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党百年读华章
——品读毛泽东诗词

■

毛泽东诗词的“诗史合一”

▲张连起

主讲人简介：

张连起，全国政协常委，无党派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经济专家，会
计审计专家，资深注册会计师，人文会计的首倡者和践行者。曾获“2020年
度优秀履职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是领导中
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艺术成果，真
实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中国革命史的壮丽画卷，也是解读革命文化的独特文本。本期讲坛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张连起讲读毛泽
东诗词。

■

毛泽东诗词的“天地”话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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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史诗，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诗化载体。毛泽东诗词丰富的历史蕴涵
还表现在诗人在困境时期的心路历程。
即使经历“三落三起”，革命浪潮有高有
低，境遇有顺有逆，人的心情也会时起时
伏，他都十分坦然。他自言：“大革命失败
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
又是郁闷的。”这种心境，自然会对他的
诗词创作产生影响，一些诗词在豪放之
中又自然流露出些许婉约之风。然而，毛
泽东毕竟是一位早已将“小我”奉献于

“大我”之人，早已是将生死荣辱置之度
外之人，因而方能“愈挫愈奋”“沧海横
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南宋文天祥在《集杜诗·自序》中
道：“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
之辞，寓记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
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文天祥
认为，杜甫诗词暗含着史实；毛泽东的
诗词当然可以当作诗史来看。《忆秦
娥·娄山关》，是毛泽东1935年2月的
作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重
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内的领

导地位。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原计划于四
川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由于蒋介
石集结重兵拦截，红军不得不折回遵义，
折回途中，消灭了扼守娄山关的贵州军
阀王家烈部一个师。这首词，写的就是这
次攻占娄山关的战斗。

1962年3月，毛泽东在删改郭沫若的
文章《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时写道：“在
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
有月亮，午后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
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南方
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
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
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雄关”指娄山关，“漫道”的意思是莫说，不
要说；不要说娄山关如铁一般坚固；红军依
然攻克了下来，从娄山关上面翻越过去了。

毛泽东的诗词发微阐精，蕴含着一
滴水里看太阳的智慧，他的聚微漾之细
丝、拢毫发之轻飏的仰观天文、俯察地
理，参宇宙之博大、品万类之盛盈的大襟
怀、大志向与大实践，都写在了他的诗词
之中——这正是毛泽东诗词高妙不可言
传之魅力所在。

在毛泽东的诗化党史中，关于
“天地”的诗句大气磅礴，引人关
注，其中有“万类霜天竞自由”“问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狂飙为我从
天落”“欲与天公试比高”“天若有情
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可上
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等名句，
而且“天”“地”连用的诗句也不
少，如“天翻地覆慨而慷”“多少
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
年太久，只争朝夕”“试看天地翻
覆”等等。诗言志、歌咏言，“天翻
地覆”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社会换

了人间、沧桑巨变的恢宏历史和人民当
家作主、建设新中国开辟新天地的辉煌
成就。“天行健”“地势坤”，但凡有

“天地”诗心者，其诗言诗语往往超凡
脱俗、穿越时空、气势宏伟。

毛泽东笔下的江、河、湖、海等同样
是意境阔大，气吞山河。从“漫江碧透，百
舸争流”的湘江，“茫茫九派流中国”的滚
滚长江，到“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北
戴河一带的渤海；从“万里长江横渡，极
目楚天舒”，到“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
向钓鱼台”的钱塘江观潮，毛泽东以壮丽
雄阔的景象展示改造大自然、造福全人
类的胸襟抱负和伟大实践。

1963年面对国际上来势汹汹的
反华浪潮，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
若同志》，更是操持数字策略，把地球
和历史长河伸缩处置，高瞻远瞩地评
述世界风云，显示出一种气象宏大的
世界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这里连
用三个“几”字，既指出苍蝇们只占人
类极少数，又暗示着无需细算它们的
人头和动作，也知其嗡嗡者只不过如
同“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
易”一样，不会有什么出息。

对于历史进程，诗人却表现出时不
我待的急切心情：“多少事，从来急；天
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种短促的句式和巨细悬殊的时间对
比，展示了诗人总览“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局势，要奋起
行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
革命实践家的敏感锐利的气质。

这种气质表达，得益于一连串数字
词的灵活运用，却令人几乎忘记了这些
数字词的刻意安排的痕迹。数字本来用
以表示时间的刻度，但数字的诗化处
理，则可以使之或概括、或具体、亦虚
化、亦超越，从而把诗人的博大胸襟或
精微的体验融合于其间，再加上中国语
言的对偶功能的强化作用，数字就成了
开启诗词的精神气象的钥匙。

毛泽东手不释卷、信手拈来，他的

风雅是真本性、纯天然的风雅，是大气
度、雄万端的风雅。毛泽东诗词既有“我
失娇杨君失柳”的柔肠，又有“为有牺牲
多壮志”的豪情；既有“坐地日行八万里”
的浪漫，又有“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慨
叹。毛泽东的风雅来自于他的浪漫情怀
和高度自信，来自于他的诗词功底和人
生坐标，这种风雅是黑暗岁月里民众看
到的天边朝霞，是枪林弹雨中人们嗅到
的战地黄花。

我做过诗词的单字分析，毛泽东革
命浪漫主义的“数字表达”，就是他的诗
词中常用“万”字，像“万山红遍”“粪土当
年万户侯”“万水千山只等闲”“万木霜天
红烂漫”“万方乐奏有于阗”“万类霜天竞
自由”“万户萧疏鬼唱歌”“玉宇澄清万里
埃”“一万年太久”等等，有30多处。我体
会没有一定的气魄，没有一定的境界，诗
人是不敢轻易使用“万”字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核潜艇，一
万年也要造出来。这句话的神韵，只有毛
泽东能讲出来！

毛泽东曾机智巧妙地回答：“至于我
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乃是将军
的‘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
位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字，可不是
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
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
愿和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
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

毛泽东诗词的总基调是气势磅礴、
纵横捭阖，但也有着苍凉沉郁、忧时感
怀的一面，更彰显出他的诗词思想理性
的魅力，也更有夺人心魄的力量。

1935年1月，在红军二渡赤水、再
占遵义的途中，毛泽东写下了他受“左”
倾路线打压而沉寂三年、在党和红军存
亡关头复出后的第一首作品——《忆秦
娥·娄山关》。娄山关一战，关系中央红
军的生死命脉。从拂晓到傍晚，红军终
于夺下了娄山关险隘。登上山顶，血色
黄昏。尽管毛泽东指挥了红军长征以来
的第一个胜仗，但他的心情却是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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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如血。”马蹄踏着又急又细的步
子，军号像哽咽的喉咙嘶哑，苍凉的群
山如大海般起伏，晚霞的天空如血色悲
壮！在罕见的凝重气氛和引而不发的情
绪积累中，诗人从心底迸发出“从头越”
的激越呐喊！对这首词，毛泽东后来专
门作注说：“万里长征，千回百转，顺利
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
的。”我们也从沉郁中感受到诗人不畏
艰险的必胜信念、深沉召唤。

我曾将这首词与李白的《忆秦娥·箫
声咽》对比，毛词从描绘更为细致，意境更
为雄阔。

毛泽东诗词内容是阔大的，风格是刚
健的，美感是崇高的。毛泽东诗词也有不
合律之处，部分句子流于粗豪，这是事实。
毛泽东自己就明确说某一首不好，或不满
意，或不愿意发表，这并不是完全出于谦
虚。然而，衡量一个诗人的成就，要看他能
够写到多好。俄国有句谚语：“鹰有时飞得
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的高度。”

毛泽东的一生是一个诗人革命家，革
命家诗人。“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
国。”读诗、学诗、赋诗、吟诗、解诗、论诗，
对毛泽东而言，是情趣爱好，是生活方式，
是政治工具，也是交往手段。无论是喜是
悲，是忧是怒，是庆贺胜利或者抒发豪情，
毛泽东都会用诗词来表达自己高远的理
想，坚定的意志，翻卷的心潮、激荡的思绪
和绵绵的深情。

品读毛泽东的诗词，我们需要带着一
种情怀，也需要一种历史观。我从五个维
度印证毛泽东诗词的境界高度：一是王者
气，二是家国情，三是民为心，四是中华文
化精髓，五是放眼世界、纵横古今。试问，
能不“数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共
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
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
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
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
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一定能够实现！”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正是化
用了毛泽东1925年《沁园春·长沙》
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句。这
一化用，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犹
风华、世纪正青春的精神品质，也昭
示了党始终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
雄心壮志。

毛泽东诗词的神韵，是集中融合
了中国共产党人智慧和对中国革命
的切身体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品行、
操守、气质、气度、审美灵感的诗性载
体。这种亲身领导了党、军队和人民
进行伟大斗争和建设事业的领袖型
诗人作品，历史罕见，世所罕见。

那是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的时代，是万类霜天、竞争自由的年
代，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年代，
是收拾金瓯、分田分地的时代，是天
翻地覆、勇追穷寇的年代，是红雨随
心、稻菽翻浪的年代，是起宏图、铁

臂摇、热风吹雨洒江天的时代，是崖冰
百丈、妖雾重来、金猴奋起的年代……
面对着炽热的生活和波涛汹涌的历史
浪潮，毛泽东既诗情画意又雍容大度
地成为人民革命、人民战争、人民建设
事业辉煌进程的歌者，成为革命和历
史辩证法的诗意裁判家，成为对国家、
民族、历史、人生总体观照的艺术巨
匠。他的诗词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高高飘扬的旗帜，其现实主义和浪漫
主义结合的品格永远值得人们体味、
传承。

毛泽东诗词雄浑、豪放、壮美。托
物言志，寄情于景。情、景、理高度统
一。常以拟人化的手段，创造了富有时
代特征的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毛泽
东诗词想象丰富，寓意幽深，境界高
远。每当捧读就会感到胸中风雷激荡，
眼前云涛波涌，一种崇高的民族自豪
感和热爱祖国的感情如春风荡漾，油
然而生。毛泽东诗词中不少的佳篇名
句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古人说：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
一等真诗”。用这句话来形容毛泽东和
他的诗词，可谓恰如其分。毛泽东具有
雄阔的襟抱，革命的气质和丰富的斗
争实践。有精深的艺术造诣，渊博的学
识和横溢的才华，所以能写出气魄雄
伟、形象鲜明、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气魄
的瑰丽诗章。

毛泽东的诗词传承除“三李”外，上
溯就是屈原、曹操。1958年，在中央南宁
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
与会者，并要求大家都要学《楚辞》，而学
《楚辞》要先学《离骚》。

毛泽东是诗词大家，一生许多脍炙
人口的诗词中都有屈原的影子，蕴含着
屈原式的浪漫主义色彩，豪放与婉约集
于一体，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1961年，毛泽东还专门写了一首诗
《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直接称颂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屈原倾其
一生的心血所作的《离骚》，是一部自传
体的政治抒情诗，他集中反映了屈原悲
怆的人生轨迹，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疾
恶如仇的态度，痛斥了楚怀王身边那些
奸佞小人，表达了高尚的人格理想。毛泽
东非常喜欢屈原的才华和他的战斗勇
气，所以诗句以咏屈子起兴，称屈原手中
握有杀人刀。既用它书写和捍卫自己的
爱国思想、强国抱负、忧民感情和高尚人
格，还用它疾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
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这
是对屈原所处的环境的描述，抨击了贵族统
治的黑暗与腐朽，并且对屈原以死抗争的不
屈精神给以肯定。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
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
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
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1954年，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
京到外地访问前，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
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
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
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1972
年，毛泽东以一部《楚辞集注》影印本为
国礼，赠予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影
印本的原版即宋本《楚辞集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公开报道的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毛泽东诗词达40多
处。回顾毛泽东诗词的理想主义情怀、现
实主义史诗品格、英雄主义战斗精神，就
是要回顾和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
建设的伟大历程，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
人的心路历程、革命意志与思想境界。步
入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
中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
力，又要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情
怀，更要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进取精
神，不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
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最后，我以一首《品读毛泽东诗词，
传承红色基因》的短赋作为本文的结束：

“忆昔嘉兴南湖，百年之光；从此九州山
河，乘舟启航。谁主沉浮？毛词辉煌。神思
邈远，百舸争流；鹰击长空，浅底鱼翔。竹
立丛间，任它斜风细雨；梅开寒冬，付我
胸怀激荡。半阕清平乐，一曲沁园雪，寥
廓江天万里霜。书法耀古烁今，诗词雄健
豪放。指点江山千秋笔，碧血丹心万卷
淌。宏开伟业，肇始新生；丰功懋绩，浩瀚
溢香。遥追三皇五帝，笑傲王侯将相。传
承不忘毛诗词，幸福不忘共产党！”

■

■毛泽东诗词的“诗艺”特征
毛泽东诗词的一些著名词句，如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帝子乘风下翠微”

“陶令不知何处去”等借用历史典故，
又或如“狂飙为我从天落”“安得倚天
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借问瘟君欲
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洞庭波涌连
天雪”“芙蓉国里尽朝晖”等化用古人
诗句，其用字、出典、形象、意境和节奏
等，都做了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
表现出了浓郁的诗意。毛泽东曾反复

与诗友谈及写出“诗意”之难——“诗难，
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
足为外人道也”，又说“诗味不多，没有什
么特色”“文采不佳……作为史料是可以
的”。既是谦辞，也是在强调诗词创作的
诗艺特性。

虽然充分意识到自己诗作发表的政
治性，毛泽东对哪些诗作可以发表、哪些
不可以发表还是有着慎重选择的。比如
他在1950与1960年代之交所写的反对

“苏联修正主义”的诸多“读报诗”生前一

直没有拿出来发表，公开发表的“反修
诗”都是艺术性也相对更高的作品。在
文学与政治之间，作为诗人的毛泽东
仍旧始终坚持了某种筛选尺度。这大
致可以用他称之“形象思维方法”来概
括。其诗作的“形象性”，既包括对诗人
行踪的描述，用代表性意象和事件展
示新中国建设，也包括将富于时代性
和历史性的政治与思想意蕴呈现为山
川意象、典故人物风采和极富色彩感、
视觉感、动态感的细节。比如用“钟山
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呈现
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磅礴历史气
势；又如“大雨落幽燕”中的“幽燕”二
字，将眼前看似寻常的北戴河上空的
雨中那种苍茫的意境表现了出来。毛
泽东的历史感和革命主题总是通过可
见可触可感的细节和形象传递出来，

从而赋予表现对象一种极富神采的“诗
意”境界。这种“境界”意味着诗人通过他
的主观想象、感官体验和飞扬的想象力，
与现实的表现对象拉开距离，并将其转
换为另一个意蕴深厚的艺术世界。

“一唱雄鸡天下白”“萧瑟秋风今又
是，换了人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毛泽东这一时
期的诗词，有的是与人唱和，有的是托物
言志，有的是感事抒怀，有的是咏史说
今；有回乡行、有新人赋、有边关韵；有不
信邪、不信鬼的一往无前，也有面对国内
外曲折形势的沉吟低回，他深信人民群
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观，激励共产党
人永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

毛泽东一生奋斗，一生皆诗，毛泽东
诗词是他一生最深刻的精神自传，他也是
中国古典诗词的卓越继承者和创新者。

毛泽东诗词的气质表达

毛泽东诗词的忧患意识

■

毛泽东诗词的人民立场
毛泽东同志认为，人作为革命者，以

阶级、革命群体及其政党为主要载体；作
为实践者，则具有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
性。毛泽东诗词中的人民立场、人民情
怀，植根于他的这种哲学主体观。

从井冈山时期“把群众利益放在
第一位”，到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毛泽东之所以带领中国共产

党、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
为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作宗旨。
古语云，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在长
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人民群众只是
一团模糊的影子，即使偶受关注，也更多
的是为统治安稳计，所以毛泽东在《送瘟
神》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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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诗词的奋斗精神
毛泽东用诗词语言表达了奋斗才能

改变面貌、实现目标的哲理。1939
年，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题了一
首四言诗，其中写道：“到之之法，艰
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诗中
所提的“志”，少年毛泽东在 《赠父
诗》 中有这样两句：“孩儿立志出乡
关，学不成名誓不还。”这个“志”，
1959年，毛泽东在 《七律·到韶山》
中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1965年，毛泽东在《水调歌
头·重上井冈山》中写道：“久有凌云
志，重上井冈山。”他回顾了奋斗的过
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
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
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奋
斗的结果证明：“世上无难事，只要肯
登攀。”

这个经过奋斗而取得的胜利成果，

毛泽东在《念奴娇·井冈山》中是这样
描述：“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
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
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
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毛泽
东的许多诗词都从不同的情境出发，形
象地表达了奋斗与胜利的关系。比如
说，有了“更加众志成城”，才有了

“报道敌军宵遁”。有了“枯木朽株齐努
力”，才有了“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了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的卓绝奋斗，有了“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
渡桥横铁索寒”的奋斗经历，才有了

“三军过后尽开颜”。有了“金猴奋起千
钧棒”，才有了“玉宇澄清万里埃”。有
没有不经过奋斗就能实现目标的道理？
毛泽东用诗句作了否定的回答：“陶令
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

毛泽东诗词的古典传承

■

歌。”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把人民群
众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
得是人民的心。

毛泽东写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
间的有《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
楼》等等；写于土地革命时期的有《西
江月·井冈山》《清平乐·会昌》 等
等；反映长征的有《忆秦娥·娄山关》
《清平乐·六盘山》等等；写于红军初
到陕北时期的有《沁园春·雪》等；写
于解放战争胜利时刻的有《七律·人民
解放军占领南京》等。上述诗词标题中
的地名串联起来，就是一串历史足迹：
长沙—黄鹤楼—井冈山—广昌路上—大
柏地—会昌—娄山关—昆仑—六盘
山—南京等等，足以引起深远的联
想，让我们窥斑见豹般重温历史，仿佛
看到这位革命领袖，怀揣“以农村包围
城市”的锦囊妙计，胸有成竹地带领在
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迷
津，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最后把蒋
介石集团撵到一个海岛上去的过程。这
段历史风云，实在令人神往。毛泽东诗
词津津有味地歌咏着的，就是这一伟大
的历史事实及其延续。

“一篇读罢头飞雪”“盗跖庄蹻流誉
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盗跖、庄

蹻、陈胜等人的共同身份是奴隶起义、
农民起义的领袖，很显然，毛泽东对于
他们的起义行为是赞同的。这首词既表
明了毛泽东的人民立场，也隐含了一种
态度，就是如果统治阶级压制人民，人
民就会有起义造反的必然性和正当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直关注我们党从
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同人民群众的
关系问题，反复对党内官员“摆老爷架
子”“摆官僚架子”的“国民党作风和
老爷习气”，作了异常激烈的批评：“有
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
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
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
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
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
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
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
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
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关于脱离
群众的警示，今天看来具有非凡的预见
性和洞察力。

毛泽东诗词从早期的心事拿云、囊
括宇宙，到中期的高踞题顶、稳操胜算，
再到晚期的高蹈临虚、不囿法度，也有自
己的发展过程。一言以蔽之，我们品读感
悟毛泽东诗词，是立体的、全面的、辩证
的，不会只有感想的大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