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史诗
——毛泽东诗词与中共党史

■

昏天黑地：“长夜难明赤县天”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韶山闭塞贫穷，毛泽东孩儿立志出乡关

▲汪建新

主讲人简介：

汪建新，江西婺源人，1964 年 9 月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
长。长期从事干部教育，十多年来专注于毛泽东诗词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毛
泽东诗传》《品读诗人毛泽东》《红色管理摇篮井冈山》 等；主讲电视系列片

《毛泽东的诗人情怀——阅尽人间春色》；译著有《战略管理》《面向未来的管
理——组织行为与过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上下都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史有多种学法，也有多种讲法。本期讲坛以毛
泽东的奋斗人生和心路历程为切入点，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和近现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为主线，用毛泽东诗词进行贯穿和梳
理，视角独特，脉络分明。本次讲坛特刊此文，以期在领略毛泽东诗词史诗魅力的同时，解读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伟岸人格，感悟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百年辉煌。

■

指天问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各种思潮纷然杂陈，毛泽东上下求索寻救国良策

■

翻天覆地：“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国革命艰难曲折，道路决定命运，毛泽东独辟蹊径闯新路

■

顶天立地：“刺破青天锷未残”
共产党人无私忘我，坚定执着勇猛，毛泽东越是艰险越向前

■

蟠天际地：“唤起工农千百万”
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放手发动群众，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

■

改天换地：“地动三河铁臂摇”
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发展日新月异，毛泽东励精图治搞建设

■

惊天动地：“彩云长在有新天”
百年变局前所未有，风景这边独好，习近平领航奋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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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
当水击三千里”，但他是彻底的辩证唯
物主义者。他既有“踏遍青山人未老”

“莫叹韶华容易逝”的豪迈，也有“人
生易老天难老”“鬓雪飞来成废料”的
感喟，更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紧迫感。毛泽东不断实现理想、铸就
辉煌，但也有很多未了心愿。不可否
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中走过弯路，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
他终究是一代伟人。他改造了中国，也
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
世界。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中华民
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

“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
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
风破浪会有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开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
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
对不忘“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初心使
命，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
神，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
力，满怀“风景这边独好”的充分自
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台
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
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
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方位的、开创
性的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深层
次的、历史性的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
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从鸦片战争开
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
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内遭反动统
治者的残酷压迫。“东海有岛夷，北山
尽仇怨。”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
家都侵略过中国，尤其是日本不断侵
犯中国，而沙皇俄国大肆侵吞中国疆
土。“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而国内也是矛盾突出，地主与农民之
间的阶级对立异常尖锐。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
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的一户农民家
庭。尽管他家的境况还算殷实，但韶
山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贫穷的山村并无
二致，广大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韶山冲流传着这样的民歌：“韶山
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
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还
有一段顺口溜：“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这是当年韶山冲贫
苦山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此刻
骨铭心。

1902年春，毛泽东进入南岸私塾
读书，先后就读了六个私塾。毛泽东熟
读四书五经，但他更喜欢读《精忠传》
《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
“杂书”。他发现旧小说人物都是武将文
官书生，从来没有农民主人公。改良主
义者郑观应《盛世危言》的许多新思想
使他受到启蒙，而《列强瓜分之危险》
一书中的“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使
他对国家前途深感忧虑。1910年秋，
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临行
前，他给父亲留下一首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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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表达了
少年毛泽东冲出偏远闭塞的韶山，好男
儿志在四方的强烈渴望。从此毛泽东义
无反顾地走向外面的世界，海阔凭鱼
跃，天高任鸟飞。

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之后，毛
泽东开始了“修学储能”的求学生
涯，其中主要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读书。他立下人生誓言：“与天奋
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
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915年
5月7日，袁世凯悍然接受丧权辱国
的“二十一条”，毛泽东愤然题诗言
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
仇？在我学子！”1915年9月，他发
布《征友启事》，“嘤其鸣矣，求其友
声”，征集志同道合的朋友，“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1918年4月14日，他与蔡和森等人
创建进步团体新民学会，立志“革新
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会员罗章龙打算赴日本留学，毛泽东
写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为其
饯行，强调“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
宇宙看秭米”“管却自家身与心，胸
中日月常新美”。

1918年夏季毕业后，他探索救
国救民之策的行动更加积极、更加
稳健。他进行带有乌托邦色彩的

“新村主义”尝试；发动驱逐军阀张
敬尧的“驱张运动”；组织有志青年
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学生反帝
爱国运动；创刊思想激进的 《湘江
评论》；兴办传播进步书刊的文化书

社；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推动湖
南自治运动；倡议把“改造中国与世
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宗旨……

尽管青年毛泽东没有用诗作直接
抒写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
大事件，但他一直挺立于时代潮头，
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筹
建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坚定
的共产党人和职业革命家。共同的革
命理想与追求使毛泽东与杨开慧结为
革命伴侣，婚后他们聚少离多。毛泽
东难免也有“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
翻波浪”的彻夜思念，有“挥手从兹
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
离愁别绪。“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
涯孤旅”，毛泽东以“要似昆仑崩绝
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毅然决
然，“凭割断愁丝恨缕”，全身心投入中
国革命事业。

毛泽东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
任，但究竟如何付诸行动，他也在苦苦
思索。一方面是大革命如火如荼，一方
面却有无法遏制的暗流涌动。1925
年，毛泽东在长沙橘子洲头“独立寒
秋”，面对“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壮美
秋景，反观黑暗统治、民生多艰的残酷
现实，敢问路在何方？他从内心发出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
一气壮山河的诘问。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轰
轰烈烈的大革命付诸东流。“茫茫九
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
苍苍，龟蛇锁大江”，毛泽东心情苍
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残
酷现实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没有武
装的革命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
就无法改造中国与世界，他得出一个
石破天惊的结论：“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

动”，毛泽东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毛
泽东第一次打出共产党人自己的旗
帜，从此工农阶级有了为自己打天下
的工农子弟兵。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果断放
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引兵井冈，
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上农村武
装割据的道路，“黄洋界上炮声隆，报
道敌军宵遁”。从此，穿长衫的毛泽东

毛泽东咏山的作品很多，他把山
刻画得形神兼备，“江山如画”“江山
如此多娇”，表达了毛泽东强烈的爱
国情怀。“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
欲堕，赖以拄其间。”山犹如利剑刺
破青天，自身却完好无损，天塌下
来，山一柱擎天，真乃“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在百年奋斗中，共产党
人不畏强暴，不惧风险，敢打必胜，

“欲与天公试比高”。
中国革命艰苦卓绝，“敌军围困

万千重”“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
滚来天半”，毛泽东以“我自岿然不
动”的从容气度，以“今日长缨在
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英雄气概，不
断“报道敌军宵遁”。面对“路隘林
深苔滑”“赣江风雪迷漫处”“雾满龙
冈千嶂暗”“大渡桥横铁索寒”“山高
路远坑深”等严峻考验，毛泽东领导
人民军队“雪里行军情更迫”“万水
千山只等闲”“大军纵横驰奔”。

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的斗争实
践受到党内各种“左”倾错误路线一
再打压。他极力压制内心郁闷，挥洒

“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迈，舒展
“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豁达，一扫
“自古逢秋悲寂寥”的衰颓，盛赞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
春光”的壮美秋景，高唱“战地黄花

分外香”的人生赞歌。毛泽东愈挫愈
勇，“要向潇湘直进”“直下龙岩上杭”

“直指武夷山下”“席卷江西直捣湘和
鄂”。一个“直”字，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毛泽东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中
华始祖黄帝陵，毛泽东亲笔撰写四言诗
《祭黄帝陵文》。祭文痛陈“强邻灭德”“琉
台不守”“辽海燕冀，汉奸何多”“匈奴未
灭，何以家为”的民族危亡，表明共产党
人“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表
达“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
国权”的坚强决心，堪称是中华民族誓死
抗日的“出师表”。

毛泽东早期诗词作品中，“我怀郁
如焚”“君行吾为发浩歌”“我返自崖君
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我”，
多指本人，意在抒发个人情感。毛泽东
心系天下，从不沉湎于“小我”之情。

“我自岿然不动”“狂飙为我从天落”
“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中的
“我”，不再是个体，而是群体。而在
“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到长城非好汉”
“宜将剩勇追穷寇”中，他已然超越
“小我”，融入“大我”，达到“无我”
之境。毛泽东胸怀“太平世界，环球同
此凉热”的宏大抱负，致力于创造“四
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
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崭新世界。

唐代罗隐《蜂》诗写道：“采得
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改
造中国与世界，究竟为了谁？毛泽东
用两句诗予以回答。“收拾金瓯一
片，分田分地真忙”，攻占一个地
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
命，开展“耕者有其田”。“遍地哀鸿
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哀鸿遍
野，民不聊生，共产党人之所以挺身
而出、浴血奋战，为的是救国救民救
苍生。《中国共产党章程》 庄严宣
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
益。”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说
挖山不止的愚公感动了上帝，派神仙
帮他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
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
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我
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
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
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
众。”“枯木朽株起努力”，有劳苦大
众倾心支持，中国革命无往而不胜。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
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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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柳亚子所赞誉
的那样，“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
瑰丽词”，毛泽东坚决反对帝王将相、
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盗跖
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他
把那些曾被诬为“匪”“盗”“逆”的奴
隶起义、农民起义英雄推崇为“风流人
物”。他在注释“俱往矣，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时，明确说明“末三
句，是指无产阶级”。“中华儿女多奇
志”“六亿神州尽舜尧”，人民至上。

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
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十万工农下吉
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
万，同心干”，他放手发动群众，坚信人民
群众一旦觉醒并汇入中国革命洪流，将
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早已森严壁
垒，更加众志成城”“军民团结如一人，试
看天下谁能敌？”他紧紧依靠人民，谱写
了人民战争的精美华章。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节，举国上下，
一片欢腾。10月 3日，在北京中南
海怀仁堂举行隆重的庆祝晚会，各少

数民族代表兴高采烈地向毛泽东主席和
其他领导人献旗献礼，表达喜悦和崇敬
之情。之后，各少数民族文工团表演节
目，载歌载舞。柳亚子即席吟诗《浣溪

■

欢天喜地：“万方乐奏有于阗”
反动统治一去不返，人民翻身作主，毛泽东与民同乐庆解放

新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近百年战乱频
仍、千疮百孔、百业凋敝的烂摊子。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
的讲话中，毛泽东豪迈地宣告：“中国
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
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
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
地，迅速地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
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一个崭新
的富强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毛
泽东千方百计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努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
貌，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
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诗词也告别炮火硝
烟，转向描绘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
设，热情讴歌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
风貌。

《水调歌头·游泳》高度赞扬“风
樯动，龟蛇静，起宏图”的大好局面，
充分肯定“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的建设成果，还想象奇特地勾画了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
出平湖”的发展前景。1958年6月30
日，喜闻江西省余江县彻底消灭血吸
虫，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挥毫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绿水
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
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旧社会
瘟神猖獗，人民遭殃。新社会，在党的
领导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天连五
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

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瘟神逃脱
不了灭亡，最终被送上西天。

1959年 6月，毛泽东回到魂牵梦
绕的韶山。他访贫问苦，请乡亲们吃
饭，可残羹不剩的场景使他内心隐隐作
痛，浓情写下《七律·到韶山》。“喜看
稻菽千重浪”，与其说是诗人的一种浪
漫笔调，不如说是领袖对人民丰衣足食
的一种热切期盼。1965年 5月，毛泽
东“千里来寻故地”，重上井冈山。“旧
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
流水，高路入云端”“多了楼台亭阁”，
他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接连写下《水
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
冈山》。

二战结束后，国际局势错综复杂，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高天
滚滚寒流急”“已是悬崖百丈冰”。毛泽
东气定神闲，“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
飞渡仍从容”“梅花欢喜漫天雪”。他蔑
视各种国际反动势力，“独有英雄驱虎
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为粉碎敌对势
力的和平演变阴谋，毛泽东十分注重培
养“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代新人。而

“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
连”使他欢欣鼓舞，1963年8月1日写
下《杂言诗·八连颂》。“奇儿女，如松
柏。上参天，傲霜雪”，这是对好八连
的热情礼赞，是对党和军队的谆谆教
导，也是对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至今
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毛泽东是叱咤风云的卓
越政治家，也是独领风骚的伟
大诗人。在缔造新中国和建设
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成就
了举世公认的千秋伟业，也创
作了气吞山河的不朽诗篇。白
居易《与元九书》有云：“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诗史合一是毛泽东诗词
的鲜明特色。毛泽东诗词植根
于中华悠久文化的厚重土壤，

孕育于跌宕起伏的革命征途，形
象反映中国共产党人救国救民
的艰辛历程，艺术记录近现代中
国风起云涌的沧桑巨变，是波澜
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
宏伟史诗，是毛泽东辉煌灿烂的
奋斗人生和心路历程的真实写
照，是感悟毛泽东坚定执着的初
心使命的独特文本，也是解读筚
路 蓝 缕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为 什 么

“能”的鲜活教材。

开始戎马倥偬，南征北战。毛泽东诗
词也告别“呼声革命”的“书生意
气”，不再单纯摹景抒情，转向战争
纪实，他把诗情融入战争，使战争充
满诗意。

国民党反动派把革命武装诬称为
“匪”。“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
冲霄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称其为
主持正义的“天兵”。工农武装割据
风生水起，蒋介石一再兴兵“进剿”

“会剿”“围剿”。毛泽东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迎来“红旗跃过汀江”的
根据地拓展，夺得“前头捉了张辉
瓒”的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创造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第二次反“围
剿”辉煌胜利。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
闻”“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不周山
下红旗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

卷西风”，毛泽东将道路自信诗化为
“山+红旗”的独特意象。改造中国与
世界的正确道路是在山里寻求到、从山
里走出来的。毛泽东对革命摇篮井冈山
情有独钟，用《西江月·井冈山》《水
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
山》反复吟咏。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
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他始终
高举“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旗帜，攻克娄山关，翻越六盘山，问鼎
昆仑山，“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尽开颜”，一路“满宇频翘望，凯歌奏
边城”。待到“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
雄师过大江”时，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尤其是针对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无视
警告擅闯长江水域，我军果断炮击使其
中弹搁浅，更是平添了“天翻地覆慨而
慷”的划时代意义，既宣告了蒋家王朝
败局已定，也标志着西方列强“炮舰外
交”的彻底终结。

沙》：“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
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
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
前！”次日，毛泽东欣然和词 《浣溪
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
天，百年魔怪舞蹁跹，人民五亿不团
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
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属唱和
之作，从高处着眼，从大处着笔，抚今
追昔，构思精巧。上阕揭露和批判旧中
国的黑暗统治，寥寥数语写尽中华民族
饱受的磨难与痛苦。下阕描绘各族人民
翻身解放的喜人情景。“一唱雄鸡天下
白”，引用李贺《致酒行》成句，比喻
新中国诞生犹如雄鸡高唱，驱走漫长黑
夜，迎来无限光明。

“万方乐奏有于阗”，“万方”指神
州大地，也指各族人民。柳词中“那容
百族共骈阗”中的“骈阗”，也作“骈
填”“骈田”，是聚会、会集之意。毛泽

东以“于阗”对“骈阗”，堪称神来之
笔。新疆地名“于阗”指新疆文工团，
寓意各族人民欢聚一堂。言下之意，连
古称“于阗”的偏远之地都派人参与国
庆联欢，怎能不是“万方乐奏”？只有
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各族人民大团结的
思想意义瞬间跃然纸上。“诗人兴会更
无前”，诗人激情澎湃讴歌新社会。

“于阗”是汉代西域的国名，在汉
代即被纳入中央政权版图，唐代时已成
为“安西四镇”之一，是古代中西陆路
交通必经之地。此间出产的和田玉是
边疆与中原、东方与西方文化和商贸
交流的第一个媒介。于阗还曾是佛教
东传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清光绪八年
（1882年） 置于阗县，今属新疆和田
地区。毛泽东由国庆晚会的文艺舞
台，联想到“往事越千年”的历史舞
台，既颂扬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巨
大变化，也彰显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正
焕发出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