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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这是毛泽东屡次书写过的名句。鲁迅和毛泽东都是无心做诗人而“偶
有所作，每臻绝唱”（郭沫若语）的真正的诗人。诗沟通了两颗伟大的心灵。鲁迅
称“毛诗”有“山大王”气概，据鲁迅的挚友和学生冯雪峰回忆，1933年底，他因
身份暴露不便留在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长，与毛泽东有
了交往。  
 
对鲁迅心仪已久的毛泽东了解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在一次交谈中对冯雪峰说：今
晚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在读了毛泽东作于井冈山
时期的几首诗以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冯雪峰虽然没有提及具体作
品，但可以推测是流传甚广的《西江月.井冈山》充满“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
不动”的自信。  
 
“山大王”当然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毛泽东性格中的主导面是“虎气”：藐视强
权，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对于“山”可谓情有独钟。他的独创
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中国革命离不开山。鲁迅以“山大王”气概来评论这位革命家
诗人的作品，确是独具慧眼。毛泽东听到冯雪峰的转述，发出会心的大笑。1962年4
月，毛泽东公开发表作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词六首》，特意为其中的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结句“不周山下红旗乱”加了一个长长的附注。在
引用各种史料之后，诗人一反旧说，认为“共工是胜利的英雄”。在这种力翻陈案
自标新论的取舍，在本质上是对破坏旧秩序的反抗精神的肯定。  
 
对于“山大王”的评价，毛泽东还有过更为直接的认同。1973年5月，毛泽东召见新
接班人王洪文，问及王之年龄，王答已38岁。毛泽东说，你比我强多了，我像你这
样大的时候还在井冈山喝南瓜汤呢。王即称颂“主席那时已经是伟大的革命领袖
了”。毛泽东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毛泽东高度评价鲁
迅的诗《自嘲》毛泽东读鲁迅诗，可以推测的是首先得之于《集外集》，那是在长
征到达陕北之后，环境相对安定、物质相对优裕。据长期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工作
人员回忆，毛泽东大量接触鲁迅作品，是在1938年8月《鲁迅全集》20卷本编辑发行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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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七律《自嘲》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作品。鲁迅在书赠柳亚子的条幅上有“达
夫赏饭闲人打油，食不果偷得半联凑成一律”的跋语，但毛泽东透过作者的自谦领
悟到的则是展现诗人人格的严肃主题。“偷得半联”，据郭沫若考证，出自宋人的
诗句“饭饱甘为孺子牛”，经诗人对“孺子牛”这一典故的改铸，确实是起了质的
变化。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出自《自嘲》的“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如同鲁迅称毛泽东诗词
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特别看重《自嘲》中的这一联，都是别具只眼。  
 
经毛泽东的弘扬，这一联已是公认的作者的人格自画像，是概括鲁迅精神的最为精
辟的警语。郭沫若在60年代初这样评价此联：“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
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
者。”毛泽东多次书写此联。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书写过，1958年12月在武昌应著
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之请求，再次书写，现在传世的墨迹正是这一幅。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诗侧重于政治上的阐发，是不难理解的。除了这首
《自嘲》，毛泽东在1961年10月7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鲁迅七绝一首：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
的。”这不是一般的书赠（毛泽东曾以曹操的《龟虽寿》书赠日本政治家石桥湛
山），显然与当时的国际斗争相关。毛泽东不仅让陪同接见的廖承志授意新华社记
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介绍赠诗的内容，并且指名郭沫若将此诗译成日文以便于日本
朋友的理解。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一文中介绍了鲁迅于1935年将此诗写赠一
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背景及用意：“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
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在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日本）客人不要以为‘无
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读鲁迅诗，不单单是革命家的心灵交应，也有诗人的意兴感
发。例如他在读到鲁迅《湘灵歌》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即在旁边批注：
“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即唐代诗人李贺，其《自昌谷到洛后门》中有“苍岑竦秋
门”句。李贺是毛泽东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借用李贺的诗
句，足见其熟稔和倾心。鲁迅亦然，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说过“年轻时较爱读唐朝
李贺的诗”。从现存鲁迅书赠友人的墨迹来看，写得最多的恰是李贺的诗篇，书写
时间跨度最长的亦是李贺的作品，从1909年的“年轻时”直至1935年的晚年，几乎
贯穿其一生。这种艺术情趣的一致也是心灵交应的触媒。两颗伟大心灵的时空感应
毛泽东对鲁迅诗的熟悉和赞赏，有时往往透露出机智和幽默，显示雍容的气度。
1975年秋，一位名叫唐由之的眼科大夫为毛泽东作摘除白内障的手术。为着让大夫
放松情绪，毛泽东与他闲聊起来，当问及姓名后即笑着说：你这名字是从鲁迅的诗
句来的吧！随即以抑扬顿挫的湘音吟诵起来。唐大夫一时反应不过来，于是请求毛
泽东将此诗写下来。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在随手撕下的工作手册散页上用
铅笔写下了鲁迅作于1933年的七绝《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毛泽东的博识和风趣而感佩，唐由之更是将毛泽东书写的几
张散页视为至宝。手术进行得很顺利。隔了几天，唐由之将精心裱装的毛泽东手书
册页带去让毛泽东认辨。毛泽东很高兴地看清了几天前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书写的
鲁迅诗，并兴致勃勃地在册页的封面上写下了“学黄鲁直”几个字，又在这行字下
随手画了两条直线以示醒目。黄鲁直即宋代诗人黄庭坚，江西诗派鼻祖。毛泽东由
读鲁迅诗而想及“学黄鲁直”，足见其惊人的记忆力和读鲁迅诗的深入。  
 
这种纯以诗人情趣主导的阅读和欣赏，有时还表现为毛泽东改写鲁迅诗句以表达自



己的现实情怀。鲁迅作于1935年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是一首感事伤时的压轴之
作，毛泽东将其颈联“老归大泽孤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改写为“喜攀飞翼通身
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意境迥异，只是反映出诗人读鲁迅诗时的感兴。 
 
鲁迅和毛泽东诗格有别。鲁迅多作格律诗，沉郁深闳。毛泽东好为长短句，豪放雄
阔。这种差异颇合乎“风格即人”的哲理。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诗论方面（特别
是诗体的流变及其发展前景）有着相当接近的见解。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屡次表
示：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诗须
有形式，要易记、易懂、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
顺口就好。他在白话诗的初期为着打打边鼓助威呐喊以壮声势，也尝试着写过几首
白话诗，但后来坦率地表示：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
会做，只好发议论。他曾夸张地说过：“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
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
亦殊可笑。”  
 
无独有偶，毛泽东对于新诗的设想与鲁迅所述如出一辙，强调押大致相近的韵，易
记，易唱。他在1965年7月致陈毅的信中展望：“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
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他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不一
致”也与鲁迅颇为相似，说旧体诗“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而现存
的公开发表的五十几首作品中，除《八连颂》颇类民谣，其余多为格律严谨的旧体
诗词。和鲁迅一样，表情达意还是旧体诗得心应手，但又能不囿于个人的喜好，冷
静地评判诗体的流变及其发展前景，这也许正是“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个方
面吧，此中反映的不仅仅是对诗的见解，同时显示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
乃至处世的哲理。  
 
“诗言志”，这是毛泽东屡次书写过的名句。鲁迅和毛泽东都是无心做诗人而“偶
有所作，每臻绝唱”（郭沫若语）的真正的诗人，诗沟通了两位伟大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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