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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绝不忽略一个字，更不放过一个字在

全篇、上下、左右之间的照应与统筹兼顾，

最终作品令人一个字都增减不得。例如，

《菩萨蛮·大柏地》中的“雨后复斜阳”，

是化用唐代温庭筠《菩萨蛮·南园满地堆

轻絮》中的“雨后却斜阳”，虽然换了一

个字，意义却更加深远。温庭筠的“雨后

却斜阳”句之后是“杏花零落香”，显然

“香”得凄凉、寂寞、乏味。毛泽东的“雨

后复斜阳”句之后的“关山阵阵苍”，却“苍”

得豪迈、雄壮、高远，“复”字更是全篇

的点睛之笔与主线。

大柏地位于江西省瑞金市北，1929 年

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取得大柏地

战斗的胜利。大柏地战斗是以少胜多、以

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为此后红军发展壮大

积累了实战经验。1933 年夏，毛泽东重返

大柏地，触景生情，写下《菩萨蛮·大柏

地》。一个“复”字，巧妙地“复”出了“当

年鏖战”，“复”出了当年墙壁上的“弹

洞”，“复”出了“今朝更好看”的关山

美景。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运用旧词牌、

化用旧词句，却创作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

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诗词，为旧词牌、

旧诗句注入新的生命力。

  用典精妙信手拈来

毛泽东以简洁的文字使诗意高雅、宏

大、深远，用典必然有所存心而取其意。

例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蚂

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此处

活用唐代文学家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中

的大槐安国故事和诗人韩愈《调张籍》中

的诗句“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作

者借用典故，有力地嘲讽了霸权主义者的

反华行径，彰显中国人民的志气。

又如，《水调歌头·游泳》是毛泽东

既为长江的宏伟气势所鼓舞，又为祖国日

新月异的建设场景所激励而创作，意在战

胜建设新中国遇到的一切困难。全词以用

典起兴，以用典推向高潮，以用典结尾。

开头两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源

于两首歌谣：一个是传统民谣“常德德山

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一个是《三

国志·吴书》中反对吴主孙皓迁都的童谣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用“才”“又”

二字将口语化的歌谣连接后，朗朗上口，

可读可记。上片歇拍处直接原用《论语》

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虽不

变一字，却自然新颖、意境盎然，揭示了

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规律，引出了“一桥飞

架南北”。结尾借用战国宋玉《高唐赋》

中的主人公神女之眼看世界，使她惊叹于

“世界殊”。一首不足百字的词作，有老

百姓的歌谣口语，有至圣先师的古老文字，

还有神话故事的人物表情，彰显出毛泽东

驾驭诗词语言的高超艺术。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产生

了充满生命力的语言艺术，继而创作出伟

大的诗篇。我们应该继承与弘扬毛泽东诗

词中的语言艺术，创作出更多无愧新时代

的优秀诗篇。

（原文收录于《毛泽东诗词观研讨会论文

集》，本文为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