中凋零以后，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陆游《卜算子． 

咏梅》)，仍然孤芳自赏。而毛泽东所写的梅花，即使 

大雪纷飞，冰冻百丈，仍在悬崖上争妍斗俏；她只是 

春天的信使，却不与群芳争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在丛中笑”(《b算子·咏梅》)。陆游以梅自喻，言其 

怀才不遇、抱负难施而倍感孤独寂寞；毛泽东则反其 

意而用之，托梅言志，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斗 

争、充满胜利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样的梅花，一 

样的《b算子》，作者的思想情感大异其趣，只因一个 

在中国的宋朝，一个在当代的中国，一个是壮志难酬 

的陆放翁，一个却是扭转乾坤的毛泽东! 

被余光中誉为“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太白 

诗仙，有《忆秦娥》一词：“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坝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成 

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较之 

毛泽东的《忆秦娥 ·娄山关》来，则气为之夺也：“西 

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 

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前者颓沉衰飒，后者豪壮奋发 

— — 生命气象天差地别，所呈现的人生理念、精神内 

核也就迥乎不同。 

清沈德潜在《说诗碎语》中说：“有第一等襟抱， 

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毛泽东当作如是观 

之。毛泽东诗词对我国的古典诗词进行了革命，他 

使旧体诗词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学样式洋溢 

着新时代的生活气息，富有新的生命力而成为战鼓 

和号角，成为唤起群众、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和打击 

敌对势力的有力武器，使之闪射出革命的锋芒。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 

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 

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柳亚子《沁园春·次韵和润之 

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毛泽东诗词写出了中国无 

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英雄面貌，展现了伟大的革命 

时代，其思想内涵前人不可比拟，其思想境界前人无 

法企及，而其无产阶级的宏伟豪情古人难以望其项 

背。“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郭沫若语)。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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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冀《论诗》)毛泽东诗词 

屹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把我国源远流长的浪漫主 

义传统推向了新的高潮，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 

钧之力，磅礴于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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