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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30个细节》

前言

何兆武    这本书是一部郭沫若的评传。郭沫若在当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当属于超级巨人行列，
继鲁迅之后一人而已。有关郭沫若的评传，无论是专著还是单篇文章，多年来已为数甚多。本书既能
钩玄提要地刻画出一代文化巨人兼政治活动家的一生事迹、功业和他的思想面貌，又能实事求是，要
言不烦，足见作者的史学与史才。本书不仅是缕述史事而已，且始终贯穿着深刻的洞见与论断。能不
为贤者讳，不失公正与客观，足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在诸多有关郭氏的论著中，这本书是我看到的
最为可读的一种，当可成为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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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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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小群，知名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近年致力于口述历史工作，著有《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
兴衰》、《凝望夕阳》、《往事回声》、《我们曾历经沧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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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和毛泽东的诗交郭沫若与毛泽东初识于1927年，当时广东大学聘郭沫若为文科学长。郭沫若于3月23日
到广州，成仿吾引他去拜访介绍人林伯渠，林伯渠不在家，却在林的书房与毛泽东巧遇。郭沫若是这
样回忆的：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
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当时郭沫若看毛泽东不起
眼，1945年重庆谈判再见面时，毛泽东已经今非昔比。从此二人有了长达三十年的诗交。1945年9月3
日，毛泽东在红岩村住处与郭沫若夫妇、邓初民、翦伯赞、冯乃超、周谷城等人相聚。周谷城问毛泽
东：“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毛泽东回答：“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
在成了‘土匪’了。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又对郭沫若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
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况，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郭沫若很高兴
，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一只怀表，于是当下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毛泽东。这只表，毛泽东一直戴到
老。郭沫若和毛泽东都是诗人。从政治上讲，自然是毛泽东的影响大，但从写诗的角度讲，则是郭沫
若出名早。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应柳亚子之邀，抄录了自己的《沁园春.咏雪》。后经剧作家吴祖光之
手交《新民报》发表，引起强烈反映，和韵之作甚多，称赞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攻击者亦有之，大
体依当时各类人的政治态度。郭沫若也步原韵和了二首，内容是完全维护毛泽东的。毛泽东有何感想
不得而知。但建国后，毛泽东把郭沫若当作诗友，作诗填词，常常送他征求意见。1959年夏，毛泽东
写成《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9月7日写信给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郭沫若同志一阅
，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例如‘
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郭沫若接
到信后，于9月9日给胡乔木去信：“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有踟躇不进之
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再给胡乔木去信：“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
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
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挥汗成雨’。”胡乔木接信后，转交毛泽东。毛于13日
又复信胡乔木：“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
我为盼！”毛泽东最后的定稿，改动了郭沫若提出意见的诗句，但并未按郭的意见改。毛泽东当时为
什么对郭沫若这么客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在给胡乔木写第一封信的前一周，即1959年9月1
日，毛泽东还就这两首诗给《诗刊》正副主编臧克家、徐迟去信，信中写道：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
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
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
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整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
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
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
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
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
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当时，刚刚在庐山上开过八届八中全会。因为彭德
怀写信对大跃进有所批评，毛泽东刚刚发动了一场运动，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对于大跃进的
后果，毛泽东不是不知道，领导层内部对他有意见，他也很清楚。他担心自己孤立，所以在心理上更
需要别人对他的支持和维护。郭沫若虽然不在党的领导核心层，但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他能无条件
地拥护毛泽东的大跃进，对毛也是一种心理的安慰。毛对郭比较客气，便很好理解了。以后，到1962
年，《人民文学》准备发表毛泽东30多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词六首，毛泽东又征求郭沫若的意见。郭
沫若就编排次序和个别字词提出了修改建议，并写了《喜读主席词六首》的解说文章，呈毛泽东“加
以删正”。这次，毛泽东在郭沫若的文章上作了一番修改，删去了郭沫若揣度有误的笔墨。并说，“
解诗之难，由此可见。”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并吟成《水调歌头》一首。下山后，建议郭
沫若偕夫人到井冈山一游。郭沫若游井冈山时写诗词22首，主要内容自然是对毛泽东的歌颂。7月中旬
，返回北京。毛泽东又让胡乔木将自己的《重上井冈山》和另一首新作《念奴娇.鸟儿问答》送郭沫若
征求修改意见。郭沫若在7月23日给胡乔木写信，提出修改意见：“飞跃”我觉得可不改，因为是麻雀
吹牛。如换为逃脱，倒显得麻雀十分老实了。“土豆烧牛肉”句，点穿了很好，改过后，合乎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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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也较妥贴。唯“土豆烧牛肉”是普通的菜，与“座满嘉宾，盘兼美味”似少相称。可否换为
“有酒盈樽，高朋满座，土豆烧牛肉”？“牛皮葱炸，从此不知下落”，我觉得太露了。麻雀是有下
落，还露过两次面。后来，毛泽东为《鸟儿问答》定稿，果然改动较多。到“文革”以前，郭沫若与
毛泽东的诗交，虽然实际上已经演化为如同君臣之交，但在作诗的技术层面，郭沫若尚敢为王者师。
心理上虽不可能平等相处，但毛泽东对于长他一岁的郭沫若还是保持着表面的礼貌和客气。毛泽东对
郭沫若的礼遇，还表现在文革前公开发表的诗词里，有两首副题就是《和郭沫若同志》。一首是1963
年1月9日写的《满江红》：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
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
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郭沫若的原词题为《领袖颂
——一九六三年元旦抒怀》，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全文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
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郭沫若这首词艺术水准平平。但因为直接颂扬了毛泽东，想必是毛泽东
很高兴。中国文人的传统，和诗讲究步原韵，毛泽东则不管这些旧例，和诗一律另起炉灶。除了满江
红词牌相同而外，韵脚与郭诗无关。郭沫若的另一首诗是关于绍兴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1961
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这出戏，一周后的10月25日，写了一首七言律诗：人妖颠
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写毕，自然要呈给对诗词有浓厚兴趣的毛泽东一阅。毛泽东也
看了这出戏。见到郭诗，遂于1961年11月7日和了一首：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
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转年元月6日，康生把毛泽东这首诗转给郭沫若。本来，郭沫若所说“千刀当剐唐僧肉”的“当”不
过是“正要”的意思，毛泽东却理解成了“应当”的意思，于是，用教育的口吻告诉郭沫若：“僧是
愚氓犹可训。”郭沫若也只好将错就错，当天再写一首诗答毛泽东：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
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
妖精亿度来。此诗又通过康生之手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给郭沫若回信：“和诗好，不要‘千刀万剐唐
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事后，郭沫若还专门著文，说明“主席的和
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对唐僧的偏激看法。”事情到此似乎变得很圆满了，毛泽东在战略思想上比郭
沫若棋高一着。但郭沫若去世之后，有一位名叫廖名春的学者，点破了其中的奥妙：不是郭沫若主张
剐唐僧，而是毛泽东理解有误。郭沫若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只好将错就错，接受毛泽东的谆谆教
悔。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和郭沫若虽不可能完全平等相处，但大体上还是诗友关系，毛泽东对于
郭沫若还比较客气。到了文革中，毛被进一步神化，他与郭沫若的诗交就不像过去那么客气了。除了
与毛泽东唱和，郭沫若还为毛泽东诗词写了很多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有的则经
不起历史的考验。比如他评论毛泽东的一首《清平乐》：“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
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
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意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
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
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
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
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光明日报》1965年2月11日）郭沫若对毛泽
东诗词的这番评论，无法以盲从解释。郭是饱学之士。毛泽东出现了错别字，书法中出现了笔误，他
是看得很清楚的。这是他比一般老百姓高明的地方。但他能在评论中，编出一套说辞，硬把毛泽东这
些失误也说成是优点，并且发挥到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就好比看见人生了一块疮疤，硬要夸赞成艳
若桃花，美如乳酪，这是一般人做不出来的。这段话，不过是郭沫若阿谀毛泽东的一例。他的晚年，
与毛泽东基本上都处在这种关系中。比毛泽东年长一岁的郭沫若为什么要如此阿谀毛泽东，在另一些
场合还阿谀江青，他当时是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难处，他的人格弱点和体制缺陷是什么关系，乃是可
以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但阿谀就是阿谀。阿谀到什么时候也是不可取的。大多数中国人即使走进
盲从的误区的时候，对阿谀也是卑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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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旧书新版，以论带述
2、使我们在文革大劫难30余年后，为能够较为公正地重新认识郭沫若，提供了可信的史实。
3、很好地说清了从落魄文人到流亡才子到党喇叭党旗手到依附党与权贵一个脉络，算是一个小传记
，文笔简洁、思路清晰，作者对于郭本人的所作所为不作太多的评价，只是在末尾偶发议论，较客观
。只是49以后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惨了，没办法不悲剧，左右都不是，中国需要走的路还好长。
4、文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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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别致的人物传记，以精心擷取的若干细节，以小见大，展现了郭沫若的一生。仅凭这些
细节，就可以看到郭沫若的人生长河，看到他地型复杂的人格河床，看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被政
治捉弄的命运。 写郭老传记的书，我案头有不少本，这一本篇幅是比较少的，但却能最真实的反映郭
老典型的一生。特别是他和毛泽东的多年来的关系，最耐人乏味，读后令人叹息，唏嘘不已。在中国
“文革”前的几十年里，和郭老同时代的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中，如茅盾（沈雁冰），巴金（李尧棠
），王蒙等，在那个年代，都逃不出被政治捉弄的命运，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了吧！——当当网会
员43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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