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J清欢呼啊9我们党又有了白已的领袖》

试

中文系乜五级二班部分工农兵学员

(--)

一九七六年,继我党失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之后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

师毛主席也于同年九月九日与我们永别了。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这时,王张

江姚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妄图乘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我国上空一时乌云翻

滚 ,出现了建党、建国以来所罕见的严重局面。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

国内外阶级敌人为此兴高采烈,妄图里应外合,一 巴掌把党和人民打下去。而主宰

历史命运的亿万革命人民,则处于深深的忧虑之中:过去”有毛主席掌舵,我们千难万

险都不怕·现在,我们失去了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能不能顶得住 “四人帮”

的猖狂进攻?中 国的前途将会怎样?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在这个严重的时刻 ,

亿万革命人民更加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9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斗争的

关键时刻领袖人物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此时此刻,亿万人民的心啊,贴着党中央,亿
万人民的眼睛啊,望着天安门。盼啊 9盼 9盼望着在斗争中产生自己的英明领袖。

就在这历史性大决战的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生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 ,

不负众望,挺身而出,坚决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9率领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枪未发,一滴血未流9一举粉碎了 “四人帮
”

篡党夺权的阴谋 ,

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大内战。

喜讯传开,八亿人民同声欢呼,五湖四海普天同庆。我国各省都先后举行了盛大的

游行集会。首都北京,更是处于盛大节日的欢庆之中。十月二十四日,百万群众在天安

门前召开了庆祝大会,纵情欢呼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纵情欢呼我们党又有了 自 己 的领

袖。这次大会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党、国家、军队、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
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光明的社会主义中国胜利了!这次大会庄严地向全世界宣

告:我们党在斗争中又有了忠实捍卫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舵手,我们又有了自

己的领袖,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党大有希望 ,革命事业前程似锦。

发表在《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的通讯 《纵情欢呼啊,我们党又有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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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的领袖一一̄记首都百万群众庆祝大会》9正是以歌颂我党在斗争中又有了白己的领袖

这一最能反映事件本质的重大命题9以饱合激情的笔触,记述了这一伟大的 历 史 性 事

件,因此,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J二 )

这篇通讯及时地通过报道首都百万群众庆祝大会的盛况;反映了我党在斗争中又有

了自己的领袖,毛主席亲手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党大有希望的重大而深刻的主

题。

这篇通讯以纵情欢呼我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这一鲜明的红线统冠全文,贯穿始终 ,

摄取并驾驭了一个百万人庆祝大会的各个典型镜头9用大量的事实,颂扬和证明了华主

席继往开来9深孚众望,是毛主席放心、八亿人民信得过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多表现

了八亿人民众志成城9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争取更大胜利的钢

铁决心。

这篇通讯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领袖、群众学说的重大原理,形象地

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
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

”
这个伟大真理。

用事实有力地批判了 “四人帮
”迫害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妄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因

此,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9发挥了新闻通讯应有的战斗作用。

全篇通讯共有二十一个自然段,是通过四个部分来记叙事件,表现主题的:

第一部分 (一至三自然段):描写首都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迎接盛大节日,

等待会见自己的英明领袖的盛况。交代事件,烘托气氛,为整个事件的展开做了有力的

铺垫。

通讯一开始,就抓住了具有特征的 “红旗”、 “
锣鼓″、“

歌声”
,并用 “似海

”、
“震天

”、 “如潮
”

等修饰语加以渲染,生动形象地概栝了大会庄重而热烈的气氛,烘

托了亿万人民在盛大节日中的欢乐心情。第二自然段,清楚地正面地交代大会的时间、

地点、内容。第三自然段9从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描写入手,表达革命人民决心继承

毛主席遗志和盼望自己的领袖的热切心扌
1号。这一段看起来象写景”实际上是写人,写人

的心情。强调了 “
今天,是亿万人民的盛大节日9是全国人民最高兴的一天”。在胜利

了的人民心中, “阳光分外灿烂,天空格外湛蓝”。对于松柏、红旗的描写,饱合着深

刻的寓意,说明通过与 “四人帮
”的斗争9我们党如经历了酷暑寒冬的苍 松 翠 柏,更

加挺拔茁壮,枝繁叶茂;说明华主席率领我们用斗争保卫了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成

果,维护了毛主席亲手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雄伟和尊严,确保了我国红色江山不变

颜色,使毛主席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更加鲜艳。这里,两次使用 “毛主席亲手”

的字样,强调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表现华主席与亿万人民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坚强

决心。段末,通过毛主席画象上慈祥的目光的描写,对于强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殷切希

望,表现革命需要新的领袖人物、革命要继往开来,起了画龙点晴的作用。

第二部分 (四 至十一自然段):集中笔墨9正面描写整个大会的热烈场面。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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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后9群众情绪达到最高潮。举国上下,五湖四海一片欢腾的壮丽
景象9点出了亿万群众纵情欢呼我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这一鲜明的主题。这—部分是整
个通讯的高潮。作者是通过三个层次来描写这—高潮的。

第四自然段为第一个层次,主要写亿万人民盼望见到华主席的迫切心情。这种心情
是用 “

突然一片寂静
”

、 “仰望”、 “激烈跳动
”

、 “
踮起脚”、 “屏住呼吸”等典型

的场而、典型的动作来表现的。从而说明了毛主席亲自选定华主席为我党领袖,符合亿
万人民的迫切愿望。

第五、六、七三个自然段为第二个层次。通诩‘却只用了短短的三句话构成了三个强
调段,概括了丰富的内容,表现了深刻的含意,确是别出匠心。 “乐队奏起了 《大海航
行靠舵手沪一段,既写实又写意;既写人民的心情9又写领袖的心情9既照应了历史 ,

又突出了现实。第六自然段,只用了 “
华主席来了!” 一句话就把整个通讯 推 向 了高

潮。华主席的到来,标志着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已经实现,标志着在同 “四人帮
”

反党

集团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有了可靠的
掌舵人。在第七自然段中,正确地表现了领袖与政党的关系,正确地表现了以华主席为
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斗争中更加团结更加坚强了。今天,华主席正率领这个坚强的

领导核心高瞻远瞩,统观全局,指挥着八亿革命大军继承毛主席遗志,用斗争谱写中国
革命的新篇章。

第八至第十一自然段为第三个层次。这一层用了三个排比段,层层递进 地 描 写 了

华主席为我党领袖,普天同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的情景。其中第八白然段,写华主席

登上天安门城楼后,顿时天安门广场沸腾了。这种沸腾情景是用 “
欢呼”、 “跳跃

”、
“
锣鼓声”、 “

掌声”、 “鞭炮声”、 “
激动的泪花”、 “振臂高呼”来表现的。欢乐

的群众高呼革命的口号9更是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其中的第九自

然段,写特大喜讯使整个北京沸腾了。这个沸腾情 景 则 是 用 “有多少人⋯⋯有多少人
⋯⋯”的排比句来表现的。其后,作者引用典型的群众反映、群众语言来热情歌颂了华主

席粉碎 “四人帮”的丰功伟绩,高度概括了华主席为我党领袖的现 实 意 义。第十自然

段,再度运用排比的手法9进一步描写特大喜讯传遍八亿神州9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

沸腾盛景,进一步说明普天同庆华主席任党的领袖9我们党有了忠实继 承 毛主席 的遗

志,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可靠掌舵人的伟大现实意义。在第十一自然段中,是通过描述庆

祝大会在国际上的重大影响,进一步证明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历史的必然,是世

界革命人民的共同愿望。至此,整个大会的高潮得到了充分的描写,整个文章的主题也

得到了有力的表现。

第三部分 (十二至十八自然段):通过会场上典型镜头的摄取,描述,层层深入地

揭示整个事件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进一步充分抒发了亿万人民的豪情与

决心,不断地深化主题。这一部分也有三个层次。

首先,在第一个层次 (第十二、十三自然段)中 ,它通过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

人物 (老红军、老干部)的回忆及反映,准确地运用了两个贴切的比喻,进一步表现了

以华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而进入最高潮的首都百万群众庆祝大会有如 遵 义 会 议、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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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般的深远的历史意义,进一步颂扬了华主席不愧是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力挽狂澜,拨

正革命航向,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人民的英明领袖多进一步证明了华主席

继往开来,深孚重望,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后继有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兴旺发达,帝国

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我们党变修、国变色的迷梦彻底破产了。下文中所运用的一个

假设句 “如果⋯⋯”,是在批判 “四人帮
”罪行的基础上,运用反衬的方法与下面的三

个排比句相互照应,更进一步起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并为下面的一个层次做好铺垫。

接着9在第二个层次 (第十四自然段)中 9则用饱蘸激情的笔墨,用直接抒情的方

法,更直接、更充分地表达了亿万军民对华主席的无限信赖和无限忠诚。这个自然段首

先用 “江河百川归大海
”的自然规律,象征华主席为我党的领袖是人心所向和历史发展

的必然。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了下文的抒情。接着用了三个排比句9通过情景 交 融 的 描

写,生动地反映出了党心军心民心之所向。作者用 “红旗漫卷”来形容 “
十里长安街”

,

用 “万众欢腾
”

来形容 夕天安门广场″,就更进一步烘托了气氛,进一步突出了参加庆

祝大会的 “百万群众仰望着天安门城楼,党心军心民心,一齐向着华主席”。在描写这

一动人的场面时9用 “仰望”一词9就更充分地表现了人民对华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无限

信仰的心情。在此基础上,通讯用直抒胸臆的方法,呼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 “敬爱

的华主席啊,您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接着,作者又巧妙地通

过 “多少双开动机器的手9挥舞银锄的手9紧握钢枪的手,高高举起,拍啊拍啊,响起

雷鸣般的掌声”
等句,尽情地表达了工农兵纵情欢呼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的无限幸

福的心情。从而使全文的主题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发挥。

第三个层次 (第十五至十八自然段),分别从工、农、兵三个方面进一步表现人民

对华主席的无限热爱,进一步表现了亿万群众决心永远跟着英明领袖华主席干革命的决

心。这个层次在表现方法上又有了新的变化。它再现毛主席为 《毛泽东号》机车组同志

亲笔签字,华主席与贫下中农代表亲切握手等珍贵的历史镜头,继而又通过选择有代表

性的典型人物的典型行动的描述,进一步深化主题。这样一来,不仅更有说服力,而且

增加了文章的波澜,使人读起来有强烈的共鸣,并引起无限深情的联想与回忆。

第四部分 (十九至二十自然段):用特写的方法,选择了庆祝大会要结束时的动人场

景一一华主席走向天安门两侧向革命群众频频招手,百万颗红心越过金水桥飞向华主席

——总结全文,展示未来,使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

作者通过对于华主席 “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频频向群众亲

切地挥手致意”的典型情节的描写,更深刻地表现了华主席和群众心连心,是我党当之

无愧的深受亿万人民群众拥护、爱戴的英明领袖的深刻主题。通过对 “百万群众欢声雷

动”, “颗颗红心飞过金水桥,飞上天安门城楼,飞向华主席
”的热烈情景的描写,摄

取了又一个珍贵的历史性镜头9出 色地完成了进一步深化主题的任务。紧接着,又在最

后的两个自然段中以两个排比段,进一步揭示了大会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从而使全

文的主题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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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篇通讯,在斗争的关键时刻,要用不长的篇幅9迅速而准确地反映在我们苜都所

举行的、为世界各国所注目的一个百万人的盛会9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除了要求作

者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较强的采访活动能力外,在写作方法上也是要有所选择的。

这篇通讯在写作方法上,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呢?

一、选材典型,以一当十。

要通过百万人纵情欢呼的场面来表现亿万人民对于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拥护,表现亿

万人民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革命的主题,就必然要选择一批在人民群众中有代表

性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活动、典型镜头和典型语言,来表现主题。这篇通讯选择了曾经担

任过遵义会议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某部红一连的干部战士,参加过开国大 典 的 老 红

军、老干部,毛主席接见过的 《毛泽东号》机车组的同志,华主席与之亲切握手交谈过

的贫下中农代表贾怀珍,为赶印华主席画像而争分夺秒的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为赶制像

架而日夜奋战的工程兵某部的两个连。人物本身就很有代表性,其活动及语言更是寓意

深刻而丰富,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因此在通讯中再现他们的典型活动和典型语言 ,

就能恰当地反映出百万群众的形象与内心活动。

除此而外,就是在景物的选择上同样也是精心考虑过的,如特别描写了天安门广场

上瞩望着百万群众的毛主席画像,毛主席亲手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亲手升起

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于毛主席的深切怀念,激发人们继承毛主席遗

志、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 也 烘 托 了华主席是

毛主席亲自选定、八亿人民衷心拥护的可靠的掌舵人的深刻含义。

二、通过描写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突出主题。

通讯中的 “红旗似海”、 “
锣鼓震天

”、 “歌声如潮”、 “百万群众象潮水一般 ,

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天安门广场”
都渲染了庆祝大会的热烈气氛。而其中对于 “阳光”、

“蓝天
”、 “松柏

”、 “红旗
”的描写更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紧紧地为 主 题 服 务

的。特别是在尽情描写了广场上热烈气氛之后,笔锋急转,写 到 “
欢腾的群众突然一片寂

静。一双双眼睛仰望着天安门城楼,百万颗红心在激烈跳动,人们踮起脚,屏住呼吸,

期待着,盼望着⋯⋯。”
欢腾之中突然来一个静场的描写,对于表现百万群众的心情 ,

对于突出华主席的出现,都起到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这篇通讯运用了侧面描写与正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突出领袖的形象。通讯中虽然只

有两处是对华主席的正面描写,而正面描写也用字极少 (与贫下中农代表 亲 切 握 手、

走向天安门两侧向群众挥手致意),但全篇通讯却清楚地为我们再现了华主席密切联系

群众,与亿万人民心贴着心的光辉形象。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归结为大量的侧面描写

的烘托作用上。整个通讯中对于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到会人物的描写9无一不是为了表

现华主席继往开来、深孚众望的,表明了无论是工农兵还是共他劳动群众,无论是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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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手捧吕雉的 “玉玺

”,无耻地演习女皇帝的 “
礼仪

”
了。

江青吹捧吕雉 ,除 了她的资产阶级野心之外 ,还有深刻的阶级根源。江青和吕雉,虽
然相隔二干年,但他们剥削阶级的本性都是一样的,追逐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野心也

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吕雉是刘汉王朝内部日趋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和分封割据的倒退

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而江青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在国

内,她集中代表了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根本利益;在国际,她反映了帝修反颠覆无产

阶级专政的愿望。江青出于她反动阶级的本性和反革命的需要,.必然要跳出来向无产阶

级进攻,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她吹捧吕雉,无非是要以吕雉昨天的卑

鄙行为来为她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从而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罢了。

玩弄历史的人,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惩罚。吕雉的篡权活动是不得人心的,跟着她死

心踏地干坏事的只有吕家帮一伙。她苦心经营的吕家帮只维持了短暂的十六年。吕雉一

死,坚持刘邦路线的周勃、陈平率领广大将士,一举粉碎了吕家帮叛国篡权的阴谋,彻

底砸烂了吕家帮。事隔二千年,江青还想走吕雉的老路,必然落得个比吕雉还要可耻的

下场。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机立断,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举粉碎了 “四人帮
”

篡

党夺权的阴谋,不可一世的
“四人帮

”,终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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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士,还是老红军、老干部,对华主席都是怀着共同的情感的。这些描写非常有力地

烘托了华主席的形象,在此基础上再正面显现一两个珍贵的历史镜头,就足以全面表现

华主席的崇高形象了。

三、大量运用排比手法。

这篇通讯中排比手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第一、第三自然段几乎完全由排 比 句 组

成。整个第二部分则几乎完全由排比段组成。全文则更是以排比句开始又以排 比句 结

束,通过排比互相照应。

排比手法的运用,除 了可以节省文字,便于点面结合外,对于充分抒发情感,表现
“纵情欢呼”的场面,十分重要。而在直接抒情的地方,则更是往往离不开排比句,通

过排比反复,更能表现情感的炽烈、激荡。排比,在增加文章的节奏感及文 章 的 波 澜

上,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 文讨论、执笔:王光华、郭祖琼、陈开福、黄忠富、何双华、尹思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