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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断裂与传承
有了更加紧迫的认识，对古典艺术之美重新又
重视起来，很多老作家、艺术家甚至年轻人热
衷于古典诗词创作，从中体味传承几千年的文
学之深味、之绝美以及对文心、人心的滋养。
比如陈伯坚的新作《诗词曲三百首》，就让我感
到惊喜、欣羡。

我和陈伯坚先生相识相交已经近 40 年
了。从最初的握手言欢、一见如故，到后来的
坦诚互对、推心置腹；从翩翩潇洒的青年学友，
到须发斑白的古稀老人，数十年的沧桑岁月，
浓缩了彼此间深厚的情谊。在漫漫的时间长
河里，鱼雁往来，把两颗赤诚的
心，紧紧连接在一起，彼此情同手
足。因为这么多年的交往，我知
道伯坚不仅是立意邃远的小说
家，还是文笔新颖的散文家，他的
那些丰厚的带着时代气息的佳
作，经常陪伴在我的案头枕边，
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他竟然还
是一个创作中国古典诗词曲的行
家里手。

开卷第一篇是《品秦牧先生
赠词》。我以为作者把这首诗放
在卷首是很有深意的。人们都知
道，秦牧先生是近代中国的文学
大家，特别是他的散文，立意隽
永，笔锋流畅，创一代新风，为广
大读者所热爱。伯坚身居粤海，
近水楼台，得以近距离地接触这
位文坛耆老，自然受益良多，特别
是还得到老先生的亲笔题词一
幅，更是倍感荣幸了！题词曰：

“智慧勇敢和毅力是所向披靡斩
关夺隘的战士——陈伯坚同志存
念”。不仅铿锵有力，而且振聋发
聩，伯坚受之，当然心潮激荡，故
而挥毫舒展当时的心意，诗曰：

智慧当为先，大勇推向前。

致胜赖毅力，三因勾股弦。

人生关隘多，片刻在变迁。

一路如战将，把酒玩攻坚。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伯坚对秦牧老先生题
词精神的领受，而且也显示伯坚践行这种精神
的意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生命的长途
中，他一直是实践着这个精神的。

和伯坚相交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多情重
义的人，不管是老友还是新知，不管是远亲还
是近邻，他都是披肝沥胆，坦诚以待，即使是至
亲挚爱的人，亦复如是。因此，在他诗文的字
里行间，无不充溢着这种中国文人的传统美
德。从《爱之描述》一诗中，我们可以领会其中
的甘味。诗的全文如下：

相信苦与乐，两心同一舟。

得到与付出，何须放心头。

学会恣肆给，学会惜金收。

不为繁殖计，不为功利谋。

不冀他人羡，不屑坎坷愁。

一心向所爱，长河唯东流。

初看诗句浅显易懂，似觉一目了然。但仔
细琢磨，则感其含意深邃、隽永，再三咀嚼，仍
觉回味无穷。恰似我国某些文学大家作品的

白描，色浅味浓，同时也显示作者学养之深厚。
伯坚出身于华侨世家，大学毕业后，努力

工作，事业有成，但是，他却一直藐视权贵，眼
睛向下，深深的民主思想，浓浓的平民意识，从
他的诗词中，随处可见。比如《唐由之“抗旨”》
中那位可爱的眼科医生，“最怕喝酒”的市委书
记，应聘小店散工被拒的退休副总理，陈毅元
帅的岳父重住破旧小屋的佳话——这些篇章，
都是伯坚随手拈来的“民间传说”，他刻意以诗
词的形式记录下来，晓谕广大读者，是有其独
特的深意的，和坊间某些崇尚权贵并为他们大
唱颂歌的“大作”，成了鲜明的对比。

伯坚思想开阔，平日博览群书，
知识面甚为阔大，不仅精于文史，对
哲学、美学方面，亦多有涉猎。因
此，在这部“诗词曲”中，我们随意可
以读到这方面的内容。诸如：《厚
积落叶听雨声》中对美学大家朱光
潜生活情趣的欣赏，用“何处不藏
美，矢志调心情”轻轻一笔带过，却
使读者产生无穷的美学回味。对
大自然之美，则有另外一番心得体
味。比如，作者对一道河的“河湾”
流水的缓急，居然产生了一种美学
意义的遐想，从“流水力不露，缓急
显气度”到“深浅不改性，大海是前
途”。一湾死水，被作者写活了，而
且赋予无限生命的活力，让读者产
生无穷的美学想象，显示出作者对
美执著的追求。

读伯坚的古典诗词典，很难用
几句话或几方面来概况其全部内
涵和要意，真正的艺术作品，就应
该是这样的，读者很难一下子窥其
全豹。但是，作品所蕴含的要义，
我们却可以一语道出：那就是深远
的家国情怀。因为伯坚的祖先世

代流落异国他乡，对祖国的爱，对家乡的情，
对祖先的恋，流淌在他的血液中，充溢在他的
灵魂深处，用“诗词曲”进行表达，对伯坚来说，
是天经地义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诗词曲的艺术形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
粹。从春秋战国的《诗经》《楚辞》，到先秦两汉
的乐府；再从“唐诗”、“宋词”以至“元曲”——
这是我们的祖先用汉文字饰体绘形创造的世
界上独领风骚的奇葩，是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
人必须“学而时习之”的课程。伯坚秉着一颗
赤诚的爱国之心，深谙其中“三昧”，故能够从
他的胸中流溢出这样华美的乐章来。

当然，“金无足赤”。伯坚的这部丰厚的佳
作，也有需要提高的地方。比如，中国的古典

“诗词曲”作，在修辞上是很讲究的，不仅要求
合辙押韵，还要求工整、对仗，对这些千百年形
成的“老规矩”，伯坚没有刻意遵循，而是依照
自己心灵的驱使，信马由缰，不以词害意，强求
格律整齐，从而使心曲任意挥洒，最终形成自
己独特的风格。因此，在强调“百花齐放”的今
天，伯坚的这一点是“不足”，还是“特色”，值得
探讨。

我虽然钟爱古典诗词，但不善创作，这次
“门外”之言，仅作文友之间的一种心灵上的沟
通，愿博伯坚和其他方家一粲。

徐雉徐雉：：主动赴难的诗人主动赴难的诗人
□郑 绩

中国知识分子的千秋家国梦，各有各的做
法。现代中国 30 年，启蒙初开，道路横呈，何去
何从之际，反而是知识分子们最有羸肩扛天下
的自觉时期。道路的选择虽然不同，其间确有许
多慷慨悲歌，置生死于度外的光荣与梦想。诗人
徐雉，以前说起他，只关注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
写入文学作品的人，但他以文弱之躯，党外之
身，献身于抗日第一线，战乱中甚至不知埋骨何
处，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他是真正的诗人！

徐雉，1899年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河头市村
（现属于宁波镇海区）。徐家是一个大家庭，徐父
是秀才，曾在乡间行医，也曾开私塾执教。徐雉
3岁丧母，由继母抚育成人。长大后他曾听族人
说，母亲是死于家族矛盾。14岁开始写旧体诗，
16岁入私立宁波效实中学，22岁入苏州东吴大
学文科。

大学期间，他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新
诗，可以查到的最早作品是发表于 1922年 4月
13 卷第 4 期的《一篮花》《跛足的狗》，最晚为
1925 年 5 月第 15 卷第 5 期的散文诗《三次的访
问》。另有诗发表于《文学周刊》《诗》等杂志。鲁迅
曾在《鲁迅沈雁冰的雄图》一文中提及：“语丝创
造的人分化太大了, 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
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
可见徐雉不仅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当时且与
王统照、叶绍钧等齐名。

徐雉从东吴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了一段时
间的书，1925 年 10 月，徐雉前往广州，投笔从
戎，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任科员，
在林伯渠手下工作。这一时期，他在政治部的刊
物和宣传品上发表了大量诗作，现在能找到的
已经不多。小说《嫌疑》描写毛泽东探望林祖涵
这一情节，是他根据亲身经历描摹而成。这是文
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也成为讲
到徐雉不可不提的一点。

宁汉合流之后，他抛掉身外之物，仅着一身
布军装逃回宁波。1927 年秋，他去芜湖投奔朋
友，在海关谋到一个办事员的职位。他曾写小说

《办事员莫邪》，对这段心酸经历有细致的描写。
1928 年失去职位，回到上海任《商报》副刊编
辑，薪资极少无以糊口，他又写了不少新诗和短
篇，卖文为生。1932 年到《申报》任《业余周刊》
编辑。

抗战爆发之后，先流亡武汉，继而于 1938
年先去西安找林祖涵，后奔赴延安。当时他年近
四十，身体衰弱，更有高度近视几不能视物，家
中又有稚儿幼女，然而他既不西去重庆谋求教
职，也不南下新加坡当编辑，而是坚持要去共产
党领导下的抗日第一线。虽然左倾，但他不是共
产党人，也没有参加左翼职业革命活动的经历，
他甚至不是“左联”的成员，从第六军出来后最
接近中共党组织的活动是在上海世界语协会中
热心参与过一段时间。以这样的政治身份，当时
因国难流亡的作家群中，作此选择者，实在不多。

之后徐雉接上了在第六军时的生活，先在
边区文艺抗敌协会工作，又到晋察冀军区、边区
任秘书，主编《边政导报》，写了不少长篇散文
诗。1942年随年老体弱的一些干部被送到陕北
加入边区文协创作组，患上严重肺病，还是有不
少诗发表于《解放日报》。

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家人却迟迟得不到
徐雉消息，四处打听寻找未果，听说他随部到了
东北，还曾在《辽宁日报》刊出寻人启事，也没有
回音。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经过大量外调，终于知道下落。大致
情况是 1947 年间，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大部队
疏散至绥德一带。徐雉受到专门照顾，配有一个
勤务员和一头驴子，然而他身体实在太弱，病逝
于疏散途中。具体时间、地点竟不可知，埋骨之
地也无处可寻。

1946 年 10 月 21 日《解放日报》有他的诗
《希特勒的半身像》，这是所能查到的徐雉最后
一篇作品。

徐雉早期的诗作是典型的“五四诗”，大多
宣扬自由恋爱，抒发青年心绪。进入第六军后则
开始写宣传作品，向现实主义靠拢。他有大量长
诗，是同时代的诗人中所不多见的。

徐雉最早以诗出名，并不是写得多好，而是
他的诗具有时代意义，之后他的诗政治烙印更
加明显，文学性更加缺乏。倒是他的小说颇有几
篇生动之作，不过因为他是最早在小说中写到
毛泽东的人，大家的注意力不免被这一点所吸
引。

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史料·
索引》卷中，阿英编写了142位作家小传，其中有
3位宁波籍作家，王鲁彦、王任叔和徐雉。前两位
为研究者所熟知，徐雉却淡出文学史视野了。唐
弢的《晦庵诗话》中对他有所评论。

他的《失恋》曾被朱自清选入《中国新文学
大系》的《诗集》中。此诗原名《失恋后》，原作于
1922 年 10 月 9 日，朱自清编入时改题为《失
恋》。泰东出版社 1926 年出版的诗集《恋歌》中
选入他的三首诗《失恋后》《忏情歌》和《失恋后
赠情敌》。20世纪 80年代长江文艺出版社编印

《中国现代爱情诗选》，也选了他的《失恋》。
诗集《雉的心》，新中国印书馆 1924 年出

版，该诗集是天津绿波社丛书之二，叶圣陶作
序，附有《童年集》，里面有他创作的 35 首旧体
诗。诗集《酸果》、短篇小说集《毁去的序文》，上
海新文化书社1924年出版。1929年他还在上海
太平洋书店出版过一本《中国学校课程沿革
史》。短篇小说《不识面的情人》《卖淫妇》由上海
新文化书社1933年出版。

198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徐雉的
诗和小说》，唐弢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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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应人民日报出版社之约，为《习近
平用典》一书作典故释义。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
在重要讲话、文章中引用的典故查找原典、加注
释义，我深深地感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
文化经典取精用宏、驱遣自如，在古典和现代之
间自由穿行、游刃有余，所引典故体系完备、脉络
分明，充分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当
代价值，揭示并彰显了包孕其中的时代精神。

习近平善于用典，精于用典，堪称用典大
家。其用典范围之广、数量之大、频率之高，在历
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非常突出。习近平古典文
学素养深厚，经史百家，藏诸脑海，信手拈来，挥
洒自如。他通过广泛采撷中国传统经典名句,巧
加点化，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表现力和历史
感；同时，这些典故与其大众化的语言配合使
用，使得典故运用自然，与文意相得益彰，形成
了独特而富有魅力的语言风格。习近平的用典
艺术，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信手拈来 妙用天成

习近平用典随处可见珠玑，多有佳妙之处。
其用典信手拈来，却又恰到好处，自然挥洒，妙
用天成。

如 2014年 3月 27日《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法国有一句谚语：“一点又一点，小鸟筑成

巢。”中国也有一句古语：“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中法友谊是两国人民辛

勤耕耘的结果。借此机会，我要向这些为中法友

好事业默默奉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首先引用一句法国谚语，拉近了与
法国人民的距离。然后用中国老子《道德经》中
的话与法国谚语巧妙嫁接，嫁接点为：“辛勤耕
耘结硕果”。最后轻轻一句绾结：“中法友谊是两
国人民辛勤耕耘的结果。”不足90字，将中法友
谊讲述得妙趣横生，摇曳生姿。

再如2013年10月7日《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
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上的演讲》：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亚太是我们共

同发展的空间，我们都是亚太这片大海中前行

的风帆。亚太未来发展攸关亚太经合组织每个

成员的利益。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出自唐末僧人
尚颜的《送朴山人归新罗》的首联，为我们描绘
了一幅气势恢弘的海景画卷。但中国古代的渡
海诗很多，习近平为何选择这首？

朴山人是朝鲜旅华隐士，因此这是一首写
给国际友人的赠别诗。唐朝去朝鲜的海路一般
从登州(今蓬莱)出发，横渡黄海。而黄海是太平
洋西部的一个边缘海，因此用这句诗来描述亚
太经济合作是绝佳之选。

老典新用 点石成金

习近平会通古事今情，他善于从历史典故
中抽取有用的史实或理念，运用到现实中，对典
故进行飞跃性的点化，从而赋予老典以新的思
想或境界，化腐朽为神奇。

如 2013年 6月 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

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

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

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

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

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

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

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

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上面这条典故出自《左传·昭公七年》，文字
佶屈聱牙，属于僻典。习近平在引用时进行了生
动通俗的阐释，读之轻松自然。他以此告诫党员
领导干部要像正考父一样严格要求自己，把位
置放低一点，少些自满，多些干劲，堪称触处生
春，别开生面。习近平用典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具有大众化的特点，这既体现了他高超的语言
驾驭能力，也体现了他始终坚持的群众观点。

如盐溶水 浑化无迹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用典
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习近平虽然勤
于用典，但无一有意为之，丝毫不露用典痕迹，做
到“用事不使人觉”，达到了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

2014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
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发表重
要讲话。习近平说：

我一直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思想的口

子一旦打开，那就可能一泻千里。干部不论大

小，都要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不以恶小而

为之”。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

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

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其中说

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

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

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这段话中，习近平一连引用了7处典故。除
3处为明引外，其余均为暗引。

如文中的“慎独”“慎初”“慎微”均为用典。
最后一句中用了“以人为镜”的典故，从而为党
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今一古两面“镜子”——焦
裕禄和张伯行。

把典故藏在文章里，平平道出，略不作意，
这是习近平的用典特色。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习
近平在这段讲话中使用了大量典故，却仍能保
持语言的生动活泼，明白如话，确实达到了用典
如盐溶水的境界。

化用原典 夺胎换骨

习近平用典而不为典所用，他不是简单地
套用前人的成典，对于一些不合时宜的典故进
行化用改造，或改其字，或袭其意，或用其语,做

到夺胎换骨，后来居上，显示了高超的运化翻新
能力。其化用典故方法有三：

1.改字借用：即改用个别字句，既保存原典
的精神，又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如 2013 年 3 月 1 日《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
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
讲话》中，引用的“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
学”，是对《荀子·大略》中“学者非必为仕，而仕
者必如学”的化用。习近平从建设学习型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高度出发，将原典中不负平
生所学的“如学”，化用为坚持读书学习的“为
学”，一字妙改见匠心。

2.句意化用：即融会前人的句意，用自己的
言语重新组织起来，既有所本，又出新意。

如1989年1月《干部的基本功》一文：
现在我们非常强调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

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四

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群众。“治政之要在于

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古人议政的这

句话，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这段话中的用典，是对明朝张居正《请蠲积
逋以安民生疏》中“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
之道，在察其疾苦”的化用。原典中的“致理”意
为使国家安定清平，但颇令现代人费解，影响传
播效果，改成“治政”就清楚明白多了。

3.组合化用：即将内容相关而出处不同的
句子组织起来，形成合力优势。

如 1990 年 3 月《从政杂谈》一文中引用的
“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化用自
苏轼的两篇文章。“临大事而不乱”，出自苏轼23
岁应制科考试的试卷《策略第四》；“临利害之际
不失故常”，出自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的

《陈侗知陕州制》。
这两条典故源自苏轼不同时期的两篇文

章，各有其特殊语境和深刻内涵，习近平通过寻
找它们之间的共通点和交汇点，将它们巧妙地组
合起来，形成了全新完整的语句，弥见创新之力。

密集用典 气势贯通

习近平不仅用典广泛，而且善于密集用典，
在一段话中有时数典并用或连用，通过典故的
巧妙组合，形成浑融有机的整体，从而增强了文
章的气势和感染力。

如2004年1月5日《心无百姓莫为“官”》一文：
古往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

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

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

俱饱暖，不辞辛苦出深林”，都充分说明心无百

姓莫为“官”。

在上面 110 字的短段中，习近平一气举出
了范仲淹、郑板桥、杜甫、于谦4人的语典，浑然
一体，气势贯通。通过多典连用的烘托和渲染，充
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心无百姓莫为“官”。其
用典之密，可谓典如潮涌，让人目不暇接。

以典喻理 以典证今

习近平善于从浩瀚的古代典籍中，寻找根
据，发现论据，来证明文章所要论证的道理。借
典故发表议论，融典议为一体。

如2014年4月1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
讲》：

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

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

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

会带来灾难性后果。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

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

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

异也。”

习近平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枳”这句中国著名的典故，生动阐释了中国不能
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会
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道理。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
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
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体现了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以典喻理，援古喻
今，一则小小的典故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也让人们熟知的典故变得别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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