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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是一片人文荟萃的热土，

不仅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更在近现代史上刻写下激情磅
礴、壮怀激烈的革命文化和红色
文化。如果说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的烽火和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是
皖西儿女不惧生死、直面反动派
的枪林弹雨，为自己、为民族争生
存、争自由、争富强，写下了令人
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那么，以高
一涵、高语罕、朱蕴山等为代表的
进步知识分子心怀崇高理想，投
身新文化运动，学习和宣传马克
思主义，探索革命道路，为国家的
独立富强奔走呼号，同样在中国
现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页。
高一涵先生是五四时期杰出

的政治学家和启蒙思想家，是当
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代
表。先生自幼好学，从少年秀才转
投安徽高等学堂。在安徽高等学
堂期间，高一涵既受到严复及其
翻译的西方启蒙思想名著的影响
很大，也受到《民报》和孙中山领
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深远，进而
东渡日本求学，寻求富民强国的
道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系统研
读西方政治学说。与李大钊共办

《晨报》；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
年》撰稿，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撰
稿人，奠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
知识领袖的核心地位；又协助陈
独秀办理《每周评论》，成为科学
与民主理念最为积极的宣传者之
一；还成了胡适主编的《努力周
报》的得力助手。

作为接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
在五四时期从事中国政治学研究
的代表人物之一，高一涵政治思
想的主要内容是：现代国家的主
权在民；现代国家是人民为了保
障自己的自然权利而缔结契约创
造出来的，人民创造国家的目的
在于保护个人之自由权利，因此，
不可以牺牲和损害个人为代价来
成全国家；国家权力是有限的，国
家优先的权力适用范围仅限于国

民的外在行动而不能触及内心世界，仅限于身体而不可触及人格。高一
涵政治思想中的这种自由理论与国家观、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及其对启蒙
思想的认知、反日救亡与抨击侵略者的言论等，体现了五四时期思想启
蒙、文化革新、反帝救亡的时代主题，因而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具
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高一涵既学习西方政治学说，又一直追随在中国近代史上引领风骚
的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胡适左右，这些人既是高一涵事业上和思想
上的引路人，又是其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良师益友，他们引导高一涵认识
到启发民智的重要性，因而积极投身启蒙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
的启蒙运动。高一涵宣传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注重人的解放；强调制
度改革；重视科学方法的使用；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素质；积极宣传马克
思主义。高一涵的启蒙教育和理论宣传，为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做
了思想舆论的准备。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高一涵积极宣传启蒙思想，但并不是独守书斋、
闭门造车，而是与时俱进，投身革命洪流，因而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
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仅仅用笔战
斗，还直接参与到青年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中，置身新文化启蒙运
动的核心。1918年冬，他参加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最早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学习、宣传和应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研究和分析事物，在学习和应用的过程中
逐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高一涵把政治制度的启蒙和创新作为他启蒙思想的核心，建立宪政
共和国是高一涵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实际上就是把民主和法治作为自
己政治学说和政治追求的最高目标，这对于我们国家今天的制度建设依
然具有现实意义。

高一涵著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
革》等政治学专著，还翻译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学术著作，
这些专著和译著体现了他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政治思想思想观点和政治
探索，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和中国革命路径的形成具有重要作
用。因而《高一涵全集》的编辑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

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二十多年来，弘扬六安文化、关注皖西
变化，先后完成了《六安谚语集成》《六安歌谣集成》等一大批皖西地方文
献的编辑、出版，这次又完成《高一涵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对于皖西
文化的弘扬传承和创新功莫大焉。

程东峰教授是我的前辈、领导和同事，在六安师专、皖西学院从事教
学、管理和科研工作几十年，曾经获得皖西学院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一生热心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了《责任论》等六部著作和数十
篇专业论文，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深受各界
敬重。程东峰教授与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合作也是校地合作、传
承皖西文化、服务皖西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范例。

作为皖西地区唯一的本科高校，皖西学院图书馆非常重视皖西地方
文献建设，搜集了相当多的皖西地方文献，以支持学校的教学、科研和
文化传承与创新，同时服务于六安市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目前，学院图
书馆设有皖西风采、皖西文史、皖西方志、皖西文艺、皖西学人、皖西红色
文化等地方文献专区。我们的地方文献建设得到了六安市各部门、各区县
和各单位的大力支持，期待今后能够得到大家的进一步支持。
(作者系皖西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

员。从事古籍保护工作近30年，将不为人知的馆藏古籍推向全国，馆藏珍本
《三国志》三次应邀参加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使学校图书馆成为全
国学院层次图书馆中唯一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
进单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同时
负责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建设工作，
点校整理晚清理学名臣、霍山
人吴廷栋的文集《拙修
集》。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出版专
著1部，整理
古 籍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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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
斗过程中凝聚的精神文化结晶，在革命
斗争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的红色文化，不
仅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一大会
址到党的各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从土地
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纪念地点到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重要纪念
场所等，每到一地，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
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
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
红色，是老区金寨最为鲜亮的底色。一件
件文物、一首首歌、一幅幅对联，一份份
报刊、一所所学校、一幅幅画，不仅记录
着金寨革命斗争的风雨历程，见证了老
区人民忠诚为民、不怕牺牲的精神品格。

红军对联的创作

对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
鲜明的格调，富有引领教诲作用，给人启
迪与智慧，体现了创作者丰富的感情。金
寨的红军对联最早应是1924年夏，詹谷
堂在入党宣誓时，即兴在志成小学的黑
板上画了一幅仙女飞向人间播种的画，
并写下“漫天撒下革命种，伫看将来爆发
时。”对联表达了詹谷堂对党的革命事业
的期待和对开展党的宣传教育的决心。
此幅对联镌刻在太平山立夏节起义指挥
部穿石庙的两块木板上，并保存至今。通
过这幅对联，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弱到
强、由小到大的革命斗争历程，体现了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1925年3月，詹谷党由志成学校离
任，回到家乡南溪明强小学任教。他以

“明耻教战”典故，作对联“明耻所以教
战，必知家国共安危，端赖教学良师，青
年学子；强种乃可争存，促我英雄造时
势，趋逐欧风袭我，亚雨侵人。”贴于学校
大门两旁，勉励学生读书不忘国难，要忧
国忧民、追求进步，时势造英雄。

1929年5月6日，在大别山腹地的商
南地区，立夏节起义胜利后，詹谷堂即兴
写了一幅对联贴在火神庙。上联是：赤帝
本威灵，应教普天赤化；下联是：红军初
暴动，试看遍地红花。该对联的上联用赤
帝隐寓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组织
领导的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实现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下联现实写景，展
现了红军的胜利，展望了商南地区遍地
红旗招展、革命取得胜利的场景。对联体
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充分展现了
革命初期欢欣鼓舞的心境和气氛。

1929年5月9日，各地起义军会师斑
竹园，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
三十二师。詹谷堂满怀喜悦心情，欣然写
了对联“斑竹满园制来数杆长枪维持共
产，红花遍地训练三军大队保障民权”。
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抒发了作者要以武
装斗争来实现“共产、民权”的革命理想，

用“斑竹”“红花”喻指蓬勃发展的革命组
织和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生动形象地
介绍了红三十二师成立的时间、地点、情
景和目的任务。“斑竹满园”点明了红三
十二师成立的地点，斑竹园就是因长满
斑纹的竹子而得名；“红花遍地”说明了
红三十二师成立的时间，当时立夏刚过，
满山开遍映山红。作者“制来数杆长枪”
和“训练三军大队”借指红三十二师成立
时的情景，由于缺少武器，很多红军战士
用的是竹制长矛。“维持共产”和“保障民
权”说明了红军成立的目的和任务。

皖西北特区建立后，五乡五村苏维
埃政府宣传员徐远少，在葛氏祠创作了
三幅壁画，并题写了两幅对联：“培养革
命基础，加紧文化运动。”“打破了数千年
的黑暗，现出来全世界的红光。”艺术地
展现了六安六区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喜
悦之情，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反帝反封建
的坚强意志。

红军对联虽少，但却艺术地体现了
红军的斗争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
神，正如红安黄麻起义后，教书先生吴兰
阶题写的对联巧妙地传诵了红军名称的
由来：“痛恨绿林兵，假称白日青天，黑暗
沉沉埋赤子；克服黄安县，试看丹霞紫
气，苍生挤挤拥红军。”这副挂在湖北省
黄冈市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
命历史纪念馆里的对联，如今引来不少
参观者驻足。对联巧妙地镶嵌了10个表
示颜色的词语，唯独用红色象征人民革
命部队。对联巧用颜色词语，揭示了大别
山地区工农革命武装斗争的烽火历程，
是人民军队用对联的形式提出了“红军”
的称号，得到了广泛传诵。

革命歌曲的传唱

歌曲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
式，触动人们的心灵，容易引发共鸣，传
递特定的情感和信息。革命初始，红军就
十分重视歌曲创作工作。

1929年9月，三次反“会剿”胜利后，
商南地区区乡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初

步形成了以南溪、斑竹园、吴家店为中心
的纵横100至70公里的豫东南根据地。胜
利的喜悦要用歌声来表达，要用群众喜
闻乐见，容易传唱。任务的重担落在果子
园佛堂坳模范小学校长罗银青的身上。
夜晚，他坐在窗前，八月的桂香丝丝缕缕
沁入他的心间，情不自禁哼起民歌《八段
锦》小调，即兴填起了新歌词，一首极富
感染力的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一气呵
成。陈觉民按上级要求，教唱这首歌，并
用打花棍的形式将《八月桂花遍地开》编
成歌舞，组织学生在长岭岗一区苏维埃
成立大会上进行表演，受到了广泛赞扬。
随后，红军战士和宣传队在庆祝商城县
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也进行了表演。
自此，《八月桂花遍地开》被中共商城县
委定为红军和党组织开展活动必唱的歌
曲。欢快的曲目，清新的小调，洋溢着饱
满的革命热情，展示着工农红军热火朝
天的革命斗争。

歌曲来源于人民群众。每逢苏区发
生重大政治、军事等活动时，文艺工作者
和群众都会编出歌词，配上民间小调传
唱演出。商城解放、西镇暴动时，人民群
众创作了反映红军奇式的赞歌进行传
唱。这些歌曲虽没有歌名，但反映了红军
与民团反动分子斗智斗勇的故事，“红军
打商城，打得民团乱纷纷 . . . . . .红军恩情
深。”“一见红军火浇水，打得满天飞。”

“西镇大暴动，换了新乾坤。”这些歌词短
小精炼，唱起来郎朗上口，很容易传唱。
1929年12月，红一军收复金家寨后，人民
群众将红军攻打金家寨取得胜利的事迹
编成歌曲《歌唱红军打胜仗》《红军回金
寨》，反映了红军主力部队粉碎敌人在皖
西第一次“围剿”斗争历程。

六安中心县委舒传贤、桂伯炎等一
批领导干部亲自创作了歌舞《十字歌》、
歌曲《穷人调》《小放牛歌》《十二月革命
歌》等。桂月峰编写《歌唱苏维埃》等歌
剧，办起了六区苏维埃印刷社，印制歌
曲、剧本、课本等，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交流革命经验、反映人民要求，有

力地推动了红军队伍发展壮大和苏维埃
政权建设。

文化宣传阵地建设

报刊的发行。报刊是红军和苏区的
重要宣传工具，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主
要有诗歌、漫画等文艺作品，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和苏区党政建设和经济建设等
文章,报道红军英勇作战、生产支前的通
讯和消息。皖西北特委机关在麻埠办有

《红旗》《火花》报,少共特委办有《青年先
锋》《列宁儿童》；商城县委机关办有《咆
哮》旬刊，群众性的有《红日》半月刊、《红
日》五日刊、《红日》画报三种。共青团商
城县委和商城少共儿童局还办有《少年
先锋》(共产儿童》。桂月峰在主持六安六
区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时，编辑出版了《火
花报》《鲜花报》。

剧团建设。1930年春,在六安六区金
家寨成立了新剧团开始30多人,年底即
发展到70多人；在汤家汇建有商城县红
日剧团。剧团经常深入农村和前线演出,
制作反映苏区军民斗争生活和控诉反动
派罪行的戏剧、舞蹈、歌曲等节目,重要
的有《混战》《独山暴动》《夺取政权》《新
生活》等。

列宁小学。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
金寨境内除了建相当于初、高级的中等
学校外，大部分区、乡都建有列宁小学，
仅六安六区(金家寨)据1931年夏统计有
列宁小学22所，在校学生1700多人。创
办于1930年2月的古碑黄集列宁小学，多
数学生和宣传队员参加了红四方面军、
赤卫军和游击队，开国将军有5位，担任
师以上干部有宋承志、程明、詹化雨等12
人，被誉为“将军的摇篮”。汤汇列宁小学
是目前全国仅有的以列宁小学命名的学
校之一，位于汤家汇镇瓦基村境内，是
1929年由红军红32师创办的“六区一乡
列宁小学校”。创办时，学校有四个教学
班、一个早晚识字班，适龄儿童和成人均
可免费入学，有专职教师6人，兼职教师5
人，学生100多人，课程有国语、算术、常
识、军事、音乐和体操。学生学文化、学政
治、学军事，参加劳动，站岗放哨，开展政
治宣传活动。红32师师长周维炯、党代表
徐其虚、副师长漆德玮、参谋长漆海峰等
都曾任兼职教师，六区一乡列宁小学培
养出一大批红军骨干力量，周纯麟、邓忠
仁、吴作启、陈明义、陈诚等5位同志授予
将军军衔。

各县委、区委设有宣传部，各支部中
也有宣传干事,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设
有文化教育委员会,组织领导文化宣传
工作。各乡、村都建有宣传队和俱乐部
(又称“列宁室”)，俱乐部配有图书、报刊、
画册和锣鼓等，既是宣传阵地，又是娱乐
场所。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和阵地建设，为
红色文化宣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
红军的发展壮大和苏区的蓬勃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天，我出生于古
镇叶集北街的北端。现年过古稀，又与新
中国同龄，为了给自己留下永久的念想，
我便出版了诗文集《雨润秋气清》。著名
作家黄圣凤老师以洋洋七千字为之作
序，确使拙作增色添彩。特别是文中提及

“叶集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文韵源远流
长，鲁迅在北京创办的‘未名社’中的文
化名人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几个人的
家都在北街，而台静农家居南大街”。此
四人被称为“未名四杰”，他们当时就读
的“民强小学”坐落于北街东侧，现在的
民强路即由此而得名。为此引发了我对

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北街
的点滴印

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北街也不过

千多米长、几米宽，街道两侧有通畅的阴
水沟，街面为鹅卵石铺排，中间有青石条
连接而成的独轮车行道，并久经碾轧呈
较深的车辙印痕。这条街是老镇行政和
商业区，当时区、镇办公中心和县、区、镇
办事机构及工商企业多设在这里。如工
商所、税务所、手工业办事处、文化馆、剧
院、放映队、新华书店、第一小学等；银
行、百货分销处、供销社、粮站、食品站、
百货公司、照相馆等；米厂、农机厂、木器
厂、建筑队、印刷厂、造纸厂和若干商店、
饭店及缝纫、食油、铁器、银器、铜器等手
工业作坊，还有宗教场所，如佛教的小南
海、道教的北观庙、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叶集是个古镇，与河南省东部无缝
对接，西南与湖北毗邻。南靠大

别山，西由史河通淮河，交
通便利。在以水代车的
时代，是繁荣的大

别山木、竹、茶
等山货集

散 地 ，
是

皖豫边界的商贸盛地，因此吸引了全国
各地商家纷至沓来、经商客居。

清末民初时，我家北端的“江西会
馆”，建筑风格酷似亳州的花戏楼。圣凤
序中提及的李霁野、韦素园和韦丛芜当
年就生活在附近不过百米。那时我家开
了间中医诊所“胡安桂堂”，而李霁野和

“二韦”都先是分别外出求学，后为追求
光明而义聚北平，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
鲁迅先生麾下的中坚，而加入了“未名
社”。

解放后因公私合营，我家的诊所并
入叶集镇卫生院，院址就在“二韦”老宅
对面。李霁野后来在天津南开大学任
教，一直与家乡有联系。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因年迈体弱而致双目弱视，由于
他素有读书阅报的习惯，便委托家乡
亲戚安排了一个挚亲青年，去为其
每日读书读报，直至其病危前几
个月，为了该青年的前途之计，
李老主动劝退了伴读青年回乡
续学就业。

“江西会馆”坐落于老
北街的北部，三进院落，第
一进为双层楼房，约7米
多高，大门朝南，门拱为
青石圈接，呈上弧下方
形，一楼是客厅，二楼
为戏台；南墙封闭，北
面敞开式，便于台下
观看演出。二进、三
进殿为中厅、大厅，
用于接待和议事。院
落的东西两边有数

间厢房，为食宿办公用。
解放初期，会馆被辟为百货分销处

的盐业仓库，五十年代末又改为区文化
馆，成为我入学后十数年常去图书馆借
书、阅览的地方。因为当时叶集只有一个
剧院，区文艺工作团和外地剧团常演出，
就影响了放电影的场次，这里前楼和二
进殿之间宽阔地，就成了固定的露天放
映场，每次在影片进入尾声时，大门照例
提前敞开，我便能免费欣赏一下影尾。
由于文化馆内有图书馆、阅览室、展

览馆和乒乓球室等，为我青少年时的业
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特别是“文革”
期间，所有学校都停课了，我便与在外地
读书爱好文艺的学友们组建了一个“返
乡知青文艺宣传队”，文化馆的老师们热
情地给我们提供各种乐器和排练场地。
宣传队经常在镇上和乡村及临近的河南
省固始县基层演出，既充实了我们这些
暂时失学青年的生活，也为民间送去了
欢乐。直到中央决定全面复课，我们才依
依不舍地回到自己的学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
风舒展了家乡腾飞的翅膀，凭着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和厚重传统文化的支撑，
在上级的大力扶持下，叶集逐步从一个
省属改革发展试验区，今天成为县级行
政职能区域。目睹故乡的巨大变化，我冒
昧地用一首小诗《风惠畅然行》，告慰“未
名四杰”诸贤和客居异乡的游子们：国脉
迢迢会重镇，灵山秀水携三省。商贾盈通
贯南北，文华朴厚誉古今。欣逢盛世展鸿
翅，得与惠风畅然行。舒怀拥引八面客，
凸立皖西明星城。

高一涵(1885一1968年)，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东
河口镇人。日本留学回来便协助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晨

报》丶《新青年》等进步刋物，寻求真理，投身革命。历任民
盟中央委员丶全国政协委员等。他著作宏丰，其中第六卷
为《诗歌》，共600多首诗作，其中绝句丶律诗居多，亦有少
数排律。
高一涵先生阅历丰富，视野开阔。其一山一水、一景一

物、一人一事等，在他一观一瞥之中，均可捕捉诗材，凝为
诗篇，显示出深厚的诗学造诣和卓越才华。

高先生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其品格、思想超卓不凡，且
精于诗歌之道。在他审美观念的导引下，平凡中的美被渗
透于诗中。
一、写景诗，多丽奇雄的色彩美。
高先生写景不用白描手法，而是泼墨涂色，使其成为多

彩的风景画。他在《登嘉峪关》诗中写道:“路入大荒千里
直，天垂平碛四围低。堆堆残雪翻银浪，阵阵惊沙认沼溪。”
嘉峪关是万里长城之西端终点。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72
年)。诗中大荒、平碛、白雪、惊沙等色彩词描绘出嘉峪关苍
茫雄浑之美感。他在写《月牙泉早春》则是另一番色彩美。

“东风无力转陶钧，皓首鸣沙卧一春。唯有月牙泉上柳，早
垂青眼笑迎人。”描写的画面色彩鲜明，将泉写美，将春写
活，灵动传神。
二、抒情诗，情景交融的意象美。
高先生善于运用借景抒情、以物托情、情景交融等手

法，表达重大主题，抒发对祖国、对人民伟大事业的赞美之
情。他在《解放军入城纪事》中写道:“幡出石头争弃甲，将
飞天堑未投鞭。破荒大业开新运，多难苍生解倒悬。”诗中
热情地歌颂了解放南京之“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场
面，抒发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喜悦之情，是首场面壮
观、意象壮美的战斗凯歌。
三、叙事诗，平易晓畅的神趣美。
叙事诗中有主观情绪和客观物象的交融互衬。因此在

叙事状物时会有动态美和静态美之相辅相承，产生神趣之
美。1954年秋，霍山佛子岭水库建成时，高先生前往参观。
当他看到新中国第一座水库“四岸山藏琼阁，五川水绿桑
田”的壮美场景时写下《参观佛子岭水库纪行》:“天开地劈
起工程，蓄泄兼筹举世惊。莫道禹功江汉大，但凭疏凿仰天
行。”诗中用动态铺张来渲染连拱大坝雄壮的神趣美，表达
了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对家乡的巨大变化之由衷的赞美
和喜悦之情。
四、咏史诗，勾沉过往的史诗美。
高先生可谓咏史高手，每首史诗各具特色。他潜心走进

历史宝库，发掘历史遗存，探索历史真相，总结历史教训，
寓意诗中，稗益当代。他在《读史》24行排律中，系统地再现
了大汉王朝426年历史全貌。兴盛期有句:大汉声威振天
地、相近鬻爵有武功。汉高祖刘邦敬贤任能，武功一统天
下，威加海内。衰败期有句:官邪贾邪势类分、一商兼并万农
贫。曹丕篡政，汉献帝退位。历史教训有句:官贾肩并作朝

士、忍使朝廷变廛肆。此排
律用词或高昂，或低沉，给人
以无限的惆怅和沉思。
五、缅怀诗，意重情深的情感

美。
李元洛先生在《诗美学》中说“诗情

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情感，是道德上的善
的高度自觉表现。”高先生在寄友怀旧，缅
怀先贤等诗中用词婉约深沉，情义绵长。他
在《吊屈子》诗中感叹道:“天上无门通款曲，
人间有路听行吟。”祈愿:“悠悠湘水容当涸，謇
謇修名怎(总)不沉。”情感真挚，婉约凄美。在《悼
仲甫》诗中，对老友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寄托无限哀
思:“论到盖棺犹未定，心虽委地尚余温。老来频洒
忧时泪，一读遗书一惨魂。”读之令人泪目。

读完高先生的诗歌，启迪匪浅，受益颇多。其律诗
对仗工稳，布局严谨。绝句用词精炼，意象清灵。排律
随机换韵，衔接紧凑，场面宏阔。通篇中大多用的是平
水韵。他深谙诗歌之道，运笔得心应手，每每给人以惊
喜。他说的好:“文章最忌随人后，学杜涪翁未是愚。”他
丰沛的热情，不懈的努力，勤勉耕耘于诗圃，终于绽放绚
丽之吟花，结出丰美之硕果。实属难能可贵，令人景仰。这
正是:汲古前唐韵，标新现代风。

红军对联、歌曲创作与报刊、剧社建设的记忆
刘永刚

文坛巨擘 诗界楷模
——— 《高一涵全集》第六卷(诗歌)序言

胡传宏

故乡梦 未名情
胡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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