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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是冬天的馈赠，更是精
神的寄寓。自古以来雪就作为浪
漫圣洁的意象，常被历代文人雅
客和志士仁人所吟诵，传承栖息
着中华文化的诗情画意。从《诗
经》中的“雨雪霏霏”，到《唐
诗》里的“千树万树梨花开”；
从“未若柳絮因风起”的才情，
到“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的风骨；从“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的乡愁，到“欲
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忠贞，
晶莹剔透的雪花在诗词文章和家
国情怀中纷飞了五千年。一代伟
人毛泽东一生钟情漫天飞雪，无
论是革命征途，还是壮阔诗篇，
都留下了他以雪明志、与雪共情
的精神华章。

一

　　1921 年阳历新年，湖南长
沙，大雪纷飞。十几个年轻的知
识分子，踏着五四先进文化催生
的救国潮流，来到潮宗街文化书
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
大会。经过为期3天激烈的商讨，
“改造中国与世界”成为新民学
会的宗旨。
　　19 世纪下半个世纪，中国人
已经做过了多种尝试：洋务运动
最终破产，戊戌维新惨遭失败，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孙中山领导
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未能改变中国
的命运……
　　针对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
28 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
言。他在发言中说：我赞成用俄
国式的革命道路，这是诸路皆走
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并认为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
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
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
用”。
　　这伴随漫天飞雪的两次发
言，温暖着青年毛泽东的内心灵
魂，更是青年毛泽东最重要的人
生抉择。后来以《在新民学会长
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为题，收
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作为
全书开篇。这也标志着毛泽东选
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
在湖南醴陵先农坛，留存至今的
木质楼房里，复原了毛泽东当年
开会时的摆设：房间摆着长条凳
子，柱子上挂着马灯，也带人回
到当年大雪纷飞的难忘日子。
　　为了寻找醴陵农民运动蓬勃
发展的答案。1927年的农历除夕，
毛泽东顶着鹅毛大雪，步行 15
公里，到醴陵南乡的东富寺考察。
他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湖南农村：
“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
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
夜不闭户。”他阐明，党对农运

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
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
会多方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
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
事实，纠正所谓“痞子运动”的
议论……考察期间，毛泽东还提
出了革命最关键之处——解决土
地问题，重新丈量后，把地主土
地收集再均分。
　　大雪飘飞处，也飘来了红色
真理。2月 12 日，毛泽东回到
武昌，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
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中
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时年 28 岁
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对此著赞
叹不已。他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
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
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
战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
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二

　　毛泽东一生戎马倥偬、南征
北战，有着浪漫情怀的他喜欢用
诗词直抒胸臆，而着墨最多的却
是雪和雪天。雪天有恶劣革命环
境的隐喻，雪也有纯洁透亮的革
命信仰的象征，都赋予了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磅礴的革命
力量。
　　1930 年 2 月，毛泽东率红
四军从广昌向吉安推进的行军途
中，面对漫天风雪，浮想联翩，
写下了一首意气风发的《减字木
兰花 •广昌路上》。
　　诗中展现的是一幅雄壮的雪
里行军图。在“漫天皆白”的一
望无垠的大雪天气，红军将士顶
风冒雪，翻山越岭。“情更迫”
三个字，充分说明了战风斗雪的
红军完成任务的心情十分急迫。
在革命斗争“风雪迷漫处”，一
个“下”字，写尽战略方向明朗
的红军雷霆万钧的气势和必胜的
信念。
　　在毛泽东眼中，雪是纯洁的，
是激昂的，更是充满斗志的。《七
律 •长征》中的“更喜岷山千里
雪”，就是他矗立风雪流淌出的
革命情感。
　　和广昌路上相比，红军在长
征途中所遭遇的雪，要猛烈得多。
不仅要面对雪山草地缺衣少食的
生死威胁，还要打破国民党军队
的追击和“围剿”，更要正视张
国焘企图分裂夺权的危机，但在
毛泽东眼里却是“只等闲”。从“红
军不怕远征难”到“更喜岷山千
里雪”，再一次淋漓尽致地诠释
了毛泽东藐视艰难险阻的豪迈气
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而同在长征途中的革命诗篇
《念奴娇 •昆仑》，则在描述“飞

起玉龙三百万”的壮美雪山的铺
垫下，联想起“夏日消融，江河
横溢，人或为鱼鳖”，使他深深
忧患起人类的命运，意欲“倚天
抽宝剑”将其“裁为三截”，传
递了改造旧中国的决心，进而实
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的宏大抱负。
　　在毛泽东咏雪诗词中，留下
理想信仰光辉的当数《沁园春 •
雪》。这首词写在红军长征取得
胜利之际，但工农红军的前途命
运依然凶险跌宕。在《沁园春•雪》
的字里行间中，却句句跳跃着乐
观自信。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与广
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词
中大篇幅极尽“万里雪飘”的“北
国风光”，歌咏壮美河山，评论
历史人物，颂扬当代英豪，豪迈
自信地宣示新时代即将来临，展
示了一代伟人思接千载、洞悉未
来的博大胸襟和抱负。

三

　　毛泽东以雪言志，以雪寓情，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
他对雪的热爱一如既往，始终把
雪和政治信仰、家国情怀紧密联
系在一起，每逢重大历史关头、
历史事件，总是用傲霜斗雪的气
魄传递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
践与斗争风骨。
　　1961年，国际形势十分险恶，
欧美对华实行经济封锁，苏联背
信弃义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国
内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面临前所
未有的严峻考验。当年 12 月，
毛泽东闲暇时读了陆游的《卜算
子•咏梅》，有感而发，创作了《卜
算子 •咏梅》。
　　在气象之中，毛泽东对雪最
具情结；在百花之中，毛泽东对
梅情有独钟。毛泽东在塑造梅花
风骨的同时，意在表现共产党人
在险恶环境中坚毅、不畏艰险的
可贵品质。特别是面对意指反华
势力的“百丈冰”，“飞雪”成
为迎接春天的使者，就被赋予了
一定的积极意义，预示着革命胜
利的到来。
　　恰恰是这样一种意境和心
声，使毛泽东在一年后再一次发
出了“梅花欢喜漫天雪”的礼赞。
1962 年，世界风云变幻无常，国
际局势复杂纷繁。印度军队大举
入侵我国西藏，苏联、匈牙利、
意大利、法国等 40 多个国外共
产主义政党发出反对中国共产党
声明……在12月26日生日这天，
毛泽东感慨万千，写下了意味深
长的《七律 •冬云》。
　　毛泽东以“白絮”喻漫天大
雪，以低沉的“冬云”、纷飞的
大雪、凋零的“万花”象征险恶 责任编辑 |张存猛 艾华林 校对 |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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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环境，以“英雄”“豪杰”“梅花”象征历经
磨难更顽强斗争的中国人民，以“虎豹”“熊罴”比
拟外强中干的国际反华势力，以“苍蝇”喻指屈从于
强权的国家和政党。诗中点睛之笔“梅花欢喜漫天雪”，
成为毛泽东人格特征的真实写照，他的革命风骨不正
是雪中梅吗？
　　雪花烂漫时，今朝更风流。毛泽东的雪中情，胸
有浩瀚，心怀天下，超脱于自然意象，驰骋于寰宇沧桑，
赋予了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中国、造福全人类的宏大
志向的心灵回响，必然会激越精神的感召和前行的力
量，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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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早报
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
文读本，于 2023 年 6 月创刊，杂
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
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
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
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
家、媒体记者等。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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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早报讯（记者唐吉民）近日，记者获悉，由
华夏早报社重磅推出的思想者“见证时代”人文读本
系列图书第一辑，已于 2024 年春节前出版，与广大读
者朋友见面。
　　思想者“见证时代”人文读本是华夏早报社精心
打造的精品图书系列，内容为反映时代的新闻评论、
诗歌、散文和小说，思想者由中国作协副主席、湖南
省文联原主席、著名作家谭谈题字。
　　目前，第一辑推出江单的诗歌集《我只是想要感
受风》和董哲的新闻评论集《天黑请说话》。
　　《我只是想要感受风》收录了江单一百多首反映
时代、针砭时弊的诗歌作品，该书书名由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文萃报》原副总编辑、原《家庭导报》总编
辑顾建国题字。
　　《天黑请说话》收录了董哲在华夏早报发表过的
数百篇新闻评论，分为世界观、教育圈、官场鉴、经
济场、大家谭等五个篇章。该书由中央文史馆馆员、
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赵德润，人民日报社《人民周刊》
副总编辑、人民财经网总编辑张永恒等知名媒体人、
作家联袂推荐，书名由知名书法家吴明昭题字。
　　思想者“见证时代”人文读本由华夏早报社先锋
文化出版中心出版，第一辑出版之后，将继续选取优
秀作品，出版第二辑反映时代的精品图书。

思想者“见证时代”人文读
本系列图书第一辑出版 

　　华夏早报云南红河州讯（记者艾华林）12月24日，
记者从红河州文艺评论家协会获悉，红河州军旅作家、
评论家王印吉散文集《挑水散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王印吉，1963 年仲春生于滇南弥勒。放过牛，卖
过马草；犁过田，种过庄稼。18 岁弃农从军，迈出农
门。当过连队文书，军分区新闻干事、组织群联科科
长，县人武部政委、县委常委，上校军衔。毕业于解
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工系宣传理论专业，大专文化。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云南省红河州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蒙自市作家协
会副主席。王印吉编务精采，文才出众，创作多元，
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
文学评论多刊发于《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
《散文选刊》下半月·原创版、《边疆文学》《滇池》
《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羊城晚报》
《大公报》等军地各级报刊。作品还被美国《侨报》、
中国作家网、网易网、新浪网、《意林作文素材》等
媒体和选刊转载。曾荣获“2009 中国百篇散文奖”、
第二届“新视野”杯全国文学征文小说类一等奖，蝉
联两届滇东文学 (小说 )奖。著有散文集《大青树下》
《大围山下》和短篇小说集《红月亮》等。
　　《挑水散步》精选了王印吉近年来创作的 106 篇
散文作品，计 24 万余字。该集作品是王印吉从军队退
役后担任《红河文学》编辑工作之余进行的文学创作。
多刊发于当地的报纸副刊的，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
有云南边地散文的特色和个人文艺生活的印迹，有很
强的可读性。

红河军旅作家王印吉散文集

《挑水散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