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2023年5月15日 星期一
编辑/江 锐 组版/胡燕舞 校对/吴巧薇 史海钩沉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13

1934年11月3日，毛泽东随中央

红军长征途经汝城进驻热水圩。第二

天，由热水圩出发至三江口八丘田。

随后，经城溪、厚溪、龙虎洞到达大山。

11月7日，毛泽东、朱德联名散发

《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

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

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人、农民、兵士

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

就在大家要团结起来，建立工农自己

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红

军所过乡圩、屋场，到处写标语、画漫

画、散传单。这些标语、告示，宣传了

革命道理，鼓舞了群众斗志，推动了

汝城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汝城人民

踊跃参军，壮大了红军队伍。

11月8日，毛泽东随中央第一纵

队由大山经延寿，于11月9日到达文

明司。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率部在去文

明司途中，遇见了一同行进的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等。毛泽东对李聚奎说：

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

速。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山前进。

他又嘱咐：“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

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

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

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李

聚奎听到毛泽东熟悉的指示，“心里顿

时就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11

月11日，毛泽东随中央第一纵队离开

文明司，进驻宜章县赤石司。

11月上旬，毛泽东大病初愈，身体

虚弱，躺在担架上随军前行。行军过

程中，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患疟疾

发高烧。还没从病中完全恢复过来

的毛泽东果断叫停抬着自己行走的

战士，将担架让给警卫员吴吉清，并安

慰说：“你就安心坐着我的担架养病好

了。”吴吉清不敢坐，毛泽东又说：“同志

们抬着你走是要累一些，这不要紧，因

为我们都是同志。”坚决让吴吉清坐上

了担架。“我们都是同志”体现了人民军

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长征途经汝城，前后共9

天。其间，党内军内关于战略方针和军

事指挥的争论愈加激烈，毛泽东坚决同

“左”倾错误作斗争，宣传动员群众，团

结教育同志，关心体恤战士，体现了

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信仰、宽阔的

胸怀和非凡的胆略。 据《学习时报》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内发生了严重自

然灾害，国际上又面临美国武力威胁，一时间国际国

内形势显得内忧外患，雪上加霜，大有乱云飞渡、黑

云压城之势。漫漫冬夜，危困交加，作为元帅外交家

的陈毅，内心激愤，长夜不寐，深感“投身革命即为家”

的重担和责任，不禁思如潮涌，浮想联翩，写下了五言

绝句诗《青松》一首。后来陆续再写，满一年时间，共创

作12题19首诗歌。1962年初，陈毅把这组诗拟题为

《冬夜杂咏》并发表在《诗刊》第一期头条上。

开篇重头《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

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整篇笔法虽平实白描，不事雕琢，但画面鲜明，风

骨遒劲。技法上韵脚工整，不究平仄，而且语言冷

峻，字词精当。直白易解，朗朗上口，却显得精神旷

达，寓意深刻，成为陈毅创作的著名诗篇之一。

上联白描写实。首句用“压”字，表现出雪的量大

与重厚，突出了写作背景下环境的险恶、形势的严

峻。次句以“挺”和“直”，展现出青松宁折不弯的姿

态。一压一挺，两个具有动词词性的字，加上一直，

以展现形容词个性的字，就把雪的暴虐、松的抗争，描

写得惟妙惟肖，动态感极强。这样，用比兴的手法描述

大雪愈是压境，青松愈是昂首挺立，形象生动，意韵昂

扬，从深层次来比拟中国人民面对自然灾害，面对国

际霸权主义和黑恶势力，坚强不屈的刚强性格。

下联明理写虚，用设问的修辞手法，突出主题，

说理清楚。陈毅直抒胸臆，如果要显露出青松的不

屈特性和高贵品质，必须等到冰雪消融之时才立刻

明显。松树挺拔峭直、四季常青、傲立风雪、刚正不

阿的禀性，就是中国人民在内受灾害、外临威胁的

特殊环境下，不惧封锁、不畏困难、遇挫弥坚、永不

低头的精神写照。

陈毅是逆境中的英雄，即使濒临绝境，也充满着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青松》通过洗炼简洁的叙述，斩

钉截铁的字句，把青松经历了风雪涤荡和洗礼之后的

挺直壮美与高洁本性一览无余地描述出来。元帅外

交家英姿勃发的神采、光明磊落的胸襟、刚直不阿的

禀性、百折不挠的人格，展露无遗，跃然纸上。

欧阳青 摘自《中华辞赋》

毛泽东二进汝城

陈毅激愤挥就的《青松》诗

汝城位于湘粤赣边界，距井冈山160公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主战场。在革命战争年

代，毛泽东曾两次来到湘南汝城，留下了光辉足迹和宝贵精神财富。

李宁 范永平

1928年 3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

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国民

党“协剿”军的南北夹击。4月，毛泽东

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向桂

东、汝城方向进军，策应湘南起义部队

向井冈山转移。沿途，毛泽东一面指

挥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

4月5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汝城与

桂东交界的寒岭界。此前，汝城宣抚

团团长何其朗部已在寒岭界构筑了

工事，阻击工农革命军。4月6日拂晓，

毛泽东率部兵分三路向宣抚团进攻。

其时，宣抚团正在吃早饭，士兵们丢下

饭碗仓促上阵，被工农革命军一击即

溃。工农革命军乘胜进抵田庄圩，在汝

城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召开了5000多

人的群众大会。毛泽东登上戏台宣讲

革命道理，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暴

动，开展土地革命。参加大会的农民在

毛泽东讲话的鼓舞下，当场控诉了胡凤

璋、何其朗的滔天罪行，希望毛泽东迅

速派兵消灭胡、何的反动武装。

工农革命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与地方势力、土匪武装形成鲜

明的对比；开展广泛的革命宣传，加强

自身建设，对密切军民关系产生十分

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给汝城人民留下

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为进一步牵制国民党军胡凤璋

部，4月 7日，工农革命军由田庄圩出

发，在暖水银岭脚、鸭屎片一带与何其

朗部激战，给敌以沉重打击。后经水口、

迳口进入土桥圩，驻黄家村。4月8日，

在汝城党组织和群众支援下，毛泽东率

部一举攻克了汝城县城。胡凤璋急调

驻坪石、乐昌的三个营驰援汝城。4月

9日，工农革命军又与胡凤璋援兵在县

城附近激战。考虑一团已在汝城阻敌

4日，为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赢

得了时间，毛泽东即命部队撤出战斗，

返回田庄圩。

部队在黄家村驻扎了3天，其间，

派出部队到附近的金山、刘家岭、迳口

一带搞宣传、打土豪、分粮食，到处书

写革命标语。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大

力支持工农革命军。有的送米、送柴、

送菜，有的带路、捎信。部队撤出黄家

村时，毛泽东带头遵守纪律，要司务长

照价付钱给送米、送菜的群众。但群

众坚决不收革命军的钱，毛泽东只好

用一块青布把钱包好，悄悄放在壁柜

上，以示感谢。后被户主黄元吉发现，

赶忙拿着这包钱追去要退回工农革命

军，可他们早已走得无踪无影了，黄元

吉拿着钱流下了热泪。

毛泽东指挥部队在汝城连战连捷，

有力策应了湘南起义军。同时，毛泽东

十分重视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在这块

红色土地上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有记述：

湘南一带“为昔年毛泽东、朱德久经

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产党之宣传甚

深，故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

水，招待红军”。

早在 1927 年写的《湘南运动大

纲》中毛泽东就曾提出，“湘南特别运

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

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

治形势”。这次转战汝城，多年的夙

愿终为现实。

毛泽东返回田庄圩后，接见汝城

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询问了汝城大革

命以来的党组织建设和农民斗争情况。

4月10日，毛泽东指示村党支部书记何

应春留下来坚持斗争，然后带着何翊

奎、钟碧楚、刘光明等离开田庄圩，经南

洞至龙溪洞。4月11日，毛泽东在龙

溪洞指示他们在汝城南洞、资兴东坪

一带建立井冈山外围根据地，开展革

命活动。4月12日，毛泽东帮助组建

了中共资汝边区支部，指派何翊奎

任书记，并令组建资汝赤色游击

队。毛泽东离开龙溪洞后，钟碧楚等

创建了井冈山外围根据地——西边山

—龙溪革命根据地，何翊奎在东坪一

带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

毛泽东亲自选定并开辟了西边

山—龙溪革命根据地，使得汝城等湘

南部分地区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重

要组成部分。此后，根据地不断巩固

发展，游击队不断壮大，一直坚持斗

争到1949年，前后长达21年。

首进汝城，指挥作战、号召群众两不误

驻扎黄家村，留下“红军钱”

指导帮助建立湘赣边革命根据地

长征途中再进汝城，探索出路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