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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
事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在毛泽东诗
词作品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传播最广
的当属长征诗词，而长征诗词中最著名的
当属《七律·长征》一诗。几十年来，唱和《七
律·长征》的作品数以千百计，而其中最著
名的当属袁国平的唱和诗。

袁国平（1906-1941），原名袁裕，字醉
涵，邵阳县范家山（今属邵东市）人。他出生
于一个弹匠工人之家，幼时家境贫寒，但天
资聪颖，少年时即工诗善对。他在邵阳循程
高小（邵阳市六中前身）就读时，曾写下过

《登佘湖山二首》。其一：“万山围绕乱如麻，
何处登临望眼赊。堪羡高峰能独立，巍然不
被晚霞遮。”其二：“山势高撑可摘星，游人
来去不曾停。高瞻远瞩谁知我？将谓来庵听
佛经。”不仅格律精严，而且意旨深远。

袁国平自循程高小毕业后，考入湖南
第一师范。袁国平考入一师时是1922 年，
此时毛泽东正在一师教书。袁国平或许那
时便认识了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影响。袁
国平在一师期间爱好文学，积极参加社会
活动，深受田汉的赏识，曾留下“读书不忘
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联语。

袁国平从湖南一师毕业后，考入黄埔军
校四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产党。黄埔军校
毕业后，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攻克武昌等
战役中智勇双全，表现出色。蒋介石叛变革
命后，他接连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担
任过广州起义余部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
表。期间，袁国平曾给母亲寄回一张照片，背
面写道：“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

以博一快。他日，苟若成仁取义，以此为死别
纪念；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
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诗一
样的语言中，洋溢着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
神和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广州起义失败后，袁国平曾潜回邵阳，在
新邵籍幼年好友袁政德家短住。袁政德与袁
国平年龄相仿，既是同宗，又是同学，两人老
家相距仅五六里路程，两家在邵阳市区的店
面又紧挨在一起。袁国平少年时还曾救过掉
落邵水的袁政德。因此两人不是兄弟，胜似兄
弟。据袁政德回忆，袁国平避居期间写过不少
抒怀诗篇。临别之际，又写下一首《涉足》相
赠：“有机乘机起，无机暂时伏。君问何处去？
申江且涉足。”虽是赠人之作，揭露的却是袁
国平自己的心迹，他此行正是要去“申江”（上
海）寻找党组织。几十年后，年迈的袁政德曾
写诗回忆袁国平：“忆昔同游邵水滨，少年英
俊羡超群。中原百战多奇绩，万里长征建巨
勋。抗日胸怀除国耻，燃萁妖火毁干城。雨花
台上埋忠骨，常使黎民泪满襟。”

袁国平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了一段
时间后，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共湘鄂赣特
委宣传部长，后转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袁国平从毛泽东
一师的校友、学生一跃成为他手下的得力干
将。当时红军创办了《红星》《战士》等刊物，
袁国平撰写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稿件。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从中央根据地
开展战略大转移。曙光在前，胜利在望，毛
泽东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壮丽的
诗篇《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

千山只等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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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随后，
袁国平写下了唱和诗：“万里长征有何难？
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
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
寒。最喜腊子口外月，夜辞茫荒笑开颜。”

与毛泽东的原作相比，袁国平的和诗
显然要略逊一筹，不仅格律不够精严，而且
意境营造、遣词用字都要逊色一些。但不可
否认的是，袁国平的和诗与毛泽东的原作
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同样写得气势磅礴、
气吞山河。如首联“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
百战也等闲”，即写得境界雄阔，充满豪气，
简练生动地传达出红军威武之师坚韧不
拔、所向披靡的精神风貌。

《七律·长征》问世后，唱和之作源源不绝，
但这些和诗很难超越袁国平的作品。究其原
因，要么是他们没有袁国平亲历长征的深厚体
悟，要么是他们没有袁国平这么高超的诗艺才
华，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袁国平在毛泽东身
边长期工作的机遇。长征期间，袁国平已是当
时红军的高级干部，这使他有机会战斗在毛泽
东身边。袁国平的这种经历和地位，使他能够
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感情，能够更
加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诗歌的内涵，这是其他的
唱和者无法比拟的。几年后，当党中央在研究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人选时，毛泽东并没有选择
项英推荐的人选，而是亲自点将袁国平，称“袁
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这也
证实了毛泽东对袁国平的熟悉、信任与欣赏。

（张东吾，邵阳市作协会员）

●史海钩沉

袁国平和诗毛主席
张东吾

一

洛阳洞东行半华里许，
便是东山寺，后太平寺迁入，
二寺合一，为宝庆府僧众讲
经之地。明嘉靖年间，移县
署钟楼中的“景泰铜钟”于寺
内，便是“邵阳八景”的“山寺
晓钟”之所在。明崇祯年间，
兵部侍郎张同敞曾奉敕慰问
湖广诸王，至武冈，作《东山
寺》诗，描述了山寺之幽，云：

“古寺入风幽，村烟江水头。
木疏钟罄落，人静雨花流。
有客寻闲约，逢僧问静修。
擎杯云到掌，醉为此山留。”

邵阳人车万合《东山寺》
云：“为赴春和约，相过祇树
林。莲心舒慧眼，花雨洗尘
心。证悟宁须法，皈依且问
音。老僧深道气，煮茗佐长
吟。”诗作没有描绘东山寺的
面貌、形状等风物，而是表现
其宏法、修真、向佛、坐道之
风情，与其注重内心修养有
关。车万合，车以达子，幼
孤，善读书。九岁考入县学，
明熹宗天启年间中乡试第一
名。考官缪昌期在批语中将
其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曾巩。因其人生坎坷，性情
内敛深沉，后在病中闻恩师
董其昌含冤遇难，绝食而亡。

邵阳举人吕律《游东山
寺》则着重描述身外之境，托
境抒情：“殿阁风来铃解语，
墙端雨过竹能青。无妨拉友
成真赏，得意寻僧唤俗醒。
林麓锁烟暝入画，野鸡飞雪
暗生馨。瞿昙若启禅关秘，
老鹤巢松夜听经。”未入寺门
即闻阁檐风铃，实际是写风
铃解语，寺竹青葱。在这种
清幽境界中，寻得僧人悟谈，
自然可暂忘俗务，清澈胸
襟。烟云升起，光线幽暗，似
乎笼罩着一幅山寺烟雨图。
而淅淅沥沥雨雪之中，竟有
野鸡飞起，是与栖居松巢之
中的老鹤一样，来听佛祖讲
经的吧。瞿昙，释迦牟尼之
姓，指佛陀、僧人。幽静之
中，一派生机，禅机、情趣，相
辅相生。

杨廷芳撷取一点，专写
钟声，题为《卧闻东山寺晓
钟》，这才是景之核心：“城
中谁建梵王宫，钟动高山雾
气濛。鸡唱渐沉双树月，鲸
音恰度五更风。境空不觉
尘缘染，声远还因地位崇。
老去已无宣冕梦，不烦老衲
唤疏慵。”双树，应指周敦颐
办州学时手植的一双丹桂
树，那州学亦在东山之上。
鲸音，洪亮的声音。寺院里
的钟声在晨雾中升起。此
时，啼晓的鸡声中，月亮正
从一双丹桂间下沉，洪大的
钟声，在空明的境界中穿过
五更风传向远方。诗人自
觉老大，也不想有什么作
为，就静静躺着，享受着这
悠悠的晨钟断断续续地绵
延。卧听佛寺晨钟，空明、
淡远，心静如远山明霞，灵
魂似晨风迢递，与钟声、旭

光融为一体。

二

“邵阳八景”中的“桃洞
留香”在市郊城南桃花村，是
一喀斯特地貌景点。洞内景
观如水涡，如浪叠，如虎踞，
如夏云奇峰，如老冰垂注，皆
是石乳凝结而成。且有如佛
像者，或卧或倚，有石床、石
凳。洞中有地下暗流，春日
桃英缤纷，落于水中，经地泉
于山后溪水流出，故曰“桃洞
留香”。

清康熙三年（1664）至邵
任宝庆知府的河南汝县人傅
鸾祥有《桃花洞》云：“策杖寻
幽僻，孤亭落照悬。危峰来
远岫，叠磴削寒烟。千岁胡
麻绝，三春桃蕊鲜。空留名
胜地，何处觅渔船。”描绘了
桃洞的地脉地形、孤亭落照，
并未具体描述洞中风物，而
只是说健身爽体的胡麻已
绝，只留下了春日时一片桃
花。但想要进入桃源仙境，
却找不到渔船。既然隐逸者
无法进入仙修，只是空留名
胜罢了。抒发了向往隐逸却
无从寻径之憾，有一种淡淡
的苍茫之感。

邵阳人车万含的同题之
作，更有一种无所皈依的沧
桑情怀：“桃花旧有三千树，
乱后都无一叶存。秦女羽衣
翔木杪，仙人惆怅倚云根。
天河未借乘槎过，仇穴应通
出谷温。结束青鞋犹牖下，
草亭原只一乾坤。”因变乱而
三千桃树皆毁，未存一叶，非
实际情况，而是诗意需要。
诗人处于明末，因溃兵之变而
遁迹瑶山。深感当时犹如秦
乱之后，繁华不再，故秦女飞
遁而去，仙人惆怅倚于山石。
云根，深山云起之处，也指道
观僧寺。仇穴，即仇池。魏晋
南北朝时期，陇南仇池位于万
山丛巅，本似世外桃源。但杨
氏一族，前后建立了五个小
国，都是昙花一现，被人剿
灭。世事如此，即使于窗下装
束草鞋，也未能远行，天地就
是桃洞草亭这么大呵！身心
憔悴，出路何在？乱世难奈，
故悒郁而终。

邵阳人唐时渊亦有《桃
花洞》：“可是仇池古穴不？
茫茫元气此中收。天开堂
奥函灵化，人立虚空悟幻
游。花片岂经秦日月，云根
或识汉春秋。尽多深处闻
鸡犬，寄语渔郎莫觅舟。”也
寄托了一种沧桑之叹。虽
有奉劝世人不要妄想逃离
现实之意，但对未来却有无
可奈何的失望。

八景中的“双江秋月”，
即双清亭。历代诗人吟咏最
多，我曾做过专门评价，不再
赘述。

或曰：读八景诗，依然未
知八景之貌。那么，趁闲暇
时，漫步西湖桥南岸，于桥外
的防洪堤墙上，可见八景大
型诗图雕刻，当年风貌，大体
俱备。

●邵阳诗韵

邵阳八景诗韵长（下）

刘宝田

2008年6月28日，我来到南昌起义纪念
馆，在摄下“誓死杀敌”的标语照之后，传来
了女讲解员的开场白：“因大革命失败的惨
痛教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
重要性。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经过充分
酝酿，审时度势，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接
着我便和其他参观者一起，一边观察一件件
实物，一边倾听着讲解员介绍当时的故事。

那是在1927年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
局常委会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成立由周恩
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4人组成的前敌

委员会，积极酝酿起义。当时共产党掌握和
影响的兵力共计二万余人，可汪精卫却加紧
了在军队的“清共”活动。时任国民革命军
第4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及时觉察
了汪精卫等的阴谋，紧急和叶挺、贺龙、高语
罕、廖乾五在九江甘棠湖中小船上进行了磋
商，议定贺龙、叶挺迅速率部开赴南昌。

贺龙、叶挺部队由九江先后乘火车抵
达南昌，指挥部分别设在宏道中学和心远
中学。起义部队到达南昌后，贺龙以国民
革命军第20军第一师司令部的名义将江
西大旅行社包租下来。7月27日中共前敌
委员会在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起义
由原定28日改为30日举行。

7月28日，周恩来在第20军军部会见贺
龙，面告起义计划，并征求意见。贺龙坚定地
表示：“我完全听党的话，党要我怎样干就怎
样干！”周恩来以前委名义任命这位当时还未
加入中共党组织的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7月30日晨，张国焘从九江赶到南昌，
前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由于张国焘仍对
张发奎存有幻想，所以主张一定要得到张
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遭到周恩来等
人的坚决反对。31 日前委会议做出最后
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叶挺在

心远中学内召开了第24师营以上军官会
议，传达了起义的决定，并进行了战斗部
署。贺龙在宏道中学内召开第20军团以
上军官会议，宣布起义的决定。

由于第 20 军中的一个副营长投敌告
密，中共前委当即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举
行。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
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
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
为口令，领系红领带，膀扎白毛巾，在马灯
和手电筒上贴红十字，向敌军发起猛攻。

敌警卫团事先得到告密，凭借有利地势，
在鼓楼、街亭、围墙等制高点上以密集的火力
阻击起义军。贺龙、刘伯承等站在指挥部小
楼门前的台阶上亲自指挥战斗，起义军官兵
个个以“誓死杀敌”的决心，奋勇从正面冲上
鼓楼，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并调部队从后院翻
墙冲入敌阵，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持
续三个多小时，终于全歼敌军，并乘胜全歼附
近的省政府警卫连等，攻占省政府。

第20军第四团冲进敌巡防队营房，全
歼敌军，控制了牛行车站，担负起警戒南浔
铁路、封锁赣江水道的重要任务。经过浴
血奋战，起义军击溃了南昌守敌，缴获了大
量的枪支弹药，占领了全城。8 月 1 日上
午，“八一起义”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南昌城。

直到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
议，决定将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
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百年党史标语

“誓死杀敌”
黄 伍

20世纪20年代纸张式手书标语。
黄伍 摄（2008年6月摄自江西“南

昌起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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