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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帅风将帅风骨诗人心骨诗人心

陈毅《韦
岗初战》手迹

【编者按】今天是陈毅元帅诞辰120周年纪念
日。作为开国元勋，陈毅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威震敌胆的军事家、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又
是中国和世界外交舞台上赫赫有名的外交家。
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生留下了许多
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首
首诗词、一件件档案，再一次瞻仰和纪念这位“诗
人元帅”。

陈毅与江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1938年
他奉命到苏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直至全国解
放，陈毅在这片土地上从事革命活动断断续续有
近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陈毅不仅带领江淮人民
取得了革命事业的胜利，也在这片广沃的土壤上
点燃了文化的火种。

陈毅对于文学有多热爱呢？有一句话足以道
出文学艺术在他心中的分量。1946年春，陈毅对
参与军调处事务的美国军人雷克上校说：“我的兴
趣不在军事，更不在战争，我的兴趣在艺术。”然而

“南国烽烟二十年”，拯救民族的重任让他不得不
收起当一个文学家的念想，一心扑在革命事业
上。即使如此，文学之魂还是贯穿着他的一生。

·上马打仗 下马赋诗

说起陈毅的文学作品，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
诗。他的诗意境开阔、壮志豪情，丰富的生活经历
与斗争实践为他的诗词创作提供了宝贵而深刻的
创作源泉，饱含了深厚的历史感与壮阔的诗情美，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1977年 4月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张茜作序的《陈毅诗歌选集》中，收入
诗词 150首，其中抗日战争时期作于江苏的有：《东
征初抵高淳》《韦岗初战》《夜过江阴履国防废垒有
作》《为苏南摩擦答某君》《送人赴泰州谈判抗日合
作》《记遗言》《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
十年不见者》《“七·七”五周年感怀》《盐阜区参议
会开幕感赋，并兼呈参议员诸公》《湖海诗社开征
引》《送沈、张诸君赴延安》《大柳巷春游》《淮河晚
眺》《过洪泽湖》。

《陈毅诗稿》南京图书馆印

革命战争年代，陈毅元帅的诗词是激励人们
为真理而冲锋陷阵的战斗号角，同时也为开展统
一战线工作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941年夏，日、伪、顽纠集重兵，以新四军军部
所在地盐城为主要目标，发动第一次大“扫荡”，妄
图一举消灭重建不久的新四军。陈毅军长于军务
倥偬之际，7月4日写下了《酬良父并同赋诸君七律
四章》，并与7月15日发表在《江淮日报》。

诗前有小序：
今春臧良父先生惠诗，一时和者甚众。余不

一文，回避诗坛久矣，虽鞍马间，往往横槊赋诗，但
存者不及百一。今者诗债积累日深，走笔以酬，感
时伤事，所怀万端，聊博良父及同咏诸君一粲。

淮南风雨惠佳章，良夜长吟齿颊香。
愧我菲才惭大树，愿君戮力转沧桑。
妖氛未靖谁无咎?战局纡回见小康。
莫道忧天天不坠，可怜西狩已郎当。
虚传神话斩长蚺，白帝于今势正酣。
欲破鸿沟思猛士，每观雁阵感征骖。
乘机突击围华北，反共阴谋见皖南！
只手遮天愚妄极，是非自有国人谙。
廿年革命几人存?国共纠纷应细论。
抗敌救亡凭正气，特工党恶凿离痕。
逋踪不少逃边境，胥手还多系国门！
何处光明留净土?遥看敌后万军屯。
血战玄黄春复秋，光明黑暗竟神州。
法西困兽拚孤注，极北辰星拱万流。
谋晋谢公饶善策，椎秦张子费深忧。
战云转变还堪喜，正义风雷荡亚欧。
（良父，臧良父，盐城县开明绅士，其兄臧倬，

时为汪伪苏北行署主任。）
这组七律，公开发表于反扫荡的硝烟突起前

夕，使当时许多开明地士绅士深受感召和鼓舞，调
动了盐阜区全体军民投身反扫荡的情绪和信心。

韩紫石是前清举人，民国初年曾任江苏省省
长，在苏北颇有声望。1941年秋，日军威逼韩紫石
出任伪江苏省省长不成，就派兵包围韩紫石住地
徐家庄，韩紫石坚贞不屈，于1942年1月23日下午
忿然辞世。陈毅当即赋诗一首，诗云：

赤县神州坐沉沦，几人沉醉几人醒。
彪炳大义持晚节，浩然正气励后生，
不问党籍攘外寇，相期国是息内争。
海陵胜地步风物，文信南归又见君。
（陈毅原注：宋贤文信国公，抗敌南归，经海安

有诗，见《指南录》。紫翁于海安故宅被俘殉节，两
贤足相比也。）

《盐阜报》发表了这首诗，在广大爱国志士和
开明士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5月5日，盐阜区各
界一千多人隆重举行追悼韩紫石先生大会，全区
的知名人士和开明士绅基本都出席了会议。会
上，陈毅又即席赋诗五章：

悼韩紫翁
挥毫健羡君才调，涕泣无言泪暗消。
英年陋巷同颜子，开府江南过温峤。
虏庭骂贼丹心沸，深闺易嫁青眸瞟。
相逢地下开颜笑，模范夫妻万古韶。

苏北耆贤数海安，策杖排难沥肺肝。
杞人唯恐青天坠，精卫难填碧海干。
忧国有心愁闻鲍，接席多缘愧识韩。
知音寥落天涯感，寂寞何人解辛酸？

秋容老圃胜东篱，巾履萧然此孑遗。
波涌江淮龙蛇斗，变起萧墙燕雀危。
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
鲁连贲志埋幽恨，亲痛仇快忍思维。

温温权贵六十秋，斜阳鞭影起孤丘。
班马文章能臧否，颜欧书法论怨尤。
林下疏河忧黎庶，晚景抗节挫敌首。
壮哉易篑无多语，何日全师复神州？

蜂起狐鸣恣鼓吹，泰岳鸿羽正当时。
数通函电存遗爱，百代人群沐德施。
五年晚节矜遒劲，十万貔貅任怨訾。
一樽酒酹西风冷，惆怅人天知不知?
陈毅诗一出，反响强烈，一时间和诗纷纭。

追悼大会共收到各方挽联、诗文 200 余件。5 月
11 日的《盐阜报》追悼韩紫石先生特刊全文发布
陈毅及许多知名士绅之作。“悼韩活动”在苏北根
据地掀起了抗日爱国文化活动热潮。经过诗文
唱和，陈毅与士绅、文化人之间形成一种亲密无
间的关系，由此逐步扩大和巩固了苏北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十年”激荡 军歌嘹亮

1939年春，新四军为了动员广大指战员贯彻
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四军
作战方针的指示，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鼓舞士气，军部首长建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
三月间，首先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后经
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岷等集体修改
定稿，发表在新四军的《抗敌》杂志，署名为“集
体创作，陈毅执笔”。由何士德谱后，这首歌就
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流传开来。这首歌
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
四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成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优秀歌曲之一。

《新四军军歌》
词：集体作词 陈毅执笔
曲：何士德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任我们纵横的驰骋；
深入敌后百战百胜，
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
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
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除了《新四军军歌》外，陈毅还亲自创作了《黄
桥的新生》和《保卫郭村》两首歌曲的歌词。《黄桥
的新生》揭露了国民党地方军阀何克谦残害人民、
破坏抗战的罪行，号召人民“要联合起来，消灭何
匪残部，创造光明幸福的新苏北，建设独立自由
的新中国”。《保卫郭村》首先描写了反对顽固派
进攻的战斗场景：“六月二十八炮火飞腾，顽固派
十路进攻包围郭村”，“孤军怒吼了，转守为攻，顽
固派被打得豕突狼奔”。继而抒写对这次胜利的
欢呼：“反共阴谋又被粉碎，日寇胆落，汪派震
惊。我们保卫了郭村，我们要大无畏地前进，前
进前进向前进！”这两首歌的曲调也充分体现了
词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从而使作品的思想性和艺
术性得到了升华。

·以笔为剑 为民喉舌

抗战时期，陈毅时刻不忘新四军的新闻宣传
工作，尤其是报刊工作。1936 年 6 月 17 日，陈毅
指示中共溧阳县委与国民党宜兴县党部合办

《战 斗 报》，作 为 刊 登 江 南 抗 战 消 息 的 平 台 。
1941 年 1 月 1 日，陈毅在盐城县参议会上发表了

《现在的苏北应该做些什么》讲话，对于出版的
《江淮日报》《江淮杂志》《抗敌报》给予了大力的
支持。讲话中指出：“这些设施不管如何简陋，均
是坚持苏北抗战的长期事业。”1942年春，在陈毅
的提议下，华中局研究决定，将《无线电讯》报改
为《新华报》。为了办好这个报纸，陈毅亲自到报
社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他说：“宁可用一个旅的军
费来办报。”

他不仅重视报纸的创办，还亲自写稿，参与创
作。从挺进苏南到1940年北渡过江为止，陈毅先
后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论茅山战局》《江南抗战
之春》《论游击战争》等多篇作品，体裁广泛，通俗
易懂。

陈毅于 1939年4月 10日创作的《江南抗战之
春》，是根据地内早期的优秀作品。作品发表于新
四军政治部宣教部所办的《抗敌》上，通过战斗生

活中的几则小故事，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我军的
斗志和军民鱼水关系，既反映了新四军的成长，同
时揭示出发动民力、军民合作，是战胜兵力强大的
日寇的根本保证。全文分为六段和一个尾声，既
浑然一气，又各自成篇，首尾呼应。

《抗敌》杂志

据不完全统计，陈毅先后在《江淮日报》《新华
报》《军事》杂志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 30 余篇作
品。除此之外，他还为报刊题词、题写报头。
1938 年 7 月至 1942 年 9 月间，他先后为《群众导
报》《江淮日报》《先锋杂志》《军事建设》题写报
名，为《新华报》撰写发刊词，并亲自担任社长。
为《儿童生活》（华中根据地第一个少年儿童刊
物）题词：“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
做儿童的良友。”

陈毅为《先锋》杂志周年纪念题词（《先锋》杂
志第二年第一期）

《儿童生活》

在陈毅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下，新四军的
报刊工作得以蓬勃发展。使得党的政策方针和指
导思想为人民群众所熟知，进一步拉近了党和人
民的距离，鼓舞了人心，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充足
的精神储备。

·播种文化 统一战线

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在盐
城重建军部，随之又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苏北抗
日根据地成为华中敌后抗战中心。就任新四军代
军长的陈毅和政治委员刘少奇对文化工作十分重
视，在陈毅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抗日民主苏北根
据地高举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旗帜，积极推进
文化社团建设，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各阶层人士参
加抗日宣传。

1940年年底、1941年年初，在刘少奇、陈毅领
导下，盐城先后创办了抗大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
华中分院、华中党校，还成立了江淮出版社、大众
书店，苏北诗词协会、戏剧协会等文化团体也开始
筹备，来自敌占区、大后方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数
十位文化名人，一时云集盐城。在刘少奇、陈毅的
支持下，1941年4月17日苏北文化协会成立。成
立会上，陈毅作了《为广泛地开展苏北新文化事业

而斗争》的讲话，刘少奇作了《苏北文化协会的任
务》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苏北文化协会第一
次代表大会宣言》《致全国各文化团体、各文化机
关、各学校的通电》《苏北文化协会工作纲领》和

《苏北文化协会简章》。
1941年秋，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迁到阜

宁停翅港和汪朱集。此时，因为反“扫荡”斗争的
需要，鲁艺华中分院解散了，苏北文化协会停止活
动了，聚集在盐城的一批文化人分散到各地。随
着苏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好转，陈毅决定重振苏北
敌后抗日文化工作。1942年7月，阿英、范长江等
先后来到新四军军部。8月28日，陈毅告诉阿英，
军部已决定在洪泽湖畔建立文化中心，在阜宁设
文化村，地址选在停翅港（军部）与汪朱集（华中
局）之间。经过筹备，文化村于9月16日在卖饭曹
（地名）建立。时任代军长的陈毅十分关心这些文
化人，是他们的知音，经常前来看望，进行交流，鼓
励他们做好抗日文化工作。

1942 年，陈毅在盐城任新四军代军长期间，
亲自倡导成立了湖海艺文社，在抗战历史和当代
文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10 月 25 日至 31 日，盐
阜区参议会召开首届会议，各县参议会及各界人
士 100 多人出席。陈毅认为，为了扩大文化统一
战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有
必要建立一个组织，以便更好地开展诗文活动。
于是，他召集阿英、李一氓、范长江等商讨成立诗
文社事。27日晚，陈毅、阿英、范长江、黄源、彭康
一起走访庞友兰、杨芷江，征求对成立诗文社的
意见。庞、杨均赞同，便推定杨芷江起草诗文社
缘起。11 月 1 日，陈毅派杨帆约请庞友兰、杨芷
江、唐碧澄、乔耀汉、杨幼樵、计雨亭，还有阿英、
李亚农、白桃（彭伯韬）、王阑西，进一步商讨成立
诗文社事。庞、杨提议艺文社定名“湖海”，取义
有三：①因陈毅军长而起，三国名将陈元龙人称

“湖海之士”，陈毅将军为抗日名将，堪与之媲美，
故名之。②因地名而起，盐城拥有射阳湖、黄
海。③因雅集而起，宋诗有“湖海楼开名士集”之
句。阿英等又提议，将“湖海诗文社”改为“湖海
艺文社”，以期能够广泛吸收书画、金石诸方面人
才，大家也赞同。接着，通过了杨芷江起草的湖
海艺文社缘起。

当时签订之发起人为：陈毅、彭康、李亚农、庞
友兰、杨湘、唐碧澄、计雨亭、姜指庵、王冀英、顾希
文、沈其震、范长江、王阑西、白桃、车载、乔耀汉、
杨幼樵、薛暮桥、叶芳炎、杨帆、阿英、李一氓共二
十二人。同时决定了拟入社的四十三人。

阿英按照会议要求，于 11 月 3 日起草了湖海
艺文社《临时社约》。1942年11月3日，陈毅倚马
走笔，送来了《湖海艺文社纪盛长歌》，后改名为

《湖海社开征引》。

陈毅手迹《湖海社开征引》

这一时期建立的文化村和湖海艺文社，成为
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文化运动中竞相怒放的奇
葩，对促进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繁荣根
据地文艺创作，广泛进行抗日宣传，鼓舞军民抗敌
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英雄者，国之脊梁，是火种，是旗帜；舍生者，
国之大义，为缅怀，为前行。陈毅用他的一生诠
释了“真红不枯槁”的真正含义。历史因铭记而
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他的诗句荡气回肠，
镌刻着他半个世纪的历史征程和光辉足迹；他填
的词铿锵有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奋勇向
前；他的文学作品深入浅出，拉近了党和人民的
距离；他将文化建设根植于心，让党的精神照耀
中华大地。今天我们通过重温陈毅同志在江淮
大地上留下的文化火种，感受他“大雪压青松，青
松挺且直”的品格，领略他“此去泉台招旧部，旌
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谨记他“祖国如有难，汝
应作前锋”的教诲。

每当我们重访层峦叠翠的赣南山川，
每当我们站在风景秀丽的茅山脚下，
每当我们来到民风质朴的黄桥古镇，
每当我们聆听激昂高亢的《新四军军歌》，
每当我们凝视大雪覆盖的挺拔青松，
每当我们眺望层林尽染的西山红叶，
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陈毅同志当年的

诗句，追思和缅怀这位“ 元帅诗人”，仰望前辈星
光，传承文化火种，凝聚前行力量！

陈 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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