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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

宋 光 成

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同志不仅以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举世瞩

目,还以豪放不羁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名扬天下。他的诗歌恢宏浩瀚、博大精深 ,有鲜明的时代感

和历史纵深感 ,堪称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 ,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崇高美。

崇高美是艺术审美范畴之一 ,与优美相对 ,是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崇

高是一种伟大、庄严、宏伟并以力量和气势取胜的美 ,是一种显示主体实践严重斗争痕迹和体现

实践主体巨大力量的动人心魄的美。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力量且体现历史的必然要求 ,有着重

大的社会价值与美学价值 c毛泽东诗词正是把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
“
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
,使之

蕴涵和凝聚着
“
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吒 ,显示了在有限形式中理性的无限力量 ,

且大气磅礴 Q雄 健豪迈 .深刻地揭示了崇高美的美学意蕴。

崇高是在人类实践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 ,是实践的产物 ,也是历史的产物。人类社会是在血

与火的斗争中发展、前进的。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 ,就是一部崇高史。它展示着人类与客观世界

严峻斗争的历史痕迹 ,凝注着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伟大的自生力、创造力 ,标记着人类社会在

极其艰巨的斗争中发展的光辉历程。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风雷激荡、天翻地覆、沧桑巨变的伟大变革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巨人

和产生巨人的时代。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了人类

社会发展史上一场特殊的、伟大的变革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且用诗篇展现了这一光辉历程。因

此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 ,集中地体现了革命史诗的崇高美。纵现毛泽东诗词创作 ,

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岁月。在革命高潮已经到

来 ,由 于党内右倾路线 ,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一中心问题尚未解决 ,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的形

势下 ,诗人发出了
“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
的呐喊 ,表现了对中国命运的关切。蒋介石背信弃义 9

发动震惊中外的
“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 ,革 命面临失败 ,青年革命家
“
心境苍凉 ,一 时不知如何是

好
”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
,蕴含着毛泽东同志对现实的深沉忧愤和对祖国兴亡的责任感。

从《西江月 ·井冈山》到《清平乐 ·会昌》十首诗词 ,写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此时 ,中国革

命处于极其艰苦、复杂的严峻时期。党内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又 出现了
“
左

”
倾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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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坚持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正确决策却未

得到当时党中央的理解。在连续不断的反革命
“
围剿

”
的白色恐怖中,一些人发出了

“
红旗倒底能

打多久
”
的哀叹。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 周山下红旗乱。

”
在

“
三十万

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
的严峻形势下 ,毛泽东同志如中流砥柱 ,率领我军民力挽狂澜 ,“敌军

围困万千重 ,我 自岿然不动
”
,寻找战机 ,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天兵怒气冲霄汉

”
,“横扫千军如卷

席
”
,皆表现了我军纵横驰骋 ,所 向披靡的英雄气概。而

“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
,既是对

革命战士的歌颂、激励 ,又是对
“
左

”
倾教条主义断送革命根据地的谴责 ,是党内路线斗争的见证。

第二高潮:1934年 秋到抗日战争时期 ,从《忆秦娥 ·娄山关冶刂《清平乐 ·六盘山》,共五题七

首诗词 ,写于长征途中。诗篇或歌颂红军的
“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
的革命斗志 ,“万

水千山只等闲
”

,“不到长城非好汉
”
的豪迈气魄 ,或描写红军克服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 ,战胜了几

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取得长征胜利 ,〃三军过后尽开颜
”
的欢欣。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雄风英

姿。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 ,国 土沦丧 ,蒋介石对内镇压 ,对外投降 ,中 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

时 ,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 ,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沁园春 。雪》从写景落笔 ,囊括数万

里 ,纵横几千年 ,发历史兴衰之感叹 ,抒无产阶级之豪情 ,形象地揭示出
“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

时代 ,正 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 ,已 经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咆这一真

〕刂I雪 。

第三高潮 :新 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诗词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姿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风貌。《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令 :“宜将剩

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一唱雄鸡天下白

”
,则 表现了中华儿女

“
换了人间

”
的幸福和喜悦 ;

《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等诗 ,形象地表述了在新形势下我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统战政策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 ;面 对六十年代初国内经济极其困难 ,中

苏关系恶化 :“万花纷谢一时稀
”

,“高天滚滚寒流急
”
的险恶形势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有

“
要扫

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
的英雄气概 .学 习

“
金猴奋起千钧棒

”
的斗争精神 ,做

“
乱云飞渡仍从容

”
的

劲松 ,傲霜斗雪的梅花 .用 斗争去夺取胜利。

综上所述 ,毛泽东诗词题材广阔浩瀚 ,内 容丰厚精深 .它形象而艺术地展示了中国无产阶级

革命的光辉战斗历程 .融进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哲理思考 .是 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

史诗 ,艺术地揭示了
“
无产阶级是丿、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

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吒 ,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和崇高。

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品格的对象 ,一般邡具丫r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历史印记。崇高正是这种壮

烈场面遽烈地激发出为真理、为理想而斗争n勹 战斗豪情和伦理态度 ,体现了肯定历史发展趋势的

先进社会力量的本质属性。因为
“
英雄是生活中表现崇高的最鲜明的形式呃。毛泽东同志强调 :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吧 ,担 负着

“
整个儿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 ,把它

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
的历史使命。e歌颂英雄的人物、英雄的人民是毛泽东诗

词反映人类生活的突出主题 ,从而展示了无产阶级英雄人格思想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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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歌颂英雄群体 ,歌颂千百万工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立志献身于中国革命 ,就怀着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 ,寻找改造中国的历史力量 :“ 问苍茫大地 ,谁 主沉浮?”在革命实践中 ,毛泽东同志

认识到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啕

,“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峋 ,毛泽东用如椽

的大笔 ,抒写人民的豪情壮志 ,展现他们的雄风英姿 ,歌颂他们势不可挡的威力。在这里 ,有
“
不周

山下红旗乱
”
的千百万工农 ;有

“
风卷红旗过大关

”
、
“
十万工农下吉安

”
的苏区军民;有

“
踏遍青山

人未老
”
、
“
万水千山只等闲

”
的红军战士 ;更有那依天抽剑、力裁昆仑的巨人,更显

“
力拔山兮气盖

世
”
英雄气概和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巨大力量。在《沁园春 ·雪》一词中,毛泽东同志站在历史唯

物主义的高度 ,纵览历史 ,雄视百代 ,对
“
秦皇汉武

”
、
“
唐宗宋祖

”
、
“
成吉思汗

”
给予历史的评价。这

些人物 ,在中国封建时代 ,他们皆是有雄才大略 ,颇有建树的显赫人物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过进

步作用。然而 ,随着历史的发展 ,入类社会的进步 ,封建帝王的显赫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皆成历

史 ,而真正的英雄 ,是党领导下的伟大人民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
。对为中华民族的独

立富强作出贡献的人民群众及其英雄人物 ,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激情洋溢的赞颂。在毛泽东诗词

中,人民是力量的象征 ,胜利的象征 ,“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

,“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

杰怕熊罴
”
,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

“
英雄激情

”
和

“
胜利感

”
。(狄德罗认为崇高感就是

“
英雄激

情
”
和

“
胜利感

”
)

其次 ,歌颂功绩卓著的英雄典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实践主体既

包括群体 ,也 包括个体.二者辩证统一。没有个体 ,也就无所谓群体 ,群体是个体的整体形态 ,群体

的力量、精神只能通过个体来表现∈而个体又在群体中得到施展才能的环境和条件。无产阶级的

英雄群体 ,他 们无论过去、现在或将耒 .r吁 扌Π负的是改造旧世界 .建 设新世界 Q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的伟大使命 ,从事的是世界上最伟大壮丽的事业。无疑具有崇高感。而在这个伟大斗争中涌现出

来的英雄个体 ,他们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共思想、行为更具代表性 ,因 而更具崇高感。

崇高作为美的特殊形态 ,是人类社会实践中
“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

中,人的本质属性在个人斗争中表现得愈自觉、愈鲜明深刻 ,他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及伦理行为

就愈能成为崇高的对象。如生活中的张思德、白求恩、雷锋、刘胡兰皆是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 ,有

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为之献身的高度自觉性。毛泽东同志或撰文、或题词 ,给予高度评价。艺术

是生活的反映 ,毛泽东诗词也是英雄的颂歌。
“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
,是对是智多谋

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开辟革命根据地 ,屡 立战功的赞颂。
“
山高路远坑深 ,大

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对彭德怀同志指挥大军 ,“纵横驰奔
”
,威震四海的军

威和赫赫战功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这些诗篇艺术地阐明了
“
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

物 ,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
这一哲理。诗篇充满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 ,洋溢

着
“
英雄激情

”
和

“
胜利感

”
,再现了英雄本质的崇高。

艺术中的崇高还表现在严重的社会冲突中人的高尚的道德行为被扼制、被戕害 ,从而
“
构成

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地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cΦ ,导致杰出代表人物的

惨遭失败 ,乃 至死亡。即悲剧通过
“
美丑的严重斗争

”
和

“
丑对美的暂时压倒 ,却强烈地展示了美的

最终和必然胜利。这种悲剧的审美特征实质上是一种崇高的美 ,在这里 ,崇高所带有的实践斗争

的艰苦性 ,表现得为震撼人心 ,(往往是悲剧英雄的牺牲 )”
Θ《蝶恋花 ·答李淑一》中

“
我失骄杨君

失柳 ,杨柳轻飑苴上重霄九
”
的英烈忠魂 ,与 日月同辉 ,与天地共存 ;“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 飞顿作

倾盆雨
”
,体现了

“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 叫日月换新天

”
的慷慨悲壮、蓬勃奋发的崇高美 ,具有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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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美特征。

崇高和优美都是美。但一般说来 ,崇高的事物体积是巨大的 ,力量是雄伟的 ,以
“
气势

”
胜。优

美的事物 ,形体是秀雅的 ,风格是明媚的 ,以
“
神韵

”
胜。自然界的崇高往往表现在其数量上和力量

上的巨大与形式美 (例如 :X寸 称、均衡、谐和、比例等)一般规律的矛盾冲突。当它突破形式美的樊

篱以粗犷狞厉的外在形态出现时 ,便获得了崇高的审美形态。如空间的崇高 :崇 山峻岭、繁星夜

空 ;日寸问的崇高 :古国废墟、原始森林 ;自 然力的崇高 :山崩海啸、电闪雷鸣⋯⋯选择自然界富于表

现崇高美的对象 ,是构成毛泽东诗词崇高风格的重要因素。

首先 ,巨 大的时空跨度 ,气势恢宏。诗人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 ,超越时空。古今历史 ,万里风云

尽收笔底 :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 问苍茫大地
”
;或放眼长城内外 ,大河上下 ,茫 茫九派 ,寥廓江

天 :“鲲鹏展翅九万里
”

,“ 玉宇澄清万里埃
”

,“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

,“万类霜天竞自

由
”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
,造成巨大的空间跨度 ;或纵览历史 ,评说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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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 回首

“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

东临碣石有遗篇
”
,看

“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
,“一万年太久 ,

只争朝夕
”
,造成恢宏浩阔的时间跨度。时空的无极限 ,数量的无穷感 ,使毛泽东诗词呈现出恢宏

壮阔的境界 ,从而获得崇高美的审美形态。

其次 ,描写壮美的自然景象 ,造成广阔遒劲的意境。诗歌境界有大小 ,风格各异 :或柳永
“
杨柳

岸 ,晓风残月
”
似的秀美 ,或苏东坡

“
大江东去

”
式的壮美 ,前者发阴柔之声 ,后者吐阳刚之气。毛泽

东诗词无疑属于后者。在自然景物的选择上 ,毛诗描写山川大海 Q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气势和力度。

其中,有雄伟磅礴的乌蒙山,白 云簇拥的白云山,天高云淡的六盘山,虎踞龙盘的钟山,森严壁垒

的井冈山,更有横空出世的昆仑山,刺破青天锷未残的群山。与山的壮阔媲美的是浩瀚的江河大

海 :铁索桥横的大渡河、水拍云崖的金沙江 .白 浪滔天的北戴河 ,奔 腾不息、一泻千里的长江⋯⋯

在伟大诗人笔下 ,写 山,山 高势威 ;写水 q水急浩瀚。即使是非山非岭的龙岗,也是雾满千嶂 ,神奇

诡谲 ,令人惊叹。看来相对
“
文静

”
的湘江 ,也是

“
百舸争流

”,且“
寥廓

”
万里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仍

是一副壮丽无比的画面。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 ·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崇高的特征是
“
无形

式
”
,即 对象的形式无规律、无限制或无限大。

“
它们(按指自然里的崇高现象)却 更多地是在它们

的大混乱或极野、极不规则的无秩序或荒芜里激起崇高的观念 ,只要它们同时让他们看见伟大和

力量
”
。他还强调 :“真正的崇高不是感性形式所能容纳的 ,它所涉及的是无法找到恰当的形象来

表现的那种理性观念 ;但是正是由这种不恰当(这是感性对象所能表现出的),才 把心里的崇高激

发出来。
”
在毛诗中,无论

“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
,“雾满龙岗千嶂暗

”
,还是

“
苍山如海 ,残阳如

血”
,或是

“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
,皆能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激起人们心中的激情 ,

使思想净化升华 ,“把心里的崇高激发出来
”
。

第三 ,描写动态美 ,赋予万物以旺盛的生命力,使之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罗丹说 ,动是一切

物的灵魂。从美学角度看 ,静态描写虽然也能产生美 ,但一味的静态描写难免有平板呆滞之嫌 ,缺

乏生命力。而动感则使万物充满生机 ,富有生命力。这是因为美是实践的产物 ,美的形态取决于

实践的方式和形式。在实践过程中,主客体如表现为相对统一 ,取和谐状 ,属 优美 ;如主客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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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立 ,取冲突状 ,则是壮美。前者呈静态美 ,后者为动态美。即使同一事物 ,以 动态形式呈现时 ,

则比静止状态更能产生崇高感。如杜甫的
“
群山万壑赴荆门岣 ,黄滋的

“
华岳之峰马上来呻 ,辛弃

疾的
“
叠嶂西驰 ,万马回旋 ,众 山欲东殉皆如此。毛泽东同志笔力雄建 ,或直接描写

“
百万雄师过

大江
”

,“风卷红旗过大关
”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

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 ;或描写千姿万态 ,变幻多端、活泼壮阔的自然景观 :“金沙水拍

云崖暖
”
、
“
洞庭波涌连天雪

”
、
“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 动扶摇羊角

”
;或化静为动 ,赋万物以生命 ,汪

洋恣肆 ,更富生机和气势。如本是呆板静止的山,在诗人的笔下 ,是
“
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 ,万

马战犹酣
”
。或

“一山飞峙大江边∵,这些景物以其强烈的突然感和突出感 ,不仅加重了形象本身的

坚实感 ,更富于它活泼的生命和神秘感 ,使人产生
“
或者是畏惧、或者是惊叹

”
的崇高感。⑩特别是

在使
“
千古词人共折腰

”(柳亚子语)的《沁园春 ·雪》中,那 白雪皑皑、绵延起伏的群山
“
山舞银蛇 ,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
从自然的角度看 ,白 雪复盖的群山是死寂、冷清、了无生气的 ,毛泽

东却以
“
银蛇

”
、
“
蜡象

”
状山,赋予雪山以旺盛的生命力,且

“
舞

”
且

“
驰

”
,生龙活虎 ,一 片生机。不仅

如此 ,诗人出手不凡 ,更富予群山以气质、人格 t精神 :勇敢进取 ,不断向上 ,敢向命运抗争。自从盘

古开天地 ,天公是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统治者 ,万物皆伏首听命。大雪肆虐 ,“瀚海阑干百丈冰 ,

愁云惨淡万里凝
”
,云 凝天冻埋海陆 ,杀物之性伤人欲

”
,而此时的群山起而抗争 ,敢与天公争高

下。所向披靡 ,无往不胜 ,具有
“
庄严、雄伟、威武、遒劲哂之神韵 ,使欣赏者受到巨大的

“
感染力

”
,

产生
Ⅱ
惊叹

`“

崇苞t`“ 狂喜
`“

振奋
”
的艺术效果 ,具有震撼人心的动态美。

可见,自 然现象的崇高表现为大与力,崇 高物象的规模 ,崇高现象的力量要
“
更大得多 ,更强

得多刂。毛泽东诗词意境壮阔、堆沣瑰丽 ,且
Ⅱ
取神题外、设境意中

”
.纵横千古 ,激发了人们心中

的崇高感。

四

马克思认为 ,审美活动是
“
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

”
的

“
关系的规定性

”
。他强调 :“对象

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们的对象 ,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 ;因 为正

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
”c)这 就是说 ,在审美活动中,不仅必须

具有主客观因素 ,而且对象性质和主体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极为重要。这不仅关系审美

活动能否进行 ,更关系到审美活动的实际效果。审美对象不同,其性质、特点不同 ,审美效果相异。

同理 ,审美主体不同,其审美方式、性质、特点不同,审美结果也不-样 。在这
“
特殊关系

”
中,审美

对象构成审美关系的前提和条件 ,审 美主体则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审美过程中,审 美主体能
“
把自

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氵

,有 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因 而是更积极

和更重要的因素。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并不乏崇高美。屈原的诗神奇不凡,李 白的诗飘逸豪放 ,杜

甫的诗雄浑博大 ,苏轼的词轩昂奔放 ,陆游的诗悲壮激昂,曹操的诗慷慨苍凉 ,岑参的诗瑰丽雄

奇。但由于时代、思想的局限 ,才情受到压抑 ,抱 负难以施展 ,在他们壮美诗篇里总渗透着抑郁之

气、愤懑之情 ,掺杂着悲愤痛苦。如在
“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
的雄浑浩翰里 ,也渗入

了
“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
的失意 ;Θ 在

“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
的雄奇

气势中,也掺杂着
“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R朝如青丝暮成雪

”
的悲叹 ;2Φ

“
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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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流人物⋯⋯惊涛拍岸 ,卷起干堆雪
”
的豪放博大 ,也掩不住

“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

梦
”
的虚无 ,使诗篇难以进入更崇高的境界。而毛泽东诗词则一扫昔日墨客骚人笔下的抑郁悲凉 ,

格调高昂,气势遒劲 ,汪洋恣肆 ,境界宏大 ,给人以突出的崇高感。

自古以来 ,描写战争的诗篇不计其数 ,也不乏名篇佳作。
“
僵卧孤村不自衰 ,尚 思为国戍轮

台
”

,“夜阑卧听风雨声 ,铁马冰河入梦来
”

,“靖康耻 ,犹未雪。臣子恨 ,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

阙。
”
这些诗篇意境开阔 ,极有气势 ,抒写了志士仁人的正义之气和为国捐躯的豪情壮志。然而 ,字

里行间 ,却流露出一种抑郁、哀愁、感伤或悲怆之情。同是描写战争 ,毛泽东诗词格调高昂雄壮 ,大

气磅礴 ,即 使写战争的险恶残酷 ,也充满必胜的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精神。
“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 自

岿然不动
”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 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
。字

里行间洋溢着一股豪气 ,激发我们的豪情 ,给 人以勇气和力量 ,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思

想境界。

写景抒情也如此。同是写秋 ,宋玉《九辩》一开首就是
“
悲哉 9秋之为气也!萧瑟兮 ,草本摇落

而变衰
”
。抒秋风肃杀 ,草木枯荣之情 ,发年华易逝 ,人 生将暮之感叹 ,抑郁苍凉 ,凄婉悲怆。杜甫

的《秋兴八首》、欧阳修的《秋声赋》、李贺的《秋来》无一例外。毛泽东笔下的秋天生机勃勃、辉煌灿

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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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年一

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
特别是一个

“
劲

”
字 ,彻底改变了

“一年容易又

秋风
”
的凄凉哀怨情调 ,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眼里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秋风 ,写得有声有势 ,格

调高昂豪迈 ,充满胜利豪情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写离情别绪 ,悲欢离合,大多感情纤细 ,缠绵悱侧 ,很难展示崇高雄风。江淹在《别赋》中问 :

“
谁能摹暂离之状 ;写永诀之情者乎?”

“
黯然销魂者 ,唯别而矣。

”王维《渭城曲》“劝君更进一杯酒 ,

西出阳关无故人
”
,李商隐

“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
,储 光羲

“
老幼相别离 ,哭泣无昏

早
”
,悲切、沉郁。而情侣相别 ,更添几多哀婉凄凉。如

“
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凝噎。叼

莺莺送张生 ,恨的是
“
千里搭长亭 ,没有不散的筵席。

”
毛泽东的诗词也写恋情离别 ,也不乏情意绵

绵 ,情深意切 :“ 日艮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
。然而 ,诗人笔锋一转 ,以

“
昆仑崩绝壁

”
,“ 台风扫

环宇
”
的雄伟气魄 ,割 断

“
愁丝恨缕

”
,展望

“
重比翼 ,和 云翥

”
的美好前景。于忧郁中迸发热情 ,于痛

苦中蕴育希望 ,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浩 然正气 ,与天地共存 ,展现了无产阶级

革命家博大胸襟和弃私情循公情的崇高思想境界 ,艺术地展现了毛泽东
“一个之我

′
,小我也 ,宇宙

之我 ,大我也 ;一个之我 ,肉 体之我也 ,字宙之我 ,精 神之我也
”:的 哲学思想和人生观。

崇高的气势 ,来 自崇高的品质、节操。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首先来自诗人伟大的革命理想和

无产阶级高尚情操。托尔斯泰认为 :“ 艺术是这样一种人类活动 :一个人用某些外在的标志有意识

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受到感染 ,也体验到这些感情。
’’g所

谓
“
志高则言洁,志大则

辞宏 ,志远则旨永
”
,正寓此理。毛泽东同志深谙艺术之中味 ,强调诗歌是作者意志思想的表达方

式 ,诗品出于人品 ,“诗味
”
也是

“
人味

”
。为此 ,他先后为诗人徐迟和《诗刊》题词 ,以

“
诗言志叶目贝曾。

正是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对祖国的挚爱 ,才能发出
“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的时代最强音。只有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 ,才 能纵论干古 ,评 说干秋 :“
J惜

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 宗宋祖 ,稍 逊风

骚
”
。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 ,高瞻远瞩 ,对未来充满信心 ,使诗人写下了惊天地、泣鬼

神的壮丽诗篇 ,向 历史宣告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              ‘

其次 ,毛泽诗词的崇高美也来于诗人伟大非凡的人生实践。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 ,存在



第 1期 宋光成 :试论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

决定意识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毛泽东集政治家 、军事家、哲学家 、诗人于一身 ,是无产阶级及其先

锋队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代表 。他既有政治家的抱负 ,又有军事家的胆略 ,哲学家的睿智 ,诗人的

才情 。他既是中国革命的统帅 ,有驰骋南北的戎马生涯 ,又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领导者和实践者 ,使之具有冠绝古今的题材和思维境界 ,以及诗人所特有的对美的事物的敏感

性 、对崇高美的强烈追求 ,使 他能融革命风云于胸中 ,广撷博采 ,取精用宏 ,从 而创造 出毛泽东诗

词亘古未有的崇高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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