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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简介：
汪建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长期

从事干部教育，10多年来专注于毛泽东诗词的教学与研究。专著有 《毛泽东
诗传》《品读诗人毛泽东》《红色管理摇篮井冈山》《破译广告》《问鼎名牌》
等；主讲系列文献艺术片《毛泽东的诗人情怀——阅尽人间春色》《毛泽东的
诗人情怀——尊前谈笑人依旧》；译著有《战略管理》《面向未来的管理——组
织行为与过程》。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毛泽东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中反复
出现的“红旗”意象蕴含丰富、诗意盎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为庆祝建党102周年，本期讲坛邀请汪建新
教授通过讲述毛泽东诗词中的“红旗”意象，带领我们一起回顾诗词中那大气磅礴、振奋人心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力量。 ——编者的话

风卷红旗过大关
——毛泽东诗词中的红旗意象

▲ 汪建新

色彩是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把大
自然装点得五彩缤纷，焕发出无穷魅
力和生动气韵。“人面桃花相映红”
之“红”令人遐想，“春风又绿江南
岸”之“绿”令人神往。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
须多。”红色意味着热烈、兴奋、温
暖 、 光 明 。 毛 泽 东 偏 爱 红 色 ， 在
毛泽东诗词中，“残阳如血”“红装”

“红雨”“红霞”等用语一再出现。
毛泽东构思色彩绚丽的画面时，往往
以红色为主色调。他要么以多种色彩
为陪衬，突出表现红色；要么以红色
为背景，使景与物笼罩在红色之中。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木霜天

红烂漫”，充满着江河奔泻的无限激
情，蕴藏着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彰
显着乐观豁达的博大胸襟，给人以奋
发向上、奔放豪壮之感。

红色还象征着革命，预示着胜
利。“红军不怕远征难”，革命军队
的颜色是红色的。“赣水那边红一
角”，根据地的颜色是红色的。1918
年，李大钊在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胜利》 一文中预言：“人道的警钟响
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
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
把对红色的热爱转化成对红旗的信
念和意志，最终把中国变成了“赤
旗的中国”。

意象，“意”是意念，“象”是物
象，意象是艺术作品中蕴含着作者主观
情感的具体物象，是作者在体验现实事
物的基础上由想象创造出来的能表达作
者思想情趣的艺术形象。意象是诗歌创
作构思的核心，也是诗词赏析的关键。

毛泽东一生中，对红旗情有独钟。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建设
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中写
道：“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
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
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
半红。”（《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
在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1920
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
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
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
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
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
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就没有动摇过。”（埃德加·斯诺《红
星照耀中国》）

此后，在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中，
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
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始终矢志不
移、执着追求。秋收起义中，他率先打
出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井冈山斗争和
中央苏区时期，他用斗争的烽火和坚定
的信念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
问。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始终与
红旗、红缨枪、红帽徽、红领章、红袖
标、红色篝火、红色信号弹等相依相
伴。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
楼上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1958
年6月1日，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
创刊，毛泽东将其定名为 《红旗》 杂
志。1958年8月3日，第一辆红旗牌轿

车诞生，成为国家领导人和国家重大活
动的国事用车。

在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作品
中，“红旗”意象出现了12次之多，是
一个出现频繁、寓意深刻、颇具特色、
极有研究价值的意象：

旗号镰刀斧头 （《西江月·秋收起
义》）；山下旌旗在望 （《西江月·井
冈山》）；红旗跃过汀江 （《清平乐·
蒋桂战争》）；风展红旗如画 （《如梦
令·元旦》）；风卷红旗过大关 （《减
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不周山下红
旗乱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
剿”》）；红旗漫卷西风 （《清平乐·
六盘山》）；壁上红旗飘落照 （《临江
仙·给丁玲同志》）；妙香山上战旗妍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红旗
卷起农奴戟 （《七律·到韶山》）；旌
旗奋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满街红绿走旌旗 （《七律·有所思》）。

在这些诗句中，“旗号”“旌旗”
“战旗”都是“红旗”的同义语。黑格
尔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
灵化了的，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而呈
现出来了。毛泽东把“红旗”作为其心
灵的感化物。“红旗”几乎飘扬在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步进程之中。在不同
历史条件下，革命的形势与任务不尽相
同，“红旗”成为具有不同历史内涵的
意象。红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
是中国革命道路的象征，是人民军队的
形象，是红色政权的体现，是红色理论
的符号。

毛泽东一生伴随着红旗南征北战，
出生入死，红旗就是他的信仰。毛泽东
有关红旗的诗句豪壮雄浑，热情奔放，
风格多样而又独特，浸透着毛泽东的崇
高理想和人生追求。

红旗意象知多少

毛泽东在解释《菩萨蛮·黄鹤楼》
的创作背景时写道：“心潮：一九二七
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
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
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
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毛泽东
文艺论集》）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

屠杀共产党人，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正
如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 中所说：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
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
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
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
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此时，共产

秋收起义旗帜新

党人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刻，中共中
央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会上，
毛泽东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
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
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
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
政 权 是 由 枪 杆 子 中 取 得 的 。”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八七会议
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发动湘赣边界
秋收暴动。中共中央要求仍举“左派
国民党旗帜”，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改
旗易帜，他严肃地指出：“国民党的
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
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不应再打
国民党的旗子，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
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
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立）。”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
南，改组湖南省委，筹备和策划秋收
起义。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
发。因敌强我弱，起义军屡受重创。
9月 14日，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
起义各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19日晚，起义军在文家市召开了前
敌委员会会议，果敢放弃攻打长沙的
原定计划，决定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
农村进军。

为 记 录 秋 收 起 义 这 段 历 史 ，
毛泽东挥毫写下 《西江月·秋收起

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
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
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是所有毛泽东诗词当中最早最
直接颂扬中国革命的作品，也是
毛泽东的第一首军旅诗词，堪称秋收
起义第一诗，言革命宏志，咏战斗豪
情。上阕写秋收起义队伍的组成和暴
动计划的进攻方向。下阕着重分析秋
收起义的深层原因和浩大声势。

词的首句“军叫工农革命，旗
号镰刀斧头”，开门见山，点出军
名、旗名。“军叫工农革命”，而不
叫“国民革命”，秋收起义部队破天
荒地使用了“工农革命军”的番
号。“旗号镰刀斧头”，而不标“青
天白日”，直截了当地亮明了秋收起
义的革命性质。据何长工回忆，他
根据赴法勤工俭学期间见过的苏联
红军军旗式样进行设计：军旗底色
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是颗黄
灿灿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
五角星内镶着镰刀和斧头，代表农
民和工人；旗左边白色涵管上写着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面
旗帜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
武装的第一面军旗，工农阶级从此
有了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子弟兵！这
也是毛泽东诗词首次出现旗帜，为
此后的红旗意象确定了革命色调和
基本样式，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历史
意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
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从此，毛泽东高举工农武
装割据的革命红旗，戎马倥偬，攻坚
克难，勇往直前。

《西江月·井冈山》描绘了1928
年8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黄洋界
保卫战。“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
相闻”一句，毛泽东曾解释说：
“‘旌旗’和‘鼓角’都是指我军。
黄洋界很陡，阵地在山腰，指挥在山
头，敌人仰攻。”

《清平乐·蒋桂战争》描写1929
年蒋桂军阀混战和分田分地的土地革
命战争。“红旗跃过汀江”，是毛泽东
在诗词中第一次直接运用“红旗”意
象，喻指革命军队，也象征革命政权
建设和土地革命洪流。

《如梦令·元旦》描写1930年1
月红军的行军路线与乐观情怀。“山
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借助红旗
歌颂军容的壮盛和军心的欢畅。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描写
1930 年 2 月攻打吉安的雪里急行
军。“风卷红旗过大关”，化用唐朝岑
参诗句“风掣红旗冻不翻”，表现出
红军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

《渔 家 傲 · 反 第 一 次 大 “ 围
剿”》描述1930年12月底开始的第
一次反“围剿”辉煌胜利并对第二次

“围剿”进行乐观展望。“不周山下红
旗乱”，毛泽东引用“共工怒触不周
山”的典故，把“与颛顼争为帝”的
共工演绎成为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

“红旗”寓意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
所向披靡。

《清平乐·六盘山》 是 1935 年
10月长征胜利在望时写下的壮丽词
章。“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
风”，“西风”不只是自然风，也指反

动势力，这就使得“红旗”更具有英
勇红军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和巨大威
力。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是1936
年12月写给作家丁玲的寄赠词。“壁
上红旗飘落照”是对“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的环境渲染。毛泽东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
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
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
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面

“红旗”是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的战
旗，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大旗。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是
1950年 11月与柳亚子的唱和之作。

“妙香山上战旗妍”，妙香山上的“战
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旗，是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战旗，是维
护世界和平和人间正义的战旗，这面
红旗既是爱国主义之旗，也是国际主
义之旗。

《七律·到韶山》是1959年6月回
到故乡韶山的心灵独白。1959年 9
月13日，毛泽东在致胡乔木的信中写
道：“‘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
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
历史。”（《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还
曾解释说：“‘咒逝川’‘三十二年前’，
指大革命失败，反动派镇压了革命。
这里的‘霸主’，就是指蒋介石。”

（《毛泽东文艺论集》）“红旗卷起农奴
戟”中的“红旗”，指大革命中工农革命
的旗帜。

《水调歌头·上井冈山》是1965年
5月毛泽东重回井冈山时的感怀之
作。“风雷动，旌旗奋”中的“旌旗”，既
是井冈山斗争的红旗，也是各个历史
阶段革命武装的军旗，还是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红旗。

红旗指引革命路

毛泽东诗词12个红旗意象的诗句
中，有6个句子都包含“山+红旗”的特定
组合：“山下旌旗在望”“头上高山，风卷
红旗过大关”“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不周山下红旗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
漫卷西风”“妙香山上战旗妍”。除“不周
山”有神话色彩、“妙香山”远在朝鲜之
外，其他山都是毛泽东的革命足迹所到
之处。“山+红旗”意象，是毛泽东道路探
索的艺术缩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首
先 想 到 了 山 。 1927 年 6 月 上 旬 ，
毛泽东在接待因“马日事变”到武汉请
愿的湖南工农民众时指示：“山区的上
山，滨湖的上船。”（冯俊 《新中国 60
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历程》）在7月
4日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
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
势力的基础”。（冯俊 《新中国 60 年干
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历程》） 八七会议
后，瞿秋白想要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
关，毛泽东说不愿去住高楼大厦，而要
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秋收起义后，
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去努力实现他决意

“上山”的宏图大略。
1928年，彭德怀曾赋诗云：“秋收起

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芝
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
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彭德怀自
传》）但是，毛泽东的独辟蹊径，在马列主
义经典著作中闻所未闻，在国际共运史
上也史无前例，与“城市中心论”相违背，
遭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种种
责难。而国民党不断对根据地疯狂“进
剿”“会剿”，根据地环境险恶、条件艰苦，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不绝于耳。
为破解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现实难题，
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毛泽东连续
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
势。他用一句话来展望革命的前景：“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开辟了一条
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之路，即“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
利”。

这条道路是在井冈山斗争中开始逐
渐寻求到的，也叫“井冈山道路”。在
中国革命战争史上，黄洋界保卫战并不
起眼，毛泽东却对其格外看重。他在
《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我守军不足
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
个根据地。”（《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黄洋界保卫战不是简单的退敌之功，而
是守住了井冈山，保卫了根据地。他专
为井冈山赋词三首：《西江月·井冈
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
奴娇·井冈山》，又都礼赞了“黄洋
界”：“黄洋界上炮声隆”“过了黄洋
界，险处不须看”“黄洋界上，车子飞
如跃”。1933年 12月底，冯雪峰到瑞
金后，对毛泽东说：鲁迅读过他的《西
江月·井冈山》 等词，认为有“山大
王”气概。毛泽东听后开怀大笑，鲁迅
的点评一语中的。

毛泽东高举井冈山道路的革命旗
帜，从这山走到那山。他领导革命武装
在龙岗、白云山粉碎敌人“围剿”；他
在会昌山沉思红军的命运；他率领红军
翻越五岭，跨越娄山、乌蒙山、岷山、
六盘山；他遥望昆仑山，抒发“太平世
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宏大抱负；他导
演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的历史大剧；
他徜徉碣石山，慨叹“萧瑟秋风今又
是，换了人间”；他畅想“更立西江石
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他
回韶山，憧憬“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
英雄下夕烟”；他登临庐山，“冷眼向洋
看世界”。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山与红旗
如影随形的根本原因。

山加红旗有深意

以红旗意象入诗并非毛泽东的首
创，古典诗词中红旗意象并不鲜见。比
如，王昌龄《从军行》“红旗半卷出辕
门”；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风
掣红旗冻不翻”；陈羽《从军行》“红旗
直上天山雪”；李贺 《雁门太守行》；

“半卷红旗临易水”等。以旌旗入诗的
情形也有不少，比如，李昂《从军行》

“晓望旌旗北临海”；刘长卿《疲兵篇》
“旌旗猎猎榆关道”；杨巨源《述旧纪勋
寄太原李光颜侍中》“旌旗映水发秋
光”等。然而，古诗中的“红旗”或

“旌旗”，往往只是交战双方的一个识别
物象，没有什么思想内容，更不具备革
命意义和政治色彩。不妨拿李贺《雁门
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与毛泽东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进行比较。同样是以

“红旗”作点缀，同样是写行军作战，
且不说古今两次战争的性质不可相提并
论，单看气势就泾渭分明、优劣自见。
李贺的红旗意象显得压抑低沉，恍如疲
惫不堪的将士们的招魂幡幢；而毛泽东
的红旗意象乐观豪迈，俨然就是斗志昂
扬的战士们的冲锋号角。

苏轼评点王维的作品时说：“味摩
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
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历来
是古典诗词创作的艺术方法，也是衡量
诗词作品水平高下的评价尺度。毛泽东
一向不善丹青，没有历练出“画中有
诗”的精湛技艺，但毛泽东诗词所创造
的“诗中有画”美轮美奂，堪称一绝。
1965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致信陈毅
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
样直说。”“要做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
的方法，反映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

（《毛泽东书信选集》）红旗意象就是
毛泽东用形象思维写诗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诗词特别注重以形象反映现实，
以意象表现内容，加上频繁使用色彩词
或色感光感很强的词来烘托渲染，刻画
出一幅幅清晰可感、光彩照人、栩栩如
生的图景，诗画一体，相得益彰。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山
下山头相互映衬，既着色彩，又附音效，
一个有声有色、如火如荼的战斗画面跃
然纸上。“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红
旗与山色交相辉映：青翠葱郁的山色中，
一面红旗迎风招展，万绿丛中一点红，尤
见其鲜红夺目。“漫天皆白”之下，“头上
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把红旗置于洁
白无垠的雪景之中，同样形成强烈对比，
更凸显红旗耀眼的光辉。

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帮梅白修
改《七绝·夜登重庆枇杷山》时，说道：“诗
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之动态，有变化，
才能见诗之波澜。这正是唐诗以来格律
诗之优越性。”（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
话词话书话》）毛泽东笔下的红旗意象总
是笔力雄健，动感十足，富有变化，意境
深远。“红旗跃过汀江”“壁上红旗飘落
照”，一“跃”一“飘”，展示出鲜活灵动的
意境，使读者置身于千山万壑争趋竞走
的环境中，产生强烈的壮美感。“不周山
下红旗乱”之“乱”，不是混杂凌乱，而是
人山人海，无数红旗迎风招展，令人眼花
缭乱，显示出革命形势轰轰烈烈，与“红
心枝头春意闹”之“闹”异曲同工。而“风
卷红旗过大关”“红旗漫卷西风”“红旗卷
起农奴戟”中的“卷”字，不仅使静物动
化，而且使动者益动，兼具迅猛的速度和
力度，强化了革命浪潮的爆发力和冲击
力。

红旗意象美如画

▲ 傅抱石 《〈清平乐·六盘山〉词意图》

▲ 钱松嵒 《井冈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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