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诗词鉴赏之十五

敢教日月换新天
——— 读《七律·到韶山》

许厚今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韶山， 一名韶山冲， 在湖南湘潭西北
90 里，是毛泽东的故乡。

这首诗是 1956 年 6 月，毛泽东到韶山
时所作。 这次返乡，他一共住了两天，与故
乡父老欢聚畅谈。 他在诗的小序中说：“一
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 离开这个
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此语看似平常，
实是意在笔先，抚今追昔，感而赋诗，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深切的故乡情怀。

1925 年 1 月 ，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故
乡，建立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后又组织农
民协会。 1927 年 1 月间，毛泽东在湖南考
察农民运动时，又一度回到韶山。这次回到
故乡，忙了三天三夜，向群众作了演讲，组
织了多次农民运动调查会， 听取了党支部
的工作汇报。他特别指出，要建立农民革命
武装， 随时准备粉碎反革命破坏农民运动
的阴谋。三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
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当时韶山
已成立的农民自卫军，拿着枪和梭标，准备
配合其他农民武装力量进攻长沙， 后因寡
不敌众而失败。

诗的首联即不禁感叹：“别梦依稀咒逝
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逝川”，是化用孔子

的话“逝者如斯夫”。 这次回来，久别重逢，
不由唤起已依稀如梦的同韶山人民一起闹
革命并遭苦难的回忆。一个“咒”字，诅咒的
是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制造者。 一声
“故园”，饱含着浓浓的乡恋乡愁。

颔联，“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
主鞭”，“红旗” 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黑手”指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 “红”
与“黑”的斗争，是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农
奴戟 ”与 “霸主鞭 ”，是两股不同力量的搏
斗。

颈联，“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
新天”，这是箴言警句，高度歌颂了当年的
烈士们不怕牺牲、 前赴后继和敢于砸碎一
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伟志豪情。

尾联，“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
夕烟”，果如是，革命胜利了，新中国翻天覆

地，故园和故园人民也旧貌换新颜了。这是
丽句缘情， 深情地赞美了今日的农民们辛
勤劳动、披星戴月和英雄辈出、岁稔年丰的
精神风采。 一个“喜”字，包含无限欣慰，寄
托无限祝福，与首联的“咒”字，形成鲜明的
对照。

爱国者爱乡，毛泽东的拳拳故乡情，深
深地感染着我们，浸润着我们。如从韶山延
扩到长沙、湖南，从毛泽东写给湖南友人周
世钊等的两首诗中所及， 亦可聆听到他那
动人的乡音乡曲。

第一首是《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写于
1955 年 10 月。 同年 6 月 20 日，毛泽东在
长沙由程潜、周世钊等人倍同，故地重游，
先到湘江游泳，后登岳麓山、游爱晚亭，谈
笑甚欢。周世钊曾作七律一首赠毛泽东，后
毛泽东奉和此诗。 在这首诗中他写道：“春

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州
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这是对春游长
沙情景的回顾和追叙， 散发的是春意盎然
的气息，既含有对故园风物的眷恋，也是对
过渡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赞美。

第二首是《七律·答友人》， 写于 1961
年。 “友人”主要指周世钊。 在这首诗中他
写道：“九嶷山上白云飞”、“洞庭波涌连天
雪”、“长岛人歌动地诗”，这分别是对湖南
九嶷山 、 洞庭湖和橘子州绚丽美景的描
绘。 而诗的结尾，“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
国里尽朝晖”， 则寄托了对故乡湖南的怀
念、神往和祝愿。 同时，诗中还融入了“帝
子乘风下翠微”的美丽传说；而“斑竹一枝
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意似暗喻在旧
社会生活的痛苦，或是亲人遭到牺牲而引
起悲痛；女友参加了革命斗争，并予以热情
赞美。

总之，这两首诗，是友谊与怀乡之歌，
也是现实与理想的二重奏。

1961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六十八
岁生日时给周世钊的信中又说：“‘秋风万
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 ’‘西南云气来
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 ’同志，你处在这样
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这前二句是引自五
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的一联诗，后二
句是引自通常用以赞美岳麓山的一则对
联。毛泽东引诗联并言“妙哉”，同样表达了
其热切的爱乡思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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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一首
韩军

正是三月不见春，
雨中枯树黑森森。
新冠妖魔尘嚣甚，
千户无影复闭村。
漫天寒潮起浊雾，
难撼川流铁骑军。
万众一心迎变局，
油花金灿遍地新！

爬山记 （上）

万以学

一
2022 年元旦， 在合肥与陈

剑先生夫妇餐聚。 他俩都是从
铜陵走出去的佼佼者， 且一直
对铜陵抱有极深的感情。 席间，
聊起我们的父辈。 陈剑父母是
干部，我父母是地道工人。 在那
个开发矿业的时代，他们都是铜
矿的开拓者， 铜陵市的开埠者。
我们一致认定，我们父一辈的共
同特点是生活特别艰辛，但对工
作都投入了百分之百、甚至百分
之二百的热情与干劲。那是一种
真正全身心的投入， 以至他们
对我们这下一辈， 都没花过什
么特别的精力来管教。

这唤起了我的记忆。 告别
他们我回到铜陵， 便约了老友
稻田和橡树，去爬笔架山。 我习
惯叫爬山，不叫登山。 像笔架山
这样的山头并不十分高峻 ，也
没什么名气， 说登字总觉太庄
重， 再说我小时候这山上没有
道路，手脚并用的时候常有，此
外，爬既有上的意思，也有下的
意思， 还有在山上横着走的意
思。 用爬字虽然俗，但贴切。 说
文乎一点， 它比较适合矿山子
弟尚未觉醒的身份意识。

我们从立有“工人公园”字
样牌楼的地方，开始爬山。 冬天
的山， 有些萧瑟。 山上游人很
少，只有两三个锻炼的人。 上山
的台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修
的， 一色青石条， 垒得平平整
整， 有的上面已或多或少积累
些青苔， 看上去已经有苍桑感
了。 路径也没有营造迂回曲折，
而是依照山势， 笔直地伸向山
顶。 漫山植被很茂密。 林叶落
尽， 除了松树和部分竹丝保持
着绿色， 竹丝是一种不能成材
的小竹，丛生，生命力挺顽强 。
但那是似披着一层白霜的苍
绿，不是春天的那种青翠。 沿笔
架山脚一周，绵密地植着黑松。
这种黑松，长起来很慢，俗称不
老松。 这些松树还是上世纪七
十年代种植的， 转眼过去六七
十年了，仍不见高大。 在黑松林
的边缘，杂树已生长起来，间或
还有十分高大的树种， 颇有原
始次生林的模样了。 林下则是
缠绕在一起的荆刺藤蔓和竹
丝。 它们横七竖八，封死了上山
的各种小径， 使我们只能沿铺
设的青石路行走。

记得小时候， 这松树林下
和未种植松树的笔架山上半部
分，都是清朗朗的，是稀稀的杂
草和灌木。 那时居住在笔架山
下的工人子弟， 有一个不成文
的规矩，就是放学后上山砍柴。
当时这笔架山是封山的， 正式
称呼为“封山育林 ”，我们认为
育林主要是山脚下的人工种植
的松树林， 至于山上的那些杂
树灌木野草，是延伸受到保护，
顺便被封的。 矿上下了很大的
决心， 专门成立了由伤病残工
人组织的护林队，还沿山脚，以
种植的松树林为界， 拉了一道
铁丝网，阻止人们上山砍柴。 砍
柴这个词不是很准确， 也可以
叫割草，但因为不仅是割野草，
也砍混在野草中的杂树和灌
木， 而且砍字比割字更显得用
力气，所以我们通通叫砍柴。 只
要上了山，我们是什么都砍，甚
至连松树的枝桠也敢削， 但不
敢砍松树主干。 砍松树主干，就
是砍掉了一棵树， 真是破坏植
树造林了，那是犯罪行为。 所以
搞到最后，笔架山的松树林，只
有上面树冠一小片是绿的 ，下
面都是光溜溜的树干， 显得林

间空荡荡的。 我们这帮子砍柴
的家伙， 与矿上的护林队形成
了长期的拉锯战， 总体上我们
赢得多。 据说，矿上的护林队因
为保护不力， 没少挨矿上的批
评训斥。 护林队员都是工人，在
某程程度上， 他们对我们的行
为是睁一眼闭一眼的。 但这事
儿，我长大后才明白。

当时我们还发明了两个专
有名词：叼树棍子和挖树桩子。
所谓叼树棍子，即拿把镰刀，专
门去找灌木杂树， 然后把它们
挑（叼）出来砍掉 ，凑齐一小捆
后背回家。 这些灌木虽不是木
材，但烧起来火力大 、火力猛 ，
几根就比得上一捆野草。 人们
都说，树棍子烧出来的饭也香。
但我从未注意到。 挖树桩子，就
是挖树根， 当然不是挖树根做
根雕盆景， 而是山上柴草都被
砍完了， 只得把埋在土里的野
树灌木的根挖出来， 它们比野
草、甚至比树棍子都耐烧好烧。
现在回想， 这对生态的破坏是
真正彻底的。

我家住的地方在笔架山西
北麓的露采新村。 上个世纪七
十年代初中期， 矿上的生产任
务愈来愈重， 村里的人口也愈
来愈多。 矿上在原来的居民村
边上，像摊大饼一样，顺次又盖
了些新平房。 新居民有从工人
新村、杨家山村迁来的，还有复
转军人、新来的技工 ，还有 “农
转非”，即矿上从农村新招来的
农民工。 每家都得找柴火烧饭，
所以我们砍柴的地点也越来越
远， 笔架山加上周边的罗家村
一带， 甚至田埂上的野草都被
搜罗一空， 有时大人们还得跑
到 812 队和大倪村、 小倪村那
边，才能砍到一点柴火。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
期后，情况起了变化。 国家因为
煤炭生产量上去了， 开始为中
小城市及普通城市居民家庭供
应煤炭。 煤球开始进入普通百
姓人家。 许多人家这时开始放
弃烧柴火。 只有真正贫困家庭，
还在为了节约一点煤钱， 坚持
去砍柴 。 到我 １９７８ 年上大学
时， 基本上就没有人再去砍柴
了。 很多人家依旧保留了柴垛，
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垃圾。 没
有人再用柴火烧饭了。 真正的
改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铜陵开始推广烧煤气。 山上
的柴草没有人去砍， 植被便得
到快速恢复。铜官山矿发展也进
入新阶段，资源枯竭，闭坑关破，
护林队变得有名无实，没有人管
山林了。 还引发了几场山火，烧
死了人。听说，后来干脆放开了，
铜陵县洲圩地区和江北地区的
人们可以自由上山砍柴， 再后
来，因为防火需要 ，想花钱雇人
上山砍柴，也雇不到人了。

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摆在
第一位。 在传统社会，自然界提
供的柴草类燃料， 无法供养日
益增多的人类， 更是无法保护
生态环境。 我读过西方传教士
写的一本书，描写的是二十世纪
初华北的初冬，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看不到任何垃圾，每一片树
叶、每一根草、每一砣人畜粪便
都被人拣拾回家， 少数用作肥
料，大多用来烧饭了。 反映的就
是农耕时代，人们燃料紧缺的生
活。从理论推断，只有煤炭、石油
等化石燃料才能满足时代需求。
这也是农业国家必须转变成为
工业国家的内在要求。

笔架山的草木春秋， 就是
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证明。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
得浪漫，酸甜苦辣尽在不言之中。

我喜欢旷野上那突如其来的风雨，它
能使混沌的思维瞬间变得清醒敏锐。转眼
间，到省城工作已经十年。 心中时常憧憬
那大山中的风和黄河大平原上的雨 ，然
而，栉风沐雨的愿望一直只是脑中的一幅
画、心中的一首歌。

一个偶然的机缘，向一位多年不见的
朋友说出了心中的宿愿，他诚恳地邀我一
起到山中小住，我欣然应允。 朋友大我几
岁，早年与我同在在县城工作，退休后回
到山中老家，与友人一起承包了村里的一
片山林，在山上盖了几间茅屋，远离喧哗，
安心静居。 沿着济南到青岛的高速公路，
汽车疾驰三个小时，越过诸城市区停在山
下，我们步行拾级而上，时间已近中午。

天从人愿。 刚刚用过粗茶淡饭，风雨
便不期而至。我临窗独坐，放眼窗外，但见
青山朦胧，水气交融。先是淅淅沥沥，随风
飘来细长的雨丝。 随后逐渐变大，珍珠般
的雨点一串串打在空旷的山中。透过玻璃
窗向外望去，天地间像挂着无比宽大的珠
帘，迷蒙蒙的一片。 雨落在对面山路的青
石上，溅起一朵朵水花。雨时小时大，风不
歇不停。侧耳细听，山中异常寂静，除了风
声阵阵，雨声潇潇，再无任何杂音。细细地
听着、品着，依然能听出来那多重奏的风
雨美妙之音。 山风一阵阵飘来，像丝竹空
灵柔美，似古塤低沉浑厚。雨落在岩石上，
响亮清脆；落在泥土中，静谧深沉；落在树
叶上， 细软柔和……这山中的风雨声，轻
轻重重构成了一首有多重音节的天籁之
音，美妙动听，令人回味无穷。

我闭上双目。那一刻，心静澄明，平淡
恬静， 思绪飘向久远的恒古与遥远的未
来。音律如诗，美景如画。脑海忽然闪过小
时学过的一首儿歌《小雨点哗哗下》：雨点
落在池塘里，小鱼说：“下吧，下吧，和我一
起玩耍。 ”雨点落在草地上，草儿说："下
吧，下吧，我要长大。 ”雨点落在小花上，花
儿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 ”多么童真
稚气的语言，也唯有那纯洁的孩童才会有
此心境。 忽然又想起 30 年前曾读到临朐
诗人冯恩昌描写小雨的诗句，题目好像是
《雨丝》：“漂在空中， 你是一条轻柔的柳
枝；拖在地上，你是一条晶莹的小溪。 啊！
你是垂翁的钓竿，钓来山乡的晨曦。 ”多么
令人神往的一幅细雨蒙蒙的山乡美图啊！
然后又想起了苏轼的诗词 《定风波·莫听
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
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
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
雨也无晴。 ”东坡先生公元 1074 年 8 月由
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1076 年腊月 30
途经潍县去徐州赴任。 密州即今天的诸
城。 先生执政密州两年，写下了二百六十
多首诗词，其中最著名的当是《江城子·密
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时
意气风发，无比豪迈。 后因“乌台诗案”被
贬黄州，这首《定风波》便是在黄州醉归遇
雨抒怀之作。这词中的风雨显然具有双管
之意了。又想起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
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
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
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

前点滴到天明。 ”诗人用听雨这件事来概
括自己的一生，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
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应是观
风听雨的顶尖之作了。

风仍在刮，雨依然下，地上的雨水已
流淌起来，天空飘下的雨水敲击着地下流
淌的雨水，似乎在互动，仿佛在和鸣，我的
思绪也随着风雨潺潺流去。

对风雨的喜爱由来已久。我爱大自然
的风和雨，是刻骨铭心的爱。 因为风声里
流淌着自然的纯美，因为雨音里跳跃着家
乡的神韵。 我是农民的孙子，祖祖辈辈生
活在农村， 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
直到今天耳顺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
着深厚的感情。参加工作后长期做农村工
作，也做过多年的“七品县令”。 中国的老

百姓自古称县官为“父母官”。 但我知道，
老百姓才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每一个
共产党的官员，必须老老实实地做人民的
儿子。中国很大，南方多风富雨，北方江河
纵横，唯有山东这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
十年九旱，缺风少雨。 老百姓年年期盼多
下点雨，多积点水，甚至希望那破坏性极
大的台风多光顾山东，因为台风总是与大
雨共生，对山东来说，来一次台风往往是
利大于弊。 我对风雨有情，是真诚地期盼
我的父老乡亲年年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在市县工作多年，抓水利建设，抓抗旱防
汛，用了很大精力，干了不少事情。即使住
在省城，也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看天上
的云气，经常过问雨情水情。 自谓关注风

雨之情，决不逊于农民。
从小到大，听过好多的风声，看过不

同的雨景，一年四季的风雨各有不同的韵
味。不同的人对不同季节的风雨自然有不
一样的心灵体验。 我爱春天的风和雨，因
为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充满希望和活力。
春天的风雨温柔亲和，充满诗情画意。 杜
甫的诗曾赞颂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
生。 ”解缙则称赞“春雨贵似油，下得满街
流。 ”没有什么风比春风更美丽了，吹绿
了大地山川，唤醒了春眠的芸芸众生。 没
有什么雨比春雨更珍贵了， 让田里的禾
苗吮吸她的乳汁，让春华变成秋实。 至于
夏天的风雨，总是来得快去得快，电闪雷
鸣 ，疾风骤雨 ，大雨倾盆 ，总给人一种雷
厉风行和酣畅淋漓的爽快。 它是不加约

束的浪者， 每一次降临都带着别样的未
知惊喜，让人措手不及。 君不见，风追着
雨， 雨赶着风， 风和雨携手追着天上的
云， 整个天地都处在风雨之中， 汹涌澎
湃，煞是壮观。 夏天的风雨又像神奇的魔
术师 ，大手一挥 ，人间瞬时充满凉爽 ，城
市农村焕然一新。 对秋天的风雨，不同的
人则有不同的感受。 面对着阵阵秋风、绵
绵秋雨 、潇潇落叶 ，有人感叹 “秋风秋雨
愁煞人”， 而我却对秋风秋雨情有独钟。
秋雨沙沙下 ，如烟如雾 ，瑰丽深沉 ，它给
即将成熟的作物最后一次浇灌， 使得庄
稼籽粒更满，瓜果更香更甜，让一年辛勤
劳作的农民们得到更丰厚的犒赏。 秋风
轻轻吹，吹出了遍地金黄，吹来了漫山红
叶，让整个世界美轮美奂，更加迷人。 “空
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
泉石上流。 ”这王维的诗句的确是描写秋
雨的佳作了。 秋天的风雨也给世界带来
无限的浪漫， 有人形容秋风是情人的双
手 ，温柔而多情 ；秋雨是情人的话语 ，淡
雅而清香，的确恰如其分。 你看，一对对
情侣在秋雨中携手漫步， 即使雨水打湿
了头发和衣衫也不回头。 至于冬天的寒
风冷雨，世人真心喜欢的不多，更多的则
是讨厌，认为它没有一点诗意，只有寒冷
和枯萎，因此很少被诗人描绘，我的记忆
中也只有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冰河入梦来”这两句。 现代流行歌曲写冬
雨的倒是不少。 非常喜欢齐秦的《冬雨》，
还有孟庭苇的那首 《冬季到台北来看
雨》。 我对冬天的风雨依然非常欣赏，甚
至是渴望、期望、盼望。 毕竟北方冬季的
雨水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是一年比一年
稀少了， 而这个世界对雨水的需要确是
“若大旱之盼云霓”。 寂寞的冬雨尽管没
有了夏雨的豪情万丈和秋雨的柔情万
种 ，但它来得不急不躁 ，雨夹着雪 ，雪带
着雨，纷纷扬扬，悄悄地落在地上。 像飘
逸的诗 ，似缠绵的曲 ，自然地来 ，平静地
去，给世间创造了无数的美好。 冬雨洗刷
过的天空，像大海一样湛蓝碧透，朵朵白
云飘逸在空中，让人心旷神怡。 正是这冬
日的风雨， 帮我们驱散了越来越多的雾
霾，使得城乡大气清新，也使得家家户户
的干燥空气变得清新湿润，改善了生活环
境 ，减少了疾病发生 ，老人欢喜 ，孩子高
兴，家人和睦幸福。更重要的是，冬日的雨
水浇灌了越冬的禾苗， 浇灌了树木森林，
浇灌了准备播种的春田，给万千世界注入
了生命之源。诗人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
远吗？ ”我想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了。

风风雨雨情情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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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春寒
余海平

三月初的初春，阳光温暖如夏，我感受了春的温暖，
夏的热情。 于是，我们卸下了包袱，轻装迎接夏的到来。

不曾想，一天冷风，一夜暴雨，翻脸无情的天气，一下
子温度下降了 20 度以上。

于是，我们又翻箱倒柜的穿上了冬装，把自己严严的
裹上，为了保护好自己。

这场倒春寒，真是让人有点意外，本以为春暖花开，
繁花似锦，春风吹得游人醉，哪曾想乍暖还寒，让人凄凄
戚戚。

想想，这场倒春寒，会击倒那娥娜多姿的油菜花吧；
这场倒春寒，让郁郁葱葱的春茶痛苦地休眠了吧；这场倒
春寒，让蓬勃成长的麦苗俯首低头了吧……

我坐在书桌前想着、记着这点心情，窗外的雨点敲打
着晒衣杆，我静静的听着嘀嗒的声音。

抬头一看书柜，柜中有几本日记本，那是记载着我的过
去人生片段，人生也有倒春寒，那里也有我倒春寒的历史。

不堪回首，无须回首。 人生如四季，春夏秋冬。
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天气预报，明天是个好天气，

灿烂明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