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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诗歌外交”

作者：伏霄汉    发布时间：2010/01/28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

 字体：（  大 中 小 ) 关闭窗口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标志着自鸦片战争

以来百年屈辱外交的结束，中国外交开启了新纪元，掀开了新篇章。 

60年来，新中国外交可谓波澜壮阔，可歌可泣，辉煌成就举世共睹，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外交家，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或代表之

一。他是“当代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1]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一代伟人，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高屋建瓴，对外交战略深谋远虑，外交风格气魄恢弘，令人叹为观止，这其中就包括

了他的“诗歌外交”。 

毛泽东诗歌与外交的密切关系 

中国素有“诗言志”的悠久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诗以言志”，《尚书?尧典》道：“诗言志，歌永言”，《庄子?天下篇》

言：“诗以道志”，《苟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在这里，“诗”、“志”的具体含义有所不同，但皆主张，在心为志，发言为

诗。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外交史上，还曾出现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外交形式——春秋时期吟诵《诗经》的“诗歌外交”。那时，有的使节在外交

实践中，广泛运用《诗经》里的内容和语句，表达立场、关切、诉求，解决诸侯问争端。仅《左转》所记载的吟诵《诗经》的外交活动，就有

28起，涉及63赋，吟诵《诗经》的“诗歌外交”在春秋时期外交中的地位可见一斑。[2] 

堪称“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3]的“诗国盟主”[4]，毛泽东的诗歌必然与他的思想和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1945年9月，在

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毛泽东接见戏剧界人士时，应邀给诗人徐迟题词，题的就是“诗言志”这三个字。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也说：“诗歌不

仅仅是毛泽东生平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 

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党的教条和辩证法的辞藻所拘束。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

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5] 

无论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年时代，还是“战地黄花分外香”、“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战争年代，也还是“萧

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芙蓉国里尽朝晖”的革命建设时期，他的诗歌里都渗透着对世界形势、国际战略的思考和洞察。在现已公开发

表的诗作里，青年毛泽东的第一篇诗作《五古?挽易昌陶》(1915年)中有句云：“列嶂菁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反映

了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关注和观察，也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中期的《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更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

主题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外交关系的开拓和发展，毛泽东的诗歌和外交关系愈加密切，大多数都有浓厚的国际背景，直接涉及外交方面的诗作

占有相当比例。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除《七律?答友人》和《贺新郎?读史》两首之外，他的l0首诗词几乎全都涉及当时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贯穿着反对“帝、修、反”，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的背景意识。[6] 

综观毛泽东的整个诗歌写作和外交历程，可以说，外交都是他诗歌创作的核心背景和重要内容之一，贯穿于其早、中、晚各时期的诗歌之

中，形成了新中国外交史上闪耀着永恒光芒的毛泽东“诗歌外交”。  

1. 毛泽东主席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2. 毛泽东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认识与决策  
3.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  
4. 论毛泽东对陈云的评价  
5.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6.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7. 毛泽东送礼轶事  
8.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  
9. 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  
10. 试析毛泽东人才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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