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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的动态美

休  仁

内容提要 毛泽东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它那生机勃勃、神采飞扬的动态美。

描写客观现实的动态,表现超越现实的速度 ,歌颂改造现实的变化是其动态美的核心

内容。形成这种特色的原因,不 仅在于毛泽东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更在于他那

坚信运动变化是宇宙间根本法则的世界观及其崇尚豪迈雄奇的审美情趣。

关键词 毛泽东诗词 动态美 运动 变化 审美

毛泽东诗词体现出来的异彩纷呈、奇幻多姿的美学风格 ,总 体说来是一种雄浑壮丽 1豪放劲

健的崇高美、阳刚美 ,这已成为评论界的共识。但毛泽东诗词中充溢着的那种龙腾虎跃的活力 ,那

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那种一泻千里、气吞山河的力度美、动态美,本是构成其崇高美、阳刚美的童
要因素,却较少被评论界所注意和论及。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入手,探讨毛泽东诗词动态美的各种
表现、形成原因及其在当代文坛的审美价值。

任何诗人,只 要他的诗情是由生动丰富的现实掌活激发起来的,就必然会在他的诗歌中表现

出种种动态。事实上不少诗人也很注意摄取和表现生活中的动态美。但我们发现毛泽东诗词中
的动态美 ,表现得更为自觉主动,无处不在;更为有声有色、多姿多采。      -

毛泽东诗词动态美表现之∵,在于突出描写现实生活及自然景物的动态之美。∶    ∶

现已公开发表的五十首毛泽东诗词的时间跨度.是从本世纪初叶到六十年代中期 ,长达半个
世纪。这时期中国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大革命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本身便是

一
部波澜壮

阔的英雄史诗,气势磅礴的活动画卷。且不说那些t横扫千军如卷席
”、
“
万水千山只等闲

”
的征战

诗词自有其跳跃奔突的节奏和旋律;也不说那些
“
天连五岭银锄落 P地动三河铁臂摇

”
的建设篇章

依然是气度恢宏,充满力度和动势J卩使是相对静止的自然景物 ,到 了毛泽东笔下也顿时充满生

气 ,显得活跃起来。       ∷    ∷

红旗 ,是革命的象征,胜利的象征。毛泽东诗词中有t首直接写到红旗(如果加上
“
旌旗

'、

“
战

旗
”

,“旗号
”
共有十-首写红旗)。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红旗无不腾跃招展 :“风展红旗如画

”
i“红旗

跃过汀江
”
、
“
风卷红旗过大关

”、
“
不周山下红旗乱∵、

“
纡旗漫卷西风

”、
“
壁上红旗飘落照

”
、
“
红旗

卷起农奴戟
”
,真是无旗不飘 ,无旗不卷,既生动地表现了革命队伍胜利挺进的雄姿,又有力地抒

`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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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诗人昂扬乐观的豪迈情感。

彩虹 ,常被诗人比作弯弓,喻为拱桥 ,形象虽贴切 ,但意境板滞。而毛泽东眼里的彩虹却是 :

“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把虹比喻成当空的彩练 ,本来已很美丽新鲜了 ,加上诗人发

问:是谁把它舞动起来的?更是异想天开 ,情景活灵活现。

山,历来是诗人画家的常用题材 ,更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诗人毛泽东所钟情的对象。毛泽东

的过人之处 ,往往在于大笔一挥 ,巨手一点 ,群 山就飞动起来 :“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 ,万马

战犹酣。
”“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
诗人用江海、波浪来比喻山,不仅写活了山,而且

把群山的绵延起伏和红军行进在万山丛中的雄姿表现得异常生动。
“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

公试比高。亻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 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月天寒彻。
”
着一

“
欲

”
字 ,

遣一
“
阅

”
字 ,雪 山立即有了生命 ,并且人格化了。加上一

“
舞

”
一

“
驰

”
,一

“
飞

”
一

“
搅

”
,雪 山冰原就

在浩大的宇宙空间奔驰飞旋起来了。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 ,毛泽东一生寄情自然 ,钟爱山川。高山长河 ,花鸟草木 ,在他眼里都是

有生命有感情的存在。经过诗人画龙点睛般的艺术表现 ,祖国山河显得更加壮丽 ,更 加鲜活 ,更加

使人神往 .更加惹人流连忘返。

毛泽东诗词动态美表现之二 ,在于着意抒写超越现实超越时空的速度之美。

阅读毛泽东诗词 ,总感到有一种象要冲破时间界限的奔突 ,象要超越宇宙空间的跃进 :“红旗

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JF漫

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JF百

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 ,直捣湘和

鄂。
“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g山

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g【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 向潇湘直进。
”

“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cJ~山
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r坐
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

千河
”·⋯⋯眼前掠过这些意象飞腾跳跃的诗句 ,心 中瓮注满一种急不可待的激情 ,会产生一种奋

起直追的兴奋感 ,运动感、速度感。仿佛你不是坐在椅子上 ,而是骑在马背上 ,坐在飞机上 ,有一种

天旋地转 ,目 不暇接的感觉 ,身子也随 着诗的节秦旋律而跃动、旋转、飞腾起来了。诗人把我们带

入了一个超现实的幻觉世界 ,仿佛体验到了飞驰前进的速度感而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舒畅和满

足。

时间本身是运动的 ,所谓
“
光阴似箭 ,岁月如流

”
。毛泽东善于把运动的时间写得更显活动跳

跃 ,浓缩时间运动过程是他的一个重要手法。在他眼里 ,无始无终的时间只是一本薄薄的书 ,轻轻

一翻 ,“往事越千年
”
,五帝三皇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匆匆一合 ,“ 一篇读罢

头飞雪
”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
他感到时间运行的速度越来越怏 :“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

转 ,光阴迫。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
人和时间在一条跑道上互相追赶 ,以 天地的旋转和万年的期

限作为这场竞赛的背景 ,沟成了一幅浓缩着无限时空容量 ,具有巨大张力的动人画面。

毛泽东诗词中有几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动词 ,大多是为了加强情感之烈 ,速度之快。其中一个

常用动词是
“
飞

”
字。五十首诗诃中竟有十六首十七次出现

“
飞

”
字 ,而且处处生动 ,字字传神。下

面略举数例 ,以 见一斑。
· “

一桥飞架南北
”

,“ 飞架
”
一词的重组既写出了长桥卧波的宏伟气势 ,又表现了建筑大桥的惊

人速度:“一山飞峙大江边
”
。九江一带本是一马平川 ,突 兀耸立的庐山宛如自天外飞来。

“
飞

峙
”
一词有力地渲染了庐山在江边拔地而起、突如其来的感觉。

“
泪飞顿作倾盆雨

”
,这是表现杨、

柳二烈士听到胜利消息后又惊又喜 ,禁不住骤然泪下的倩景。常人惯用的泪落、泪洒、泪垂、泪下

等 ,都嫌软弱无力,难以表现这种激情 ,独有
“
飞

”
字足当此任。更值得一提的是 ,该用

“
飞
”
处他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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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
“
飞

”
,不用

“
飞

”
时他落墨便

“
飞

”
了。这就是

“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
。
“
击

”
是

“
搏击

”
,显然比

“
飞

”
更矫健有力 ;“翔

”
即
“
飞翔

”
,显然比

“
游

”
更舒展迅捷。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毛泽东诗词

中四次出现
“
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

”
的鲲鹏。凌空而飞 ,高翔远举 ,不正是二十世纪中国这只鲲

鹏的崇高理想和伟大实践吗?

毛泽东诗词中的另一个常用动词是
“
下

”
字 :“十万工农下吉安

”
,“直下龙岩上杭

”
,“快马加鞭

未下鞍
”

,“遍地英雄下夕烟
”

,“浪下三吴起白姻
”

,“帝子乘风下翠微
”

,“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

,“可

下五洋捉鳖
”⋯⋯“

下
”
的动作从高向低 ,具有长驱直入、一举攻克、矫捷迅猛、不可遏止的磅礴气

势。毛泽东曾说红军和蒋介石所处的位置 ,是
“
我们在山上 ,他在水边

”E:],又 曾说自已有
“
虎气

”
,

正所谓猛虎下山,势不可挡也。与
“
下

”
相应 ,毛泽东诗词中的

“
直

”
字、

“
卷

”
字用得也较多 ,兹不赘

述。

毛泽东诗词所展示的速度已经超越人们的经验世界 ,而必须借助大胆的想象。正如古人幻想

出
“
山中方七 日,世上已千年

”
的仙境 ,创造出身长翅膀脚生云的飞人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的孙

悟空一样 ,它 充分表达了人类对速度的强烈渴望 ,突 出表现了人类企图超越时空限制 ,从而征服

自然 ,征服世界 ,征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本质力量。

毛泽东诗词动态美表现之三 ,在于热情歌颂改造现实改造自然的变化之美。

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敢
“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雄心不改的晚年毛泽东直呼
“
为有牺牲

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
。毛泽东的伟大 ,不在于仅仅停留于对现实自然崇高美的观赏和赞叹 ,

而在扌同时把不够美的现实自然在实践中加以改造 ,塑造成壮丽崇高。

毛泽东诗词不仅是他人生经历情感的记录 ,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形象写照。如果把一

九四九年作为一条分界线 ,不难看出 ,建国前的诗词大多是对革命战争的歌颂 ,尤其是对战争变

革现实的歌颂。在毛泽东看来 ,正是在对现实世界的实践改造中,在革命斗争带来的变化中蕴含

着美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
,固然是一种美 ;“收拾金瓯一片,分 田分地真忙

”
,不更是一

种美吗?“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
,这是对战争的纪实 ;而

“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
,就变成一

幅壮美的图画了。
“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
,“虎踞

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
,无不表现了革命实践所产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带来的

美好和喜悦。

解放后 ,毛泽东改造现实改造自然的实践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讴歌改天换地的建设的诗行

之中。无论是南巡北游、登山观海 ,毛泽东特别强调变化之美。他在北京宣告 :“一唱雄鸡天下

白
”

,“而今一扫新纪元
”
。他在武汉惊呼 :“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
他在北戴河高唱 :“ 萧瑟秋

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他在井冈山赞叹 :“ 千里来寻故地 ,旧 貌变新颜。
”
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人

民变革现实的创造力量和祖国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的惊喜与自豪之情。

毛泽东曾说 :“同敌人斗争 ,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 自然斗争 ,自 然就归我们管了。
”E2〕

可见斗

争只是一种手段 ,最终目的是求变化 ,求统一 ,求发展。
“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
,只 是手

段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
,才是目的,“破坏一个旧世界

”
,只是手段 ;“ 建设一个新世界

”
,才

是目的。任何变化都是物质运动的结果 ,没有运动 ,就有变化和发展 ;没有斗争 ,就没没有胜利与

成功。
“
毁旧宇宙而得新 宇宙 ,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

[3彐 毛泽东心中之所以永远跃动着斗争的热情

和变革的力量 ,是因为他如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美好的未来。有的论者说毛泽东生性
“
好斗

”
,这

只是皮相之见。进取 ,求变 ,创新 ,才是他的主导性格。
“
芙蓉国里尽朝晖

”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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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热
”

,“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
∶这才是毛泽东毕生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理想境界。

毛泽东诗词豪迈雄健、灵动飞腾的动态美的形成 ,有其深刻复杂的时代原因 ,同 时表现出鲜

明独特的个性特征。

毛泽东诗词的动态美 ,首先植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时代精神 ,来源于他的叱咤风云的斗争生

活。

毛泽东生长在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代 ,在风云激荡的半个多世纪中,他肩负着领导中国革命

的历史重任 ,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经历过各种纷纭复杂的严峻考验。可以说毛泽东的一

生就是革命的一生 ,斗争的一生 ,运动的一生。
“
他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旧中国 ,并对中国进行了翻

天覆地的改造 ,其变化之猛 烈 ,使任何一个大国历史上的社会突变都相形见绌
’’E+∶ 。建国后的毛

泽东依然豪兴未减 ,视察大江南北 ,巡视长城内外 ,兴致勃勃地游长江 ,临黄河 ;津津乐道于到韶

山,登庐山,重上井冈山。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 ,戎马倥偬的战斗历程 ,四处奔波的动荡生活 ,赋予他蓬勃的诗情与灵感。

人们注意到一个颇有意味的事实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期 ,一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时期到:

长征时期这段
“
骑马挎枪走天下

”
的最为艰苦的岁月;一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

这段
“
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
的风尘仆仆的岁月。每结束一场战斗 ,毛泽东很少放弃用诗句来抒发

他昂奋的激情 ;每经过一次游历 ,毛泽东常常禁不住对祖国如画江山纵情高歌。这就是说 ,毛泽东

诗词大多是行军途中吟成的 ,是枪炮声中咏出的 ,是登山临水时溢出的 ,是马背上哼成的 ,是脚步

下踏出的。马背不同于椅背 ,山 水有别于闲庭。是动态中写的 ,是写动态的。诗人的豪情与革命

的壮举以及山川的灵气相撞击 ,便产生了奇光飞溅的火花 ,闪耀在他的诗行中,怎能不气韵生动、

意象飞腾呢 !

毛泽东诗词的动态美 ,其次来源于诗人奔放冲动的个性气质 ,植根于诗人奋发进取的世界

观、人生观。

探讨诗的动态美 ,不能不注意到诗人独特的个性气质。因为诗人是生活与艺术之间的桥梁 ,

而诗的力度及动态美 ,正是诗人从风雷磅礴的时代精神和动荡不息的生活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独

特气质的自我实现。

奔放冲动、意气风发是青年毛泽东的独特个性。他说 :“ 闭门求学 ,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

万事万物而学之 ,则 汗漫九垓 ,遍游四宇尚已
”I叫 。并写下这样豪迈的诗句 :“ 我自欲为江海客

”
,

“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

”
。这并不只是热血男儿的豪言壮语 ,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

的革命青年豪侠之情的真实表露。毛泽东从小喜欢游历 ,喜欢登山。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

溢于海。游历山川,是开扩胸襟、激发想象的重要途径。他认为
“
严急之运动 ,立可汰去陈旧之观

念 ,而复使脑筋清明
”Eε彐

,“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 ,一览众山小 ;泛黄勃之海 ,启 瞬江湖

失。
”E7)这

种心境 ,这种神思妙想 ,是诗词创作最难得的境界。

对运动变化的绝对性的坚信不疑 ,是毛泽东的人生观的核心。在他眼里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

在时刻变化着 ,运动着 :“天下事物 ,万变不穷。
”「:1“ 人者 ,动物也 ,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 ,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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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也 ;动 以卫国也 ,此大言之也 ,皆非本义。动也者 ,盖养乎吾生 ,乐乎吾心而已。⋯¨天地盖惟

有动而已。
”E9]明 确指出动既是宇宙天地的根本法则 ,也是人类

“
养乎吾生 ,乐乎吾心”

的原始本

性。这种思想认识本源于他的湖南老乡王船山的主动哲学 :“太虚者 ,本动者也。动以入动 ,不息

不滞。
’
?[LO]“静者静动 ,非不动也。

’’cJ静
即含动 ,动不舍静。

”E11彐 既然天地本身在 日夜不息地飞速运

转 ,天地动则使天地间一切皆动 ,世界上哪里还有真正静止的事物呢!所谓
“
坐地冂行八万里 ,巡

天遥看一千河
”
,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艺术再现。

毛泽东坚信 ,只 有在运动中,斗争中,人生才充满生机 ,生命才富有价值。越是在风烟滚滚、风

吹浪打的搏击气氛中,他越是体验到舒展自己豪壮情怀的畅快 ,越是感受到发挥自己超群才智的

满足。他说 :“大风卷海 ,波澜纵横 ,登舟者引以为壮 ,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
ELⅡ

“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
。这是毛泽东最欣赏的壮美境界 ,也是他最渴望的生存方式。年逾花甲

甚至年过古稀他还畅游长江、湘江、北戴河 ,而且一游就是几小时几十公黑。并说 :“我到过北戴
河 ,七级台风在海里游泳 ,很舒服。平素没有一点风浪倒是很吃力 ,那要一步一步爬。

”[1叫这可以
看作

“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
的背景和注脚。所以他一再号召青年到艰苦的地方去 ,到大

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 ,因 为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作为一位历史巨人 ,毛泽东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目 光太远大了 ,理 想太崇高了,愿望太迫切
了。因此

“
他不安于长时期的稳定 ,而且对变化的速度永不满足

’’El叼 。他极其痛恨
“
小脚女人

”
的行

为方式 ,他赞赏的是
“
只争朝夕

”
的拼搏精神。他说 :“ 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 ,亡国的危险不容

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
’’El田

这话虽然是他几十年前说的,但直到临终 ,他无时无刻不感到这种
危险的存在。因此 ,他的精神世界里永远充溢着诗人的激情和敏感 ,永远跃动着一种无法抵御的
意志力量 ,永远展示着一种高于现实的理想和人格精神 :不断变革 ,不断进取—— “

东方欲晓,莫

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
不到长城非好汉。

昭
无限风

光在险峰。
昭
世上无难事 ,只 要肯登攀。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向历史高峰不懈攀登的登
山勇士。

“
与天奋斗 ,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 ,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

”
这是他的人生信念 ,岜

是他的诗词充满生机 ,充满动感 ,充满一股豪壮雄肆之气的思想根源。
∵ 再次 ,毛泽东诗词的动态美 ,还与诗入崇尚豪迈雄奇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密切相关。

毛泽东具有天赋的浪漫气质 ,他 自知
“
我太富于感情 ,中 了慷慨的弊病 ,脑子不能入静。丬【旷

似乎只有豪迈雄奇的诗风 ,才更容易拨动他那壮怀激烈的心弦。在审美情趣上 ,他不满于传统文
艺中的那些刻意雕琢 ,刻板拘泥的作风 ,他把古典士大夫文学称为

“
死形的

”
、
“
没有生命

”
的文学。

他所欣赏的美不是小桥流水式的清丽婉转之美 ,而是高山大海般伟岸浩瀚的崇高美。他喜欢曹操
的气韵沉雄 ,李 白的豪放飘逸 ;他偏爱李贺的奇诡绚丽 ,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人的慷慨悲壮。诗为
心声 ,书为心画。毛泽东喜欢书法 ,尤其喜爱热烈奔放的草书。他的书法深受唐代书僧怀素的影
响,那不可遏止的飞动线条 ,那狂放不羁的宏大气象 ,那如迅雷疾风般的纵情挥洒 ,颇似太白诗
风 ,与他的诗词创作是一脉相承、同属一派的。

推崇什么样的诗文风恪 ,同样反映出诗人的人生风格。毛泽东评诗论文崇尚雄奇、注重气势 ,

自然与他对文艺源于最生动、最丰富的现实生活的本质认识有关 ,更是他那张扬自我、
“
我即宇

宙
”
的世界观的必然流露。他曾说 :“横尽空虚 ,山 河大地 ,一无可恃 ,而可恃惟我。

”ⅡI"“
吾人苟放

大眼光 ,而曰人类一大我也 ,而 曰生类一大我也 ,而 曰宇宙一大我也。
”n引从世界观中的大自我引

发出创作的大气势 ,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毛泽东诗词中,很 少能见到人称ft诃 t浯。使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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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结构 ,意在营构一种主客同一、物我一体的浑然意境 ,使人更能强烈地感觉到一个大写的
“
我

”

的存在。他君临历史 ,入主宇宙 ,无时无地不映现他高大伟岸的身影 ,不体现他海涵地负的胸襟和

旋转乾坤的气势。这个把诗人气质融入到亿万人民的群体事业之中的巨人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峰

巅 ,挥斥风云 ,调遣山水 ,横绝六合 ,扫空万古。

在他眼里 ,逶迤的五岭只是微微细浪 ,磅礴的乌蒙犹如区区泥丸。横跨蓝天的彩虹 ,只是随手

舞动的彩练 ;“刺破青天
”
的高山,正是一柄顶天立地的长剑。难怪茫茫寰球他犹称

“
小小

”
,难怪

“
横空出世

”
的昆仑 ,他要把它一裁为三。他的背景是四海翻腾 ,五洲震荡 ,如血残阳,如海苍山·他

的舞台是苍茫大地 ,万里长空 ,沧海横流 ,寥廓江天。只有这种博大的时空意象 ,才能成为巨人搏

击的对象 ;只有这种狂放不羁的动态景物 ,才能显示主体无穷的力量。

如果说毛泽东诗词常常表现出时空的无限 ,那不过是从对象的角度表现了人的智慧的无限

和力量的无限。毛泽东笔下的自然景物都是
“
人化的自然

”
。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的自然。

他说 :“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 ,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 人亦有规定自

然之力。
”[I四 因此他的每一个空间意象都具有时间的张力 ,都蕴含着人的本质力量 ,由 于人的实

践及精神活动而被灌注生气。于是雪山能飞 ,彩虹善舞 ,白 云欲立 ,梅花会笑 ,红雨有心 ,青山有意
⋯⋯这些空间意象无不充满时间运动的节奏 ,无不饱含生命情绪的律动。如红雨本无心 ,是人使

它
“
随心翻作浪

”
;青 山原无意 ,也是人把它

“
着意化为桥

”
。但句中主语

“
人

”
没有出现 ,这样

“
红

雨
”
、
“
青山

”
就成了主语 ,仿佛它们主动

“
随 心

”
听命 ,“着意

”
献身了。这就形成了毛泽东诗词中特

有的动感 和气韵 ,既灵动劲健 ,又意境浑成。

在理论上毛泽东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而在欣赏情趣和创作实践中他

却更偏爱浪漫主义。他说 ,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 ,要搞点幻想 ,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L2°彐。而
“
不

拘成规 ,富于想象 ,是毛泽东特立独行 ,一生进取 ,富有天才的创造潜力的主体素质 ,也是其独特

的人格魅力。特别是一步入诗的王国 ,他复杂的个性 ,精微的感觉 ,奔突的思想 ,便有一种遏止不

住的倾人和升华
丬

"]。
在这种最佳创作境界中,诗人

“
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

”
,物我两忘 ,天马行空 ,

自然可以超越现实 ,超越时空 ,在想象的世界里任意奔腾 ,纵横驰骋。缤纷的意象纷至沓来 ,奇妙

的意境不期而至。
“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 ;眉 睫之前 ,卷舒风云之色

”E22彐 。字里行间流注着一种

雄视干古的气度 ,压倒一切的伟力 ,蓬勃奋飞的神采 ,飞动奔突的旋律 ,也应属情理之中。

毛泽东诗词举世传诵 ,决不是诗以人传 ,因人而贵。今天 ,探讨它所体现出的不同凡俗的动态

美 ,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人类审美观念的变革发展 ,已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飞跃 :就是从强调审美的静止的观点到强调

审美的实践创造 ;从欣赏追求平衡对称、静穆安稳的静态美 ,发展到欣赏讲究运动变化、热烈奔放

的动态美。动态美
“
是一种一纵即逝而却令人百看不厌的美。它是飘来忽去的。因为回忆一种动

态 ,比起回忆一种单纯的形状或颜色 ,一般要容易得多,也生动得多
”E23〕 。格式塔心理学实验表

明,人的心理对死板的图象几乎处于一种封闭状态 ,而对富于动感的图象则门户大开。不是吗?仰

望夜空 ,我 们可能对呆滞不动的星斗无动于衷 ,而对一闪而过的流星却神思飞越 ;郊原踏青 ,我 们

也许对刚直挺拔的白杨表情漠然 ,而对迎风俯仰的柳丝却心旌摇曳。同样的道理 ,我 们读《诗经 ·



第 3期 肖体仁 :毛泽东诗词的动态美 69

硕人》,印象最深的不是
“
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
,而是

“
巧笑倩兮 ,美 目盼兮

”
。读白居易的《长恨

歌》,你会发现杨贵妃的美不在
“
芙蓉如面柳如眉

”
,而在

“
回眸一笑百媚生

”
。写人物如此 ,写景物

也莫不如此。我们欣赏
“
薄云岩际宿 ,孤月浪中翻

”(杜甫 ),“ 旧塔未倾流水抢 ,孤峰欲倒乱云挟
”

(浦翔春)这些诗句 ,就是欣赏它们化美为媚、形神兼备的动态中的美。

诗是社会生活的心灵化 ,而社会生活始终是运动、变化、发展着的 ,诗人在观察生活、表现生

活时就不能没有动的观点 ,就不能不写对象的动态。同时诗又是主体心灵的外化 ,是诗人生命力

创造力的表现。生命本身就是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 ,是物质的一种动态的存在形式。生命在

于运动 ,运动产生变化 ,而变化产生美。表现运动 ,表现动态 ,就是歌颂生命 ,歌颂生活 ,歌颂美。诗

人把对象及主体写动写活的本领 ,大大加强了诗词情感表达的丰富性、形象意境的生动性和内涵

意蕴的深厚性。动是一切事物的灵魂。难怪赞扬一部文艺作品最常用的一个术语就是
“
生动

”
,所

以动态美是诗人及一切艺术家应该着力追求的。

志高者意必远。
“
我自欲为江海客 ,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Ez‘ ]“最喜诗 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

联。
”
这毛泽东关于诗的自白。他从不满足于从个人的小天地中去 寻找灵感 ,而总是乐于从宏伟

壮丽的革命事业中陶冶诗情。他采摘风雷磅礴的时代精神铸造自己的艺术风采 ,他的诗词便获得

了一种昂扬奋发的雄健之气 ,一种豪迈奔放的阳刚之美。读毛泽东诗词 ,远不只是在读平平仄仄

的韵文 ,而是在读诗人叱咤风云的豪迈人生 ,在读瑰奇壮丽的江山万里图 ,在读天翻地覆的中国

现代革命史。在诗词的情绪旋律里 ,能让人体察到人生的伟大与尊严 ,宇宙的博大与渊深 ,历史的

无情与严峻 ,时代精神的沉重与昂扬和一种令人振奋、催人进取的蓬勃生命力。

而这种昂奋之音 ,正是当代诗坛所严重缺乏的。当代诗坛最大的遗憾也许正是阴柔之风太盛

而阳刚之气不足。正如歌坛长期被软性甜腻的港台歌曲所充斥一样 ,诗坛也一度被羞羞答答爱情

诗及呢呢喃喃梦幻诗所困扰 ,风云气短 ,儿女情长。较多沉闷的陈述 ,少有动态的摹写 ;较多平淡

的议论 ,鲜有飞动的气韵 ;较多个人欲望的渲泄 ,罕见时代精神的抒发。在长期被
“
杨柳岸晓风残

月
”
熏得人恹恹欲睡、长醉不醒的状况下 ,猛然听得一曲

“
沧海横流安足虑

”
,“鲲鹏击浪从兹始

”
的

黄钟大吕之音 ,不也令人振聋发聩、荡气回肠吗?

器大者声必宏。毛泽东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 ,政治家 ,只是
“
政暇论文

”
,不靠写诗吃饭。所谓

“
经纶外 ,诗词余事 ,泰 山北斗

’’Ez"。 因此不必装腔作虹 无病呻吟 ,也无需薄情寡意 ,却
“
艳想浓情

着意雕
”E26彐 ,以创作丰富自乐。而常常是

“
浮想联翩 ,夜不能寐

”
,激情奔涌不得不发时 ,才

“
欣然命

笔
”
,于是

“
妙句拈来着眼高

”[2饲 。

从根本上说 ,诗词的气韵格调 ,主要还是取决于诗人的经历学养和气质人品 ,古人所谓
“
诗与

人为一 ,人外无诗,诗外无人
”[z:],“ 人高则诗亦高 ,人俗则诗亦俗

”[2叫 。
“
人品既已高矣 ,气韵不得

不高 ;气韵既已高矣 ,生动不得不至
”E3°彐。无不强调为人与为诗的一致。诗是社会生活对诗人的不

期而遇的奖赏 ,不能靠形式技巧的拼贴把玩力强而致。诗人首先应该是充满蓬勃生命力和旺盛创

造力的人 ,其次才是诗人。诗人本身就是一首气韵生动的诗。

注释 :

El]《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E2]《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09页 。

E3]E121匚 ls3匚 19]《 〈伦理学原理〉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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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l罗斯 ·特里尔《毛泽东传》结语。     。

E5彐 E7彐 EB△ 17“毛泽东早期文稿 ·讲堂录》。

E6]E9“ 体育之研究》。

E101王 夫之《周易外传》。

E11彐王夫之《思问录 ·俟解》。

E1列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 220页 。

El4彐《斯诺在中国》。

E15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匚1叫 1920年 6月 7日 致黎锦熙信。

E2OlE21彐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 268页 。

匚2z3刘 腮《文心雕龙 ·神思》。

E231莱 辛《拉奥孔》第 121页 。

匚24彐 毛泽东《贺新郎》原稿。

E25彐郭沫若《满江红 ·读毛主席诗词》。

匚26彐柳亚子《沁园春 ·次韵和毛主席咏雪》。

E27彐陈毅《沁园春 ·读毛主席咏雪词》。

匚2Sl龚 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

E29彐 徐增《而庵诗话》。

E301郭 若虚《图画见闻志》。

(本 文作者为我校 中文 糸进修学者 ,指 导教师范昌灼教授 )

(上接第 30页 )

障公民的民事权利和实现市场效率原则 ,必须赋子他在私法领域的某种形式的立法权。而这种立

法权与普通公民的立法权的不同之处 ,在于其受到了一定限制。如此 ,立法权的平等问题才能算

是有了现实的、合理的答案。

综上所述 ,立法平等是时代的呼唤 ,它不仅体现了法律中渊源流长的价值追求 ,也是市场经

济本质规律的一个方面的精练表述 ,对其全部内涵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解释 ,是应该具备的现实

的和科学的态度。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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