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董老《九十初度》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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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老的诗 《九十初度》,选入了省编中学语文课本第九册。我们在各课中学习课文注

解时9感到有些疑虑:如 “-代新规要渐磨”,解释为 “要逐步完善新中国的新制度〃;

“随人治岭与治河”9解释为
“山河随人的意志重新安排”。按照这样解释,诗句各逍

一个方面,就 I幺得内容零乱、散沓,没有一个中心贯穿全诗。为了解决这个疑点9我们

对董老的这首诗进行了反复学习9反复探讨。在阅读了曾经跟随董老工作多年的许涤新

同志的文章 《忆董老》 (见《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三期)后9得到了很深的启发。许

涤新同志在文章中介绍了薰老如何勤奋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后,写道: “他的

年纪虽然比许多同志大”但是他的思想是不断跟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深八而前进,紧

紧地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向而大踏步地前进的o” 我们体会,这-段话 可 以作 为
“五朝弊政皆亲历9亠^代新规要渐磨”的注脚。文章在引完了董老的 《九十初度》一诗

后,接着说: “到了九十高龄,还要彻底革心革面,还要跟着大家重整山河,这是何等

气慨!” 许涤新同志在这里对诗的解释是十分明确的,我们认为这才符合董老原诗的本

意。董老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

主义的斗争中9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9但是,自 己却是虚怀若

谷,谦虚无比,严于责已9严于律已。董老在诗中出自内心的语言,充分表:达 了无 产

阶级革命家崇高的思想境界。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 《九十初度》-诗 的句解 ,

应是: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 生多难感蹉跎”——九十年的时间好象一转眼、-呼吸之间

就过去了。我一生中经历了许多艰难、挫折,有时光虚度之感。
“五朝弊政皆亲历9一代新规要渐磨”——我从五个反动的政治朝代中经历过来 ,

现在进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时期,更要不断地磨炼自己,使 自己能完全按照

党的路线、方计和政策去做。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沽河”—— 我̄娶彻底改造思想和改变精神面貌,跟

着大家-道改天抉地,整治山河。
“遵从马列兀不胜9深信前途会伐柯”——我从-生的经历中认清了-个真理:只

要遵从马列主义就无往而不胜,深信今后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按照马列主义的准则去

做的。

我 n、 l∶人为,这样句解,意思连贯,全诗内容浑然-体 ,中心思想也就明白了: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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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中记叙了自己一生经历,表示了坚持搞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必胜的坚定信念。      ·

巛九十初度》写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五 日,即董老八十九寿辰那天。这正是华主席和

邓副主席在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而 “四人帮”却疯狂破坏

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因此,董老的诗句 “随人治岭与治河”是一个鲜明的路线表态 ,

表达了对 “农业学大寨
”运动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热情支持和对 “四人 帮” 挥 舞 的

反动的 “唯生产力论”的明确鄙弃。诗的结尾 “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

表达了董老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念,也是对 “四人帮”-伙进行

三搞一篡的当头棒喝。当我们读完全诗,看到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如此谦虚谨慎,坚持继续革命,矢志 “
真心搞马列”,真是感动之至而更生敬

爱;对于妄图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四人帮”,不 由得从心里涌起一股无比的

革命义愤。这首诗,是我们批判
“四人帮”

所抛出的那个
“老干部是

‘
民主派

’, ‘
民

主派’就是
‘
走资派

’”
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篇重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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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着重提一下的是,散文中的议论是抒情性的,不同于议论文中的议论。为了更鲜

明地表达对生活的感受,作者贯注于描述中的清感潜流9有时会溅起抒情性议论的浪花。

这种议论既从描叙中自然引出,又与贯穿在描叙中的情感潜流一致,因此不致叫人有牵

强和突然之感。而且,所写对象的内在意义,还由于这种议论的点染,显得更加突出和

鲜明。例如 《海关钟声》在抒写到这是革命的、胜利的钟声时,议论道: “
同志,当你

倾听着海关钟声的时候,你会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多么自豪;你会深深感到这种钟声不

仅充满了胜利的欢腾,而且饱含着革命的信念。这钟声啊,不仅是祝捷的凯歌,而且是

进军的召唤:” 通过这一抒情性议论,进ˉ步揭示了钟声的意义,起到了感染读者奋进

的作用。对于这样的抒情性议论,要引导学生领会其作用和意义,学 习其写法。

散文的思想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9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语言的魅力。所谓 “
散

文笔调”,主要指散文独具的语言风格而言。好的散文9语言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总是

清新、明快,朴实、优美,洗炼、生动的,能把情景、感觉完美地表现出来。在教学中 ,

也应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体会,通过它;掌握作品反映的内容与表达的情思。

注意了以上五点,应该说就会体现出散文教学的特点。当然,这些只是一般而论。

在实际教学中,还必须把握住记叙、抒情、散文诗等各类散文的不同点,根据一篇具体

作品,针对不同年级,从实际出发进行,讲出特点来。散文是一种文学样式,不要把它

的教学同文学评论、文学欣赏等同起来。

散文创作,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同其它文学创作-样,获得了解放。这为搞好

散文的教学开辟了新的前景。我们∵定要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努力实践,认真探

讨,以新的姿态,迈开新的步伐,在散文教学中做出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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