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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真正的统帅诗人，用灵魂诠释、用天
地设问、用江河作笔，纵论千古人物，写尽沧海横
流，笑谈沧桑正道。毛泽东一生，都在中国古诗词
这条精神长河里寻宗探源，妙承精华，自铸鸿词。

其一，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
毛泽东诗词中最显著的豪迈之气、浪漫主义和

屈原可谓是一脉相传。可以说，毛泽东诗词颇得屈原
风范，因此他对屈原诗句信手拈来，化而用之。

毛泽东把一身傲骨化为指点江山的激扬文
字，与宇宙为友，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问苍
茫大地，谁主沉浮?”，此问石破天惊，“试看今日之
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问鼎天下，舍我其谁?荡
起冲天音符，敲碎世间枷锁，粪土当年万户侯，曾
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其二，雄关漫道的家国情怀
作为历史上有数的几位浪漫豪放大诗人，

毛泽东对李白的评价非常高，曾经说：“李白的诗
是登峰造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不朽的艺术家，中
国至今没有人能超过李白、杜甫的诗才。”毛泽东
一生酷爱李白的诗歌，可以说读了一生，品了一
生，也用了一生。

毛泽东把山水月亮化为家国情怀，“西风
烈……从头越”，完美展示了壮阔宏大的战争场
景，唤醒战马，蹄声霜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寥寥几笔尽显词
人的气势磅礴、宽宏胸襟。

其三，千古风流的还看今朝
毛泽东是很欣赏刘邦的。李讷学会的第一首

诗，就是父亲教的《大风歌》。”那是在延安时期，李

讷问：“大风歌为什么只有三句？”毛泽东说：“这就叫
千古绝唱嘛。”

毛泽东把击筑而歌化为革命号角，江山如此多
娇，雕刻出千古风流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
思汗是雄才大略的佼佼者，但在文治文化上还是稍差
一点。俱往矣，携千钧之力，历史巨人高歌一曲，人民
江山还看今朝。

其四，萧瑟秋风的换了人间
毛泽东爱读曹操的诗歌。他曾经这样称赞曹操的文

才：“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
当学习。” 在曹操留下的21首乐府诗中，毛泽东特别推
崇的是他曾手书过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毛泽东东临碣石，吟唱换了人间，在碣石山顶，
迎风观海，毛泽东的思绪被拉向历史：魏武挥鞭，东
临碣石有遗篇。仿佛千年前曹操东临沧海的画面浮
现眼前，一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磅礴遒
劲、极具力量感。毛泽东抚今追昔之际，具有比《观
沧海》更鲜明的时代感、更深邃的历史感、更辽阔的
宇宙感和更丰富的美学容量，道出诗人大海般的宽
广视野和境界。

其五，横空出世的天下大同
毛泽东在诗句中提到陶渊明和他的理想社会“桃

花源”。毛泽东对陶渊明是赞赏的，对陶令的理想社会
也同样有着相同的期望，同时站在更高的层面告诉我
们，理想的社会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消极地等出来的。

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不但有思想之雄，更有
艺术之美。“横空出世”四个字，开篇突兀峥嵘而起，在
人们不经意间，便把“莽昆仑”直接耸至眼前，让人惊
讶，让人敬畏。纵观全词，隐隐有风雷之声。一个视
宇宙为秭米，藏环宇于胸中的历史巨人的形象，昂首
挺胸走来，他就是千古统帅诗人毛泽东。

毛泽东在继承古典诗词民族风格与中国特色的
基础上，又能得时代风气之先，接受马列主义的先进
思想文化，并使二者融会贯通，形成千古诗人独具匠
心的大战略观：“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唯物史观，

“唤起工农千百万”的人民史观，“雄关漫道真如铁”的
中国道路观，“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人民战争观，“茫茫
九派流中国”的中国地缘政治观，“金猴奋起千钧棒”
的大无畏斗争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
奋斗观，“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中华大一统观，“横空出
世，莽昆仑”的天下大同战略观。

千古统帅诗人毛泽东

毛泽东的诗词，情怀博大，气势雄浑，独领风
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
所说，毛泽东同志始终“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
自己的笔端”、“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
忧患”。“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是毛泽东诗词感人肺腑的根本原因。

而毛泽东诗词中贯穿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追寻
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是毛主席伟
人精神、气质里，让亿万中国人景仰的关键、重要
原因。

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毛泽东诗词中饱含了深沉的爱国主义民族

精神。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便满怀抱负、身系
祖国。一句《沁园春·长沙》中的“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显示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深沉
的忧虑。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一句《菩萨
蛮·黄鹤楼》中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
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渴求投身于新的改天换地
的战斗的伟大抱负和急切愿望；一句《忆秦娥·娄
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仅
歌颂了红军的顽强意志，抒写了人民的胜利信心，
对敌人的鄙夷与蔑视也溢于言表……

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当
属蓄积于胸中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毛泽东诗
词在文化取向上凸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是中华民族维护尊严、追求独立、寻求解放、
谋求幸福伟大历程的真实写照。

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诗词中饱含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他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可上九天
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以革命家的豪迈气魄，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的凌云
壮志。

从“欲与天公试比高”，再到“天翻地覆慨而
慷”、“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诗词对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独特诗意表达，实现了从“问天”“比天”到

“翻天”“换天”的不断演进。
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诗词中饱含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感基

调。始终为人民谋幸福，是激励毛泽东奋斗终生的
不变初心。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举霸主鞭”，“唤起工
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为了人民奋
起革命，为了人民组织人民；“喜看稻菽千重浪，遍
地英雄下夕烟。”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
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真
正的英雄。

四、“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诗词中饱含了昂扬的奋斗精神。他热情

讴歌“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现实盛
况；热切追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发展
速度；殷切构建“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社
会。毛泽东这些诗句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离不开对
中国梦的不懈探索与追求。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作为政协委员，学习
毛泽东诗词，更深刻认识到，应主动肩负人民的重
托，自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十四五”时期，北京交
通将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和首都发展为统领，加快
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作为交通行业和科研人
员，我将进一步发挥科研带头人的作用，勇于创新、
敢于担当、攻坚克难，不断深入系统地研究交通综
合治理相关问题，着力推动北京交通发展由追求速
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
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由
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为首
都交通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跨越，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

为国为民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于1958年7月1日的七律

二首《送瘟神》。当时，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
吸虫病的消息后，他思如泉涌，欣然而作。

两首诗是联章体，既独立成章又相互联系，磅
礴大气，气势恢宏，结构工整，浑然天成。第一首，诗
人怀着悲愤哀叹的心情描写了旧社会血吸虫病长
期肆虐给广大劳动人民和社会造成无限灾难的历
史。第二首则用高亢激昂的语调描写了新社会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同舟共
济，战胜“瘟神”，祖国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两
首诗从情绪情感、社会景象描述上形成鲜明对比，
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旧社会血吸虫病以及一切像
血吸虫病一样给劳动人民带来危害的“瘟神”的深
恶痛绝和批判，对人民饱受灾难的感同身受和无比

同情，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推崇和赞颂。凸显了
毛泽东同志勤政爱民、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敢于战
天斗地的壮志豪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全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内涵。在内
容上，诗人将神医华佗的历史故事、牛郎的神话传说、
地球自转的自然科学、圣人尧舜的古史传说和火烧纸
船送瘟神的民间风俗等老百姓非常熟悉的事情，与消
灭血吸虫、人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现实紧密联系在
一起，既形象生动又易于理解，尤其是诗中所透露的
喜怒哀乐，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共同感受，体现了
毛泽东同志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初心和担当。

瘟神不仅代表了血吸虫病，还代表了像血吸虫那
样丑恶害人的东西。“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
烧”，毛泽东同志借用比较接地气的民间习俗，巧妙而
幽默地表达了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和伟
大创造精神的观点，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天不怕地不怕
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一切牛鬼蛇神在他眼中都是那
么渺小，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信科学，团结
一心，同仇敌忾，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中国人民都是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时间过去了近62年，在
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
卷全球，随之抗击疫情的保卫战在全国打响。虽然一
开始每日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不断激增引起了人民
的恐慌和担忧，但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全国人民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
量，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只要坚
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上下连成一条心，拧
成一股绳，不管是面对疫情还是面对台风、洪水、金融
危机、贸易战、舆论战等一切“瘟神”的挑战，我们都能
在关键时刻化危为机，让“纸船明烛照天烧”，让社会
主义的光芒照耀全球。

这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思想以及送瘟
神精神不断传承、继续发扬光大的现实表达！

传承《送瘟神》之文化内涵

遵义会议结束后，走上长征路的红军，遭到敌
人的围追堵截，革命一度陷入困境，红军不得不折
回，攻克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为纪念这次胜
利，毛主席于1935年2月挥笔写下了下面这首《忆
秦娥·娄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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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上阙，主要以精炼的文字，写出1935年2
月25日凄冷的早晨，红军准备抢占娄山关时，借着
月光行军的情景：借助融汇作者个人感受、情绪的
西风、长空、霜月的捕捉，雁叫、马蹄、喇叭混声一
片的描写，展现、营造出一种沉郁、苍凉的急行军
环境，正在备战的氛围。

诗的下阕转而抒发对长征以来首次胜利——
娄山关大捷的喜悦心情与认识，以气势磅礴的“雄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起句，表达红军
将士不怕艰难险阻，对革命前景充满坚定信念，从
此迈向新征途的豪迈气概。

从开始行军时的苍凉、悲壮，略显压抑的气氛
感受，再到表达夺关后高昂、激越的万丈豪情，整首
诗的最后，进入到凝重悠远的宏大场景：“从头越，苍
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时，我们似乎看到了娄山关
战役胜利后毛主席的身影，他登上山顶，面向崇山
峻岭，极目远眺血色残阳。面对前路漫漫，一方面
困难重重，不由得心绪也如层峦叠嶂般绵延起伏；

另一方面，胜利极大鼓舞了士气。此时，一种雄视天
下、傲视困难的豪迈，面对使命、勇敢担当的悲壮同时
溢上心头：那血色残阳映染下的如海苍山，何尝不是中
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革命，去为着、求索着的大好江
山，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也为之奋不顾身！

这是当时毛主席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写的
第一首诗词。其中，表达了他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
始终保持的清醒；表达了革命领袖面对再大的困难，始
终保持的从容不迫、俯瞰天下气魄、胸襟；表达了他对
革命前途、命运始终保持的胜利信心与坚定意志。

这首诗成为我最喜欢的毛主席诗词之一。尤其
是“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不仅让我读出了毛
主席超越、战胜一切困难、苦难的大无畏气魄、必胜信
念，也是我在面对生活、工作中问题或遭遇不顺的时
候，为找回勇气、找回信心，经常再读这几句诗。

我从事的是与最新科技前沿有关的网络信息、数据技
术专业。所以需要最先并不断学习新的知识，需要经常保
持思维的创新取向，需要在实践中不怕探索新路。为此，
要不惧困难，要保持人生不断学习、创新、求索状态。每当
遇到倦怠、瓶颈、停滞的时候，我总会念起这几句诗。

而作为通信运营商中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需要
努力提升与委员责任、使命相匹配的素质、素养，站位
国家、民族立场，为国家在5G新基建、数据产权、信
息安全等领域的发展，做好建言资政工作；需要在跟
随新科技进步，不断学习、掌握信息新知识、研究信息
新技术基础上，深入我国信息通讯领域的行业一线，
做好调研工作，真正了解、掌握行业发展问题，以提出
有利于中国通讯运营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需要“常
怀爱民之心，常谋富民之策，常为利民之举”，结合自
身的专业特长、行业背景，为中国社会朝向现代化强
国发展，不断提升“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能力、
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此时，我不仅会用这几句
诗增强自己的责任意识，提升自己的境界，还需要不
断读、反复读，以让自己的胸襟保持与更全局的观照、
更高远的站位、更前瞻的视域相匹配的宽阔！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再读毛泽东《忆
秦娥·娄山关》，让我们一起，以“国之大者”的稳健、坚
实与宏大，去开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的新征程！

最是那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从头越

作为70后，虽然不像50、60后那样，较为系统
地学习、接触过毛主席语录，但70后在毛泽东诗词
的学习、教育方面，也是得到细水滴灌的，也是日积
月累中被潜移默化着的。

在我有机会再次静心学习、体悟毛泽东诗词
时，忽然有醍醐灌顶的震撼和认识的提升，那些诗
句，原来是一种可以处身感受伟人精神的万千景
象：她让我们可以脱离庸常、低俗，走向宏大、悠远；
让我们超越具体、眼前，面向高尚、伟岸的精神境
界！其间，尤其感受和认识深刻的，是毛主席诗词
中，有着为社会的理想、为中华的壮志，以及为人民
的核心！

理想只为社会。“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
发声”、“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还
在青少年时，毛泽东已经志气弘毅、志向远大；“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赞赏为社会大
义而奋不顾身；“换了人间”、“旧貌变新颜”、“人间
变了，似天渊翻覆”时，诗句对新中国呈现的新社
会、新面貌欣喜不已；“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
下夕烟”、“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表
达出了毛主席希望人民当家做主、桃花源里可耕田
的社会理想。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主席曾
说，要学习白求恩精神，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
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
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读毛泽东诗词，同样
能体会到其无我、大我而愿为社会奉献、作为的境

界与追求。
壮志只为中华。“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不到

长城非好汉”，“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
天”……多少次登高望远后留下的诗篇，都能看到毛
主席的凌云壮志，在于心系中华大地；“问苍茫大地，谁
主沉浮”，“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也能看
到其千古忧思在于人民的江山；“已是悬崖百丈冰，犹
有枝头俏”，“雄关漫步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
畏万千艰难、勇往直前，革命只为奔赴国家的光明；“宜
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
间正道是沧桑”，执着沧海、桑田更迭，瞩目新生代替腐
朽，奋斗要为中国新。诗言志，毛主席之志，在改天换
地的河山锦绣，在日新月异的华夏盛景！

赞美只为人民。写人民、赞人民是毛泽东诗词
的主旋律。用如椽大笔和盖世豪情，毛主席讴歌的
永远是人民的精神、人民的事业。“军叫工农革命，旗
号镰刀斧头”，“六月天兵征腐恶”，“直下龙岩上杭”，
描绘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十万
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
万”，歌颂着革命力量、胜利之本的工农；“早已森严
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横扫千军如卷席”、“军民团
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赞美巩固、强大的军民
团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不吝笔
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毛主席诗词，也是其心中，
始终赞颂的英雄、永远的主角！

就这样，读毛泽东诗词，是在感知、领会伟人的
坚毅、睿智、宏大，是去接受、感悟领袖伟岸、高远的
精神引领。

走出自己，要为社会；热爱国家，要为中华；源于
人民，为了人民！毛主席诗词中传达出的精神要旨、
伟人情怀，已经润物无声地成为我人生的自觉尊
奉。作为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在
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愿意
为服务好一方百姓贡献更多力量。而作为担负为
国、为民更高使命、责任的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也
将更加自觉、自为，从基层医疗卫生专业领域出发，
努力在本职、履职工作中，全身心献身社会、献身国
家、献身人民！

伟人之伟，在为社会、为中华、为人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间
节点，重温毛主席的有关诗词，品味其描写的革命
历史及所蕴含的思想情感，感受尤其深刻，收获更
不一般。

古语云：诗言志。将崇高的济世理想，基于言
志的自然需要，同时化作诗词形式的文学表达，从
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他们心灵深处的壮丽情怀。这
也为我们通过这些诗词，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
及其特殊品格，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口。

某种意义上说，毛主席的诗词创作及其思想立
意，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足迹和理想追求的一种
特殊写照和绝妙注脚：

从《沁园春·长沙》（1925年）中“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的使命意识和“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初
心展露，到《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中“敌军围
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勇无畏及“早已森严
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的团结自信，到《七律·长征》
（1935年）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的积极乐观与《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中“今日
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责任叩问，到《渔家
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中“唤起工农千
百万，同心干”的昂扬快意和《沁园春·雪》（1936
年）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憧憬，到《七
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中“宜将剩勇
追穷寇”的不懈姿态及“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理智清

醒，再到《七律·到韶山》（1959年）中“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奉献精神和《水调歌头·重上
井冈山》（1965年）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的壮志雄心……，可谓焕然沛然，鲜明生动。

不难看出，这些诗篇所表现的思想立意，正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总结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
人民”，即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学表达。
如果我们将毛泽东一生创作的所有诗词按照时间顺
序串联起来通览，无疑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披荆
斩棘、走向辉煌的不朽史诗。

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
人民”的精神品格，构成了毛主席诗词的独特内涵和
美学品性。其所展露的高远气象、磅礴气势、生动气
韵、英雄气概、精神气节、恢弘气派，非一般的才学所
可成就，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崇高理想、卓绝
阅历、超凡智慧、伟大情怀的综合造化。

以此而论，正是中国共产党及所开创的伟大事
业，同时成就了作为杰出诗人和非凡词家的
毛泽东。毛主席的诗词，特别是那些描写战斗历程
并抒发革命理想的光辉篇章，因而堪称中国共产党
人的文学名片和审美图腾。

在举国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并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同时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学习教育的当口，
进一步重温和感悟毛主席的有关诗词，作用格外独
特，意义尤其巨大。

作为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委员，如何以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及信念，愈加坚定地投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如何以高质
量、高水平的履职、建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梦助力？如何发挥专业能力，团结界别群众，凝聚中
国事业的强大共识？这是我们当下和未来努力要去
思考、实践的重点！

伟大的史诗 不朽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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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建国 全国政协常委、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郭继孚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

王茂虎 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外文局今日中国杂
志社副总编辑

诺敏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市石景山区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全科副主任医师

张云勇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联通集团产品中心总经理 吴文科 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曲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
曲艺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郭媛媛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
长、“国学”读书群群主

大家好，我是全国政协委
员，第六期“国学”读书群群
主。本期我们读书群开设了
“讲读”栏目，邀请委员分享各
自对毛泽东诗词和中共党史多
视角的认识，领悟毛泽东诗词
对当代中国社会深刻广泛的影
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
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8月27
日，关注版摘登了部分委员学
习毛泽东诗词的发言体会。

毛泽东诗词容涵深厚、影
响深远，是“诗史合一诗哲合
一”的革命文学形态，是持久弥
新、宏大高远的精神食粮，是读
之任何时候都能有所获、有所
得的文化精品，是影响、决定数
代中国人精神面貌、品质的文
化基因，也是新中国文学、美
术、音乐等文化艺术创作经常
取材之元素。本期关注版将继
续刊登委员们的学习体会，敬
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