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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旅诗词的特点及情感特征 
陈佳莲 

（贵州财经大学  550000） 

摘要：毛泽东诗词见刊可查的数量不多，其中一部分可称为军旅诗词，且成就较高。由于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毛泽东本身在革命
过程中的身份，这些军旅诗词与历史长河中反映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诗词有所不同。从内容上看具有较强的史实性和军事性特点，
在这些诗词背后，蕴含着毛泽东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意志品质。这些情感与精神在学生教育中有着重
要意义，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还未退出人们生活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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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有很多政治家，也有很多诗人和词人，但是能集两

者于一身，并取得成就的人屈指可数，毛泽东便是其中一人。都说

诗人往往成不了政治家，因为这二者身上截然不同的浪漫主义和理

性主义难于把握与平衡。毛泽东算个例外，他将两个身份很好地结

合。毛泽东在整个军旅时期，军事上表现出极大的才能和魄力，诗

词上成果丰富。“纵观毛泽东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从量和质两方面

来看，毛泽东的创作基本上是中青年胜过老年时期，建国前胜于建

国后，战争年代胜于和平年代。青年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是同学朋友

唱和，如写给易昌陶，罗章龙和杨开慧等，主要表达友情、爱情、

同学情，风格未完全形成，真正成熟并走向高峰是在两首《沁园春》

之间，即1925年到1936年约11年的时间，这是毛泽东个人和中国革

命最艰苦的时期，内忧外患，凶险莫测，创作的环境和条件十分恶

劣。”[1]79在条件最艰苦的长征过程中，毛泽东写下了《十六字令·山》、

《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念奴娇·昆

仑》等经典作品。毛泽东军旅诗词的价值不言而喻，本文通过梳理，

从内容上，总结其史实性和军事性特点，感受在这些诗词背后，毛

泽东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意志品质。

这些情感与精神在学生教育中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还

未退出人们生活的今天更显珍贵。 

一、毛泽东军旅诗词的特点 
毛泽东诗词总体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意象雄奇、气势磅礴、

风格豪放等，但在共性之下，不同时期的作品又具有不同的个性特

点。毛泽东军旅诗词作于其军旅时期，这段历程，多为起义和战乱，

是一个战火纷争的年代，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之下，毛泽东有着与众

不同的经历，有高峰有低谷，有顺境有逆境，这一时期的诗词也披

上了独特的外衣。从内容上看，毛泽东军旅诗词有着史实性和军事

性的特点，下面就让我们从诗词中来感受这些特点。 

（一）史实性。毛泽东军旅诗词主要包括从1927年的《西江

月·秋收起义》到1949年4月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与

毛泽东其他时期的诗词相比这是一幅幅相互联系的画卷，构成了一

本壮丽的史实材料，记录了革命武装战斗历程，描绘了无产阶级最

终取得胜利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所描绘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具有

亲历的史实性，可以作为历史学上重要参考资料，有的诗词还可以

订正一些历史事实，“1930年6月，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

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接着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其中包括命

令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红一军团打南昌，以往有说法认为毛泽东从一

开始就不主张攻打南昌，这并不确切。《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初稿词题为《进军南昌》，前两句明确地说：‘六月红军征腐恶，欲

打南昌必走汀州过。’以下各句均豪情万丈，尤其是还提及了整个

作战部署，‘十万工农齐会合，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这些都表明

他比较坚决地执行命令。毛泽东1929年初率红四军下井冈山，与李

文林的红军会师东固后，就曾有‘争取江西’的构想。”[2]81。 

毛泽东军旅诗词不仅可以订正一些历史事实，而且诗词本身就

是一种很好的历史记录。《西江月·秋收起义》创作于1927年，记

录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

从第一句“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不难看出起义有了新的

特点，不仅有了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还有了自己的旗帜和思想。

1928年秋，毛泽东为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创作了《西江月·井冈山》，

以井冈山为题，体现这次战争对于井冈山的重要意义。《清平乐·蒋

桂战争》写于1929年秋，“军阀重开战”的“重”字写出了当时军

阀混战的频繁，人民战争则使大地生辉，让老百姓受益。末句“分

田分地真忙”体现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壮大。

“《十六字令·山》（1934年到1935年）、《忆秦娥·娄山关》（1935

年2月）、《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七律·长征》（1935

年10月）、《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1935年10月）都是创作于长征途中，是毛泽东创作的革命战争主

体篇章，记录了长征的过程，写下了红军战士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

战争生活和传奇故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再现，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辉煌而曲折道路的真实写照，是中国20世纪

30年代的大事记。”[3]90《忆秦娥·娄山关》记录了重占娄山关的战

斗，《七律·长征》记录了长征的历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记录了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军旅诗词记录战争过程，

充分体现了其史实性。 

（二） 军事性。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

是中国军事思想史中的重要内容。他在解放战争中提出的“十大军

事原则”具有极大影响力。毛泽东军旅诗词写于行军过程中，他不

仅是这些战争的参与者，组织者，也是战争的领导者。这一时期的

诗词不但记录了很多战争，而且还带有一定军事性，体现一些军事

战略，这是其他时期诗词不具有的，也是以往描写战争的诗词所达

不到的。如果论以诗词形式完整地描写整个战斗过程，在前人所作

的诗词中极为少见，以前的词人和诗人大多没有实战经验，对战争

生活缺乏了解，然而毛泽东不一样，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着

丰富的战斗经验，他曾说：“我不会写诗，成就很小。但我懂得如

何领导战争，如何打胜仗。”[4]113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军事奇才，他的

军旅诗词有些直接描写战场，体现战略思想，表现出极强的军事性

特点。 

说到军事战略思想，我们可以从诗词所描写的战争来看。《西

江月·井冈山》写的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山下旌旗在望，山

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黄洋界在井冈

上很高的位置，按照毛泽东在1964年曾对《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

解释：“‘旌旗’和‘鼓角’都是指我军，黄洋界很陡，阵地在山脚，

指挥在山头，敌人仰攻。山下还没有被敌人占领，还没有严重到这

个程度。”[5]53后来“敌军围困万千重”，我军被敌人重重围住，而且

敌军在数量上占了很大优势，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我军虽然人数

上极少，但是“岿然不动”说明我军早已做好了准备，心中极其镇

定，“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更是说明了我军取胜的关键

原因。“《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

黄公略”体现了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的军事策略，即要有正确的路

线，词中的黄公略所领导的队伍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侧翼部队，

但他在赣西南地区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却很成功。毛泽东对黄公略高

度赞扬其实也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他不赞同红军集中所有力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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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中心城市，认为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像黄公略那样扩建农村革命根

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5]73《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唤

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表达了面对敌人二十

万军队，必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同仇敌忾，

粉碎敌人的诡计，体现了毛泽东团结群众的军事思想。《渔家傲·反

第二次大“围剿”》刻画的是初战场面和战局过程，对战争的记录

很详细，上阕写白云山伏击战这一战略过程，战士们悄悄隐蔽，耐

心等待敌人进入攻击范围，老弱病残都一起英勇杀敌。下阕写这次

战争全过程，“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概括了我军的

急速进程，表现了战争中速度这一重要的胜利条件。《七律·人民

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体现了

毛泽东乘胜追击，打迁灭战的军事思想。毛泽东认为，“对待已经

穷途末路的敌人，我们应该乘胜追击彻底消灭他们，不能像项羽那

样，沽名钓誉，最后被刘邦消灭。这句诗是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

底’的战略思想的艺术体现，也体现出他喜而不亢的政治家眼光和

胜而不骄的军事家警惕。”[6]122 

二、毛泽东军旅诗词背后的情感特征 
“情感是态度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它与态度中的内向感受、

意向具有协调一致性，是态度在生理上一种较复杂而又稳定的生理

评价和体验，情感特征是个体情感长期形成的一种特点。”[8]毛泽东

经历丰富，思想亦有一定高度，在军旅过程中经受过很多考验，透

过其军旅诗词，可感受到其情感上那种积极向上的乐 

观主义精神和坚忍不拔、永不放弃的意志品质。 

（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在革命战斗过程中绝

非一帆风顺，他的个人经历挫折不断，几起几落，但他总是保持着

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遇到困难总是相信光明就在不远处。越

是困难的处境，他越表现出比其他时期更浓烈的乐观情感特征。在

毛泽东军旅诗词中表现这种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的有很多，《采

桑子·重阳》是很典型的一首，该词作于1929年10月，当时的处境

和身体状况都不太好，刚经历过重大的挫折和病痛折磨，但在这描

写秋景的词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悲秋的气氛，而是一种积极高昂的

情绪，一份美好的希望。“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表达了毛泽东对未来充满自信，积极乐观的心境。

《菩萨蛮·大柏地》中“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写出了毛泽

东虽处境困难，却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让人钦佩。《清平乐·会

昌》也是作于毛泽东低谷时期，但他却说“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

这边独好”，“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让我们看到了在逆

境中的博大胸怀和对革命前途的乐观精神。 

（二）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意志品质。毛泽东是一个很有毅

力的人，少年时就喜欢挑战自我，做一些难事来磨练自己。据记载：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

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
餬宝，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 口，形

同乞丐。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

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8]22在战争时期，环境更加恶

劣，在越艰苦的环境下，更能体现毛泽东那种坚忍不拔、永不放弃

的意志品质。 

这种意志品质在很多军旅诗词中都能感受得到。《七律·长征》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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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了毛泽东对长征这段艰难岁月的回顾和总

结。爬雪山，过草地，渡金沙江，夺泸定桥，充分说明长征之难，

过程无比艰辛，但不管是自然环境怎么恶劣，敌人怎么的凶猛，这

些都动摇不了红军前进的决心。这首诗很好的体现出毛泽东钢铁般

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忆秦娥·娄山关》描写了毛泽

东在长征路上这场攻克娄山关的艰难战斗。“娄山关地处贵州遵义

县城北部，1935年红军准备经过娄山关，到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找

时机渡过长江，但是没有成功，又折回第二次进军遵义，在娄山关

和板桥之间红军与军阀王家烈部队展开激战，战斗十分惨烈，最后

红军以不小的牺牲和代价重新占领了遵义。”[9]“西风烈，长空雁叫

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让我们既看到了毛泽

东对这场战斗的描写，又看到了他不怕流血牺牲，为理想而艰苦奋

斗的意志。这些意志和精神蕴含着我们在学生教育中所需要的巨大

能量。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初步解析，我们对毛泽东革命时期的诗词有了一些

了解，体会毛泽东军旅诗词的史实性和军事性特点，不仅能更了解

他当时的经历和思想，而且能够获得那个时期的历史性资料，毛泽

东军旅诗词就是一个个的历史再现，将这些画面排列好，可以当作

一本生动有趣的历史书。这些诗词中还传递了一些军事知识和战术

策略，如前面讲到的从容不迫，以不变应万变，军民团结，预先准

备工事，占据地理位置优势等。通过体会这些军旅诗词背后的情感，

学习毛泽东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意志

品质，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磨练意志，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

教育意义，尤其在如今很多学子缺乏精神能量的今天，在疫情还未

退去的今天，毛泽东军旅诗词背后的精神蕴含这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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