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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当代著名诗人。这一称
号还不是从领袖诗词角度来讲的，他
的诗词在诗意和诗艺上都堪称一流，
令许多专业从事诗词创作的人发自内
心地钦佩。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有很
多值得总结的地方，其中，总是以谦虚
的态度对待自己已经完成的作品，向
各方面人士征求修改意见并认真思
考、斟酌后臻于完善，是毛泽东诗词创
作中的一贯作风。以下几个例证很能
说明这一点。

话说1956年 11月，中国作家协
会筹备创办《诗刊》杂志。臧克家等以
编委会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请他亲自
审定自己创作的诗词，并同意在《诗
刊》创刊号上发表。信中说：“我们请求
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
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
持。”“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
八首诗词。”“其次，我们希望您能将外
边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
们。那对我国的诗坛，将是一件盛事，
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

1957年1月12日，臧克家等人收
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信中说：“惠书早
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
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
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这些
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
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者诗
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
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
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
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
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
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
你们参考。”“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
色”，毛泽东如此看待自己的诗词，当
然是一种谦虚的态度，也体现出他对
诗歌创作的敬畏以及在创作上永不满
足的追求。

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
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当自己写文
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
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
位的态度。”这是一个创作者的心得，
同时也是一种创作态度的表达。

1959年 9月7日，毛泽东就自己

的两首诗《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
山》致信胡乔木，信中说：“诗两首，请你
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
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进而谈到，这
些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
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
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不足为外人道也。”13日再致信胡乔木：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
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呈沫若一观，请
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关于郭沫若为毛泽东修改诗句，学
者汪建新曾介绍说：《七律·登庐山》里，

“跃上葱茏四百旋”一句，原先是“欲上逶
迤四百旋”，郭沫若认为“欲上逶迤”四字
有踯躅不进之感，拟改成“坦道蜿蜒”。而

“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句，原先是“热风吹
雨洒南天”。郭沫若“觉得和上句‘冷眼向
洋观世界’不大协谐，如改为‘热情挥雨
洒山川’，似较鲜明。”（汪建新《毛泽东诗
词的字斟句酌》，原载2020年10月2日
《学习时报》）毛泽东后来的定稿，显然是
参考了郭沫若的意见，但又不是完全照
搬，而是针对意见做了新的思考和斟酌，
所以信中说是“给了我启发”，非常实事
求是。

1962年4月下旬，从《人民文学》编
辑部请求发表的毛泽东诗词10余首中
选出6首，略加修改，题为《词六首》，寄
还编辑部，并请《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
尘斟酌修改。

4月 24 日，获悉《词六首》准备在
《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以及编辑部还
希望得到《词六首》的部分手迹，在刊物
上同时发表后，复信陈白尘：“请你斟酌
修改，然后退我，你为何不给我认真的修
改一次呢？要我写字，似乎可以，你们的
五月刊物几时出版几时交稿呢？请告为
荷。”

毛泽东总是谦逊地请专业的文学家
对自己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甚至直接修
改。陈白尘是一位剧作家，估计他出于谨
慎和谦虚未就毛泽东诗词作文字上的修
改。方有此问。

也是在同一天，为《词六首》发表问
题，毛泽东复信《诗刊》主编臧克家说：

“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
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
来的，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
表，《诗刊》5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
你细心给我修改了几处，改得好，完全同
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
酌，赐教为盼。”

27日，再次复信臧克家：“书信都收
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
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六
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
《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违命之处，乞
谅为荷。”在主动声明不做一稿两投的事
同时，又感谢修改之举，做事可谓周全。

会见外宾时也会谈到文学。1963年
11月 24日晚上，毛泽东会见莫三鼻给
（后通译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
织书记桑托斯。桑托斯说，我们很多人要
遵循您的榜样，在政治和斗争方面学习
您的教导。另外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方
面学习您，学您的诗，我就是这样，我要
用诗表达人民的痛苦。

毛泽东说：你三十四岁，很年轻，我
学打仗就是你这么大。打仗会有失败，经
过成功和失败，最后取得胜利。如写诗一
样，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
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
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
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
经过修改。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我要
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
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

“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毛泽东
在诗词创作上的反复修改，向他人请教、
求改，出手发表之慎重，始终如一。“别人
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想想，但不一
定照意见直接改过，而是细心琢磨，力争
完美。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为改诗事
致信陈毅。信中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
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
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
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与
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
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
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
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
一样，我则对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
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
向他们请教。”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
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
成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
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
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
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公曹》之类，还
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
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
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不好为人师，还另荐名师，又忍不住
要谈自己对诗歌创作的看法，且十分专
业、内行，这是一种真心热爱诗歌、喜欢
创作、颇有心得，又十分审慎地表达自
己看法，不以诗人自居的品质和态度。
这种虚怀若谷和谦虚谨慎，既是一种古
风的传承，又包含着艺术真谛永无止境
的认知。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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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

7月 24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 立 100 周 年 ，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
公司在北京举办“望道出版论坛·
2021”。4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革命文献史料的收藏、研究、整理
及传播出版，以共同推动革命文献
史料得到更科学高效的利用，助力
革命文献出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弘扬老一辈出版家革命精神

“望道出版论坛”旨在弘扬《共
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广西师
范大学前身广西师专中文科主任陈望
道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守望
真理、坚持大道，为学界搭建沟通交
流的平台，不断推出展现“中华民族
新史诗”的出版精品力作，努力为党
和人民争取更大的光荣。

在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原中
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新民看来，
此次出版论坛以“望道”为名，有
助于进一步弘扬传承陈望道等老一
辈共产党人、出版家的革命精神，
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史学
习教育的工作要求以及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
伟大建党精神非常契合。

“本次论坛的举办，既是深情表
达对以陈望道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辈
们的敬意，也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切实
举措。”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邓军
希望广西师大出版社深刻掌握党发展
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积

极宣传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
革、新时代发展当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造就的伟大精神、形成的伟大思想，浓
墨重彩地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
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
自身建设史，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
识党的历史，把促进革命文献的出版
和传播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
广西、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伟
大历史节点和砥砺奋进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起点上，做好革命文化的弘扬
传承、出版传播工作，在新时代有新
作为，这是时代赋予出版人的崇高使
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黄轩庄表示，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集团举办此次论坛，还是探
索新时代革命文献收藏、研究、整理
及出版传播新路径，在赓续红色血脉
中开创新篇的切实行动。

用革命文献
讲好党史故事

在论坛现场，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
团举办的主题出版精
品书展吸引了诸多与
会专家学者驻足浏
览。《湘江战役史料文
丛》《大变局下的国家
治理：中国国家制度
展开及战略思维》《人
间正道是沧桑》《文化
广西》《初心如故》《云
上光辉》《湘江战役的

民间记忆》《从北平到延安》《天路行军
1950》……数十种主题出版图书亮相，
再加上刚刚完成出版的集湘江战役史料
之大成者《湘江战役史料文丛》，以及即
将出版的“中共创建文献整理与研究”丛
书，可谓在史料文献出版领域形成了一
定特色。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
理事长聂震宁指出，革命文献史料的收
藏、整理、研究及出版传播，是党史学习
教育的基础性工作；革命文献史料作为
党史、国史、军史研究的主要载体，系统
的文献整理，也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基础。
因此，要坚定文化自信，必然要加强革命
文献史料的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而在
这个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的过程中，应
把握文献史料出版的本质要求，必须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认为，“编辑出版
工作，应当辩证全面地看待历史问题，有
些内容可以拿来出版传播，有些内容可
以拿来做研究资料使用。真正做到忠于
历史，文献史料的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
才能够获得健康发展。”

“革命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
的重要源头。革命文献是传承红色基因
的生动教材，也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
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用文献说话，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烈的故
事，传承革命文化还有许多工作值得
去探索实践。”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
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了国家
图书馆在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
利用等方面的经验和举措。特别是在
再生性保护方面，为了减少革命文献
的反复提存和翻阅，减缓其物理损坏，
同时又要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国家
图书馆很早就有对革命文献进行数字
化的设想，目前正在有序推进馆藏革命
文献的数字化工作。

与会专家学者还重点研讨了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主题出版重点项目
《中共创建史料整理与研究》丛书的编纂
出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
会副会长邓纯东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首次概括了“伟大建党精
神”，描绘了共产党人的精神画像，“我们
要传承弘扬好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人民至上、英勇斗争、独立自主、实事求
是红色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田玄结合
专业研究，对中共党史历史文献专题史
料整理与研究的前行与发展有着自己的
思考：“中共党史科学的普及与提升，中
共党史历史文献专题史料整理与研究的
科学化和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及文化建设的重要标
志，是中国共产党站立世界大潮潮头的
核心价值观中的经典的优秀政治历史文
化传嬗成果。”

守望真理 赓续红色血脉
——广西师大出版社“望道出版论坛·2021”综述

本报记者 张 丽

《清明上河图》可谓宋代生活的百
科全书。其以宏大的格局构思、细腻精
微的笔触、考究的内容设计，再现了北
宋这一中国历史上文化空前繁荣的朝
代。历来关于这幅珍品的研究不胜枚
举，大多是从艺术成就入手鉴赏分析。
其实，《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市井风
物，更蕴含着历史文化价值。

《〈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以图读
史、以点见面，由纵向的历史时间经度
和横向的地理空间纬度两个方向出
发，挖掘图中隐藏的各种社会文化细
节。在细节的复原和考证过程中，补充
大量历史背景知识和专业概念，力图
引导读者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在本书自序中，作者就绘画的中
西历史提出观点：“人类的阅读就是读
图”。图像是跨语言、跨时间的，是对人
类经验世界的直接描述和记录。现代
社会赋予人们记录瞬间、凝固永恒的
各种方式，信息的获取、储存和传播从
未像今天这样便捷。绘画是图像的表
现工具，作为一种最原始、最本能的记
录手段，贯穿人类文明历史。在中西
方，绘画不仅承载着记录的功能，更是
艺术表达的直接媒介。要想了解一个
国家、民族、朝代的真实面貌，最直接
的方式就是到民间地头去观察，绘画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在碎片化阅读时代逐渐占据主流的今
天，读图似乎更能满足人们快速阅读的
追求，但文字和图像相辅相成，不可或
缺。如何更深入地读图？这是书中提出的
一个疑问，也在本书中得到解答。

作者从艺术起源出发，论及当今中
国产业转型背景下对产品文化艺术的追
求提升，阐述艺术对培养国民礼节、提升
文明内涵的浸润作用，并指出本书叙述
议论的主要方法——跨文化、跨学科、跨
时空的视野。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的本
质联系，人或事物都不可能是单面的切
片，只有拓宽思路，多用“跨”的思维看待
事物，才可能复原其立体的形象。

书中对《清明上河图》的历史背景和
绘画专业背景作了翔实的补充说明。宋
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达的朝
代，市民经济的发展、科举制的发展以及
重文传统，为绘画艺术勃兴创造了良好
的社会氛围。此外，通过分析宋朝海外贸
易，拓展描写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以
及万国朝贡的盛景，集中体现宋代商业
文化熏陶下的繁荣景象。

除了历史背景外，想要深入解读《清
明上河图》，一定绕不开对专业绘画背景
知识的了解。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画的
绘画材料、绘画纸张、装帧形式等。其中
分别介绍了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法和中
国绘画常用的散点透视法，而后者使得

画面有多个观察点，对于长卷的创作更
适宜。此外，对古人收藏名画逸事的叙
述，十分有趣。

解读绘画作品，第一步是看懂内容，
这在了解绘画背景和绘画技法基础上就
能完成，然后第二步才是要看懂内涵。画
作内涵如何，往往随时代变迁众说纷纭。
中国文化素来注重以景寄情、以物明志，
因此，对比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一个重
写意一个重写实，一个重神似一个重形
似。中国画发展到宋朝，对绘画精神内涵
的追求达到新的高度，一幅画好不好的
核心评价标准似乎变成了其传达精神境
界的能力。当时流行的“能品、妙品、神
品、逸品”的评价标准，即体现了画家从
技法脱出，逐渐达到自己追求的精神境
界的过程。

进入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市井生
活的研究中，真正的阅读才刚刚开始。北
宋市民经济繁荣，画中街道上各类商铺
和生意都相当具有现代化气息。从旅馆、
商店、医院、慈善机构、政府机构一应俱
全。除了建筑，画作中最主要的角色是来
来往往的行人。关于图中人物数量，历来
争议较多，比较普遍的两种说法是500
多人或800多人，包括郎中、官兵、乞丐、
小贩、纤夫、修理工、商人、士人等角色。
他们神态各异，每个人都盘算着自己的
营生，其行为互动是画中颇有趣味的研

究焦点。
读《〈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似将

一幅画卷徐徐展开，其中闪烁着中国文
化的点点星光。伴随小贩的沿街叫卖，城
门口穿梭人群的脚步和马蹄声，中国文
化历史长河中累积的璀璨物质、思想成
果，被图中无数的细节解读串联。立足于
《清明上河图》的原点，发散思维，在横向
和纵向的历史中，复原一个朝代、一个文
明古国的立体形象。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隐藏在街景的中国文化
——读《〈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

龙晓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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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以希腊文为母本的《理想
国》中译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
图最重要的著作，柏拉图以他的老
师苏格拉底与其他哲学家、思想家
进行的对话为载体——实际阐述的
是他本人的政治理想。对话共分十
卷，主要论述了柏拉图心中对“理想
国”的构建、治理和正义。著作涉及
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
哲学、伦理、政治、民主、宗教、法律、
美德、人性以及形而上学等内容。

此次中译本综合现代希腊语及古
希腊语而成。译者李成贵历任新华社
雅典分社记者、首席记者、新华社国际
部编辑，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
研究院兼职教授和研究员。在工作期
间和退休后，曾翻译大量的希腊文学
和哲学作品。2010年，他因翻译卡赞扎
基斯作品而获得希腊克里特授予的特
别奖，其中《佐尔巴斯》的翻译手稿被
卡赞扎基斯博物馆收藏。2012年，基于
李成贵在中国传播希腊文化的突出贡
献，希腊政府向他授予了希腊文化贡
献奖。 （谢颖）

首部以希腊文为母本的《理想国》中译本问世

7 月 23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

“六十载使命接续 千百卷传奇完璧
——《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
在国图举行。来自全国的戏曲文献研究
专家学者、古籍界、出版界专家对古代戏
曲文献整理与研究开展研讨。

《古本戏曲丛刊》是由郑振铎发端并
主持编纂，郑振铎计划编纂十集，并主持
了前四集的编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
版。郑振铎 1958 年不幸殉职后，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重新组织编委会，
由吴晓铃继续主持编纂。1964年，《古本

戏曲丛刊九集》由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
《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2012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
局编审程毅中向全国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递
交《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搁
置近 30 年的《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
集的编纂出版工作被列入《2011—2020 年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积极争取认领承担了这一项目。2020年
底，《古本戏曲丛刊十集》出版。《古本戏曲
丛刊》全十集共收入元、明、清传奇、杂剧等
1193种，合计成书141函1398册。

（张丽）

《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在国图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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