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 操 诗 二 首 浅 释

徐安怀 潘述羊 吴明贤

【作者介绍Ⅱ

曹操 《公元一五五年—丁二工○年 ),字孟德,沛国谯 (今安徽亳县 )人 ,是东汉末和

三国时期的法家杰出人物。

东汉末期,由 于反动的封建统治者顽固推行儒家路线,大地主豪强势力恶性膨胀。他们

拼命鼓吹
“名节

”,结党营私,在社会上形成许多分裂割据的山头;大搞
“亲亲”,由外戚

宦官轮流专权,造成了中央政权名存实亡。为了争权,豪强势力混战不休,人民惨遭蹂躏 ,

真是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公元一八四年的黄巾大起义终于爆发了。这

次起义,矛头直指儒家的反动路线9横扫了盘据各地的地主豪强官僚势力,沉重地打击了东

汉王朝的统治。黄巾起丈被镇压下去后,豪强势力乘势更进一步疯狂扩张,大搞分裂割据。

他们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破坏国家的统一和进步,是当时社会的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表。

这伙反动势力不仅残酷掠夺农民,而 .且同中小地主的利'益也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中小地

主也有反对豪强扩张割据,争取国家统=的变革要求。曹操就是反映这一要求,作为地主阶

级的革新派走上政治舞台的。

曹操 “尚刑名”, “尚通脱”, “
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

酒之关系》)。 所谓 “尚刑名”,就是实行法治路线, “
尚通脱”,就是提倡从儒家思想束缚

中解放出来。为了打击豪强,实行改革,曹操在利用农民伟大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已

的实力之后,随即就采取了 “
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 (《 三国志·魏书 ·毛玢〔音

介 〕传 》)两大方针,在政治上利用东汉皇帝的名义反对割据、坚持统一,在 经 济 上 推 行
“农战”政策9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凭着这条法家路线,自 公元-九八年到二一一年, “

南

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先后消灭了吕布、袁绍、袁术、袁尚、袁谭、

刘表、韩遂等分裂割据势力,并大破与袁绍相勾结的乌桓奴隶主统治者,完成了统一北方的

大业。事实充分地说明,曹操是一位大有作为的法家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就 十 分 赞美曹

操,他说:曹操 “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道;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 功 异于往代 。”

(《 祭魏太祖文》)可见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位有功绩、有影响的人物。把他诬蔑为 “粉面奸

臣”,这是孔孟之徒尊孔反法,颠倒历史的一件罪证。

曹操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 一 个 很有戚就的文学家。他 “外定

武功,内兴文学” (《 三国志·魏书·荀残传》引《魏氏春秋》), “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

赋华屋” (唐 ·张说《邺都引》), “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
” (《 文心雕龙·时序篇》),用文艺

米为他的法家路线服务9打破了当时儒家经术垄断思想文化领域的局面。曹操自己的文学创

作,流传下来的诗有二十几首。这些诗,全是乐府歌辞。鲁迅曾经指出:曹操是一个 “改造文

章的祖师爷” (《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对
“
乐府△这个旧形式的运 用, 曹操是进

‘

“



行了改造的。他打破了乐府旧辞在题材内容上的限
·
锕,开创了

“
借古乐府写时事

” 的 新局

面。他的诗歌的慷慨昂扬,精神奋发,同东汉末年封建士大夫所创作的《古诗十九首》这类

追求富贵、长生和享乐,以及抒写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和离愁别恨的伤感情调的作品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这种敢于改造旧的文艺形式来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的创作风格,对 以后诗歌的

发展是有着积极的影响的。

【原文】

关东有义士,兴真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 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o势利

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 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 ,

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ˉ;念之断人肠。

【浅释1

这首诗叙述了东汉末年关东州郡各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时争权夺利,互 相 残 杀的丑

态;揭露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扩表达了诗人反对豪强兼

并割据,争取国家统一的变革要求。

东汉末年 ,曲于统治阶级顽面推行反动的儒家路线 ,∴ 太地主豪强势力恶性发展。他们不

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拥有雄厚的势力 ,而且组织私人武装/利 明家族、门生、故吏等关系 ,

结成死党 ,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集团。袁绍和董卓就是当时的两个大豪强。他们兼并

土地,大搞分裂割据的复辟活动9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进步。特别

在镇压黄巾农民起义以后,更是
“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

(《 三国志·魏·王粲传》),军阀混战,连年不息9人民生活:痛
苦 不堪。、这不仅激化了和劳动

人民的矛盾-而且严重地威胁着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形成了以曹操为代表”适应地主

阶级中下层利益,主张统一进步的法家路线,与 以袁绍为代表,适应世族豪强利益,坚持分

裂割据的儒家路线的尖锐斗争。

东汉末年的袁绍9 “四世居三公”、 “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 三国志·魏·袁绍传》),

是当时最大的世族豪强和割据势力。曹操与他的斗争 -是从讨伐董卓开始的。公元一八九年 ,

陇西豪强军阀董卓,借诛宦为名,篡夺中央大权9 “
京都大乱” (《 三国志、魏·武帝纪》),

“百姓嗷嗷” (《 三国志·魏·董卓传》),引起了以袁绍为首的东方豪强势力的反 对 。曹操
“
散家财,合义兵” (《 三国芯 ,魏 ·武帝纪》),参加了这次讨伐董卓的联军。

但曹操和袁绍的起兵却有着根本不同的目的。袁绍等人借讨伐董卓之名,行割据混战之

实,因而虽然
“
诸军兵十余万”,却 “日置酒高会,不 图进取

”,反而互相 残 杀 ,争权夺

利。曹操 “
举义兵以诛暴乱” (《 三国志·魏·武帝纪》),面对强敌 ,不仅引兵西向,坚持对

董卓作战,而且同袁绍等人的分裂割据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首诗就是这场斗争的生动

记录和如实反映。
“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一开始诗人就以简洁的语言

交代了这次超兵的原因和目的。关东指函谷关以东。这里诗人将
“义士”和 “

群凶”对比 ,

表明自己起兵的目的,是从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 “
举义兵以诛暴乱v9反对董卓一伙

的篡权复辟活动的。一个
“
讨

”
字,立场坚决,态度鲜明9表达了诗人对董卓一伙世族豪强的

蒿 行



极端憎恶和与之斗争到底的决心J紧接着诗人用两个典故迸一步说明自已
∷
起兵的目的j是期望

会合各路诸侯广象 “武王领导的当时蚵人民解赦战争”和刘邦领导的起义军攻入咸阳那样-

直捣董卓一伙盘踞的洛阳。∶盟津,即孟津<今河南孟县南 ),为周武王伐纣时与诸侯会盟之
地。∷咸阳是秦王朝的都城,刘邦曾和项羽相约攻入咸阳,这里借指东汉王朝的都城洛附。诗
人用这两个典故来说明这次战争的性质和自己起兵的目的动准确鲜明,恰到好处。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音抢 冫。淮南弟称号,刻玺于

北方。”紧接上文,诗人笔锋一转,揭露袁绍等人假讨卓之名,行割据之实的分裂复辟行径。
和诗人 “

举义兵以诛暴乱”的愿望相反9袁绍等人代表着世族豪强的利益,他们兴兵并非真
要讨伐董卓9而是为了同董卓争夺中央大权。所以 “军合力不齐”,名义上组成了联军 ,∶ 但
却各怀鬼胎,并不能统一行动,协同作战。特别面对 “卓兵强〃的形挚”更是 各 自保存实
力9互相推让 9 “

持疑而不进″ (《 三国志·魏·武帝纪》)。 “
踌躇而睡行”,诗人用雁群的

飞行行列来比喻各路诸侯彼此观望”裹足不前的丑态,生动而又形象9深刻而又具体。这些

豪强势力虽然不敢和董卓作战9然而 “势利使人争9嗣还自相戕”。他们为了争权夺利,却
大动干戈”互相残杀”发生了狗咬狗的战争。袁绍攻打公孙瓒,刘岱杀了 桥 瑁 。 0争 艹
“戕”二字把袁绍等豪强军阀利欲熏心,极端残忍的剥削阶级本性揭露无余J他们这样你争
我夺,互相兼并的目的是什么呢?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诗人用两个事例深刻地指

出他们原来是为了割据称王,搞复辟倒退的分裂活动。公元一九七年;袁绍堂弟袁术割据淮南 ,

自立为皇帝;而袁绍也早在公元一九一年和韩馥在北方的幽州私刻印玺,谋立刘虞为皇帝。诗

人用这两个典型事例9集中揭露袁绍等人坚持分裂割据的儒家路线的反动实质,表达了自己

坚持国家统
一

的革新思想,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菔为 f∴ 事实上对手蓑绍等人的分裂行钰 ,

曹操始终与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广指出他们畏敌不进是彳失天下之望”,对他们私刻印玺 -

谋立傀儡的举动9 “笑而恶焉”∶(《 三国志·魏·武帝纪》),表示了极度的轻蔑与冷视 ,充
分体现了这位法家政治家的政治远见。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入肠:i’

紧接上文 ,∴ 进
一
步指出战争给人民锫来的沉重灾难和对社会生产力的严童破坏:由于连牵战

争,士兵们衣不解甲,裹 甲而眠,因而 “铠甲生虮虱”。这里不直写长期的混战9而用 “铠

甲生虮虱”,从侧面反映出来,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战争不仅使士兵疲于奔命,∷ 而且 “万姓
以死亡”,千家万户更因战争而惨遭死亡的威胁。豪强军阀为了割据混映:∶

∶本管人民宛活,∴

或派兵拉伏 ,或抢粮要款。劳动人民不仅町t税繁重 ,而且真连祸结 ;∷

∶
弃得彖破人亡 ,尸 骸累

累”布满原野。千里之外扌渺无人焖 .耕地减少,田原荒芜;社会生产力遭 到 宁 产童的破

坏。
“
自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
,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

露”
∴ 摆 满了 ,极言萁

多; “年虫”-,极
言其广;用 “△″和 “百”进行对比丿说明死著之众9生著之少:商对这种

“生民百遗一”的惨景,I诗人怎能不 “念之断人肠”,对军阀混找表示极大的义愤9∶ 对黑暗
的现实产生深切的不满9对革新统一发生强烈的要求呢? “念之断人肠””正是诗人从黑暗
的现实出发,忧心国事,立志反对豪强兼并剖据,争取国家统一的变革要求的强烈反映。

这首《蒿里行》语言朴素,思想深刻9借古题写时事,叙事中夹议沦,说服力强 9∷ 感人

空涑:胡人钟愎对此诗曾有 〃汉未实录广真诗吏也”的称誉。今天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

发展的太好形势下。这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研究誓操尊法反儒的浅斗诗歌,∷ 正确认识

蒈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对宁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和尊儒反渚思潮9搞妤土屠建筑领域昀

革命
·
,∶ 是宥帮助的卜: ∶∶ ∶∶∴ ∷∷   ∴ ∷  ∷ ∴ 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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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今译】

众诸侯齐集函谷关以东 9

-∵
太兴兵戈讨伐董卓及其帮凶。

最初打算在
“孟津

”结盟 ,

齐心合力向
“咸阳”进攻。

不料大家合军而不能合力合心 ,

徘徊观望总是不敢前进。

各自怀着鬼胎争权夺利 ,

接着就彼此残杀互相火并。

袁术占据淮南自称皇帝 9 
ˉ
△ -

袁绍在北方谋立天子私刻印玺。

连年战争士兵都衣不解甲9

千家万户免不了死亡的危机。

荒凉的原野布满了百姓的尸骨,∷
∴

午虫以外听不苋雄鸡的·啼唱rⅠ ∷∶

人民群众百人中或许有 人̄能够幸免
'想起来真使人痛断肝肠。 ∶ ∷∶

=∶

【原文】

云行雨步,

惆怅我 东海。 (

【浅释Ⅱ

出 夏 门  行

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涛镓;禾卸当复衍灰~经迂阜热稻FⅡ i|

予冫∷ ∷∴ ∷∷∶ ∶  ∴  ∶∷ ∶.∷Ⅱ∷∶∷:∷∷∴∶∷Ⅱ
∷     Ⅱ

·
∶   ∷  ∶ ∶ ∷    ∷ ∶

∶
∶I∴

==l
这九句《艳》词。是 《步出夏门行》的序曲,相当于引言,简单交代了决定北征鸟桓的

经过。         
∷   ∶ ∷∷Ⅱ∷∷  Ⅱ ∷∴  _∷ ∷ 。 ∷ ∷.∴ i∷ ∷Ⅱ

浊茑爸叠善3苎荔该霉嚣森嚣F查韫舅寞霰茗茗蠡钛茗耋冕琶毙F箕辜玺鹜亨玺蛋罢ξ量羞
敌一股9木足为虑,主酿进蔹荆炯妯羡。恒法豪巅熹去iェ反潮旒厂建铍北钲:∵廓籍认为鸟硅

细琴重量舅袭毒F笸鼋雾茺挛量缶罕鼋食暴菝
大地圭豪抵莳实手袁绍攵同茑碹单肴苟结|蓑

身乌植,妾囱岽山苒起,如木主劫迸攻’∶禾值
是后顾之硗,∶肃直荟成另莞琰统一牝方事业申二矢漂僚。i鑫赶赫赫薏克凼反复争疮∫替藻莱
纳了郭嘉的建议,暂停南征而北俅鸟桓-

“云行雨步9超越九江之皋”。先不写北伐,雨是写雨景:夫空云层浮动,∶ 大雨倾盆而

来。由大雨落幽、燕的北方雨景9诗人想到了南方。 “超越九江之皋”,是说大雨可熊落到

了九江水岸∵ 也就是荆州以外苯了吧⒈∷这翼,沛人以太珂晋降南桎象徘了目甲薯苓绅一全

国广削平封建割据的孢负。 “超越〃∵词,∶充分表现诗八对目垦力曩的自赁。,f!缉现暴同〃艹
由大雨的描写转入叙述这次出征前的激烈争论。

“
心意怀游豫”

一句,写 出了决策前诗入的思

想活动:是不顾后患,南下荆州呢?还是挥戈北指,解除后方主要威胁再图进取? “游豫扌:乒

就是犹豫,这个词写出了当时思想斗争的激烈。对往事的追忆,∴ 造威扌《艳≯诃的波澜。由

此,摧 出了对北伐的芷商描写。 “经过至我碣右
”
9点 出队伍来到了碣右 (原在今河北乐亭县

西南9六朝时已沉入海皇》,说明从邺城出发,北筏大军已经走赶了漫长的行裢。∷“心惆怅

我东海”|〃惆怅”9关切的意思。这是作者对自己心娌的刻如,表白他北征乌植的自的是

为了关怀天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曹操统△申国的政治抱负。但是,1从两
^个

:∶ 妊我△孛

中,也鲜明地表瑰了曹操的英雄史观;′

∶他是以∵“英雄旷
自居的,这△点莪扪应该注意。j二 ∵

,0



【原文Ⅱ

东临碣石,以 观沧海。水何澹澹,山 岛竦峙。树木丛生,百 草丰茂占秋风萧瑟9洪波涌

起。日月之行,若 出其中;星汉灿烂,若 出其里。幸甚至哉9歌以咏志: (一解,观沧海 )

【浅释】

《观沧海》,这是正曲的 “一解”, “
解”

,'就是章的意思。写诗人来到碣石山后的登

山望海。

据记载,曹操是在夏五月出兵北上9七月出卢龙塞9来到碣石山正是初秋时节。 “
东临

碣石,以观沧海″,诗篇开章就点出了 “观沧海
”

这个题目,写出了诗人自己的形象:站在

高高的碣石山巅,眺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接着9紧承-个 “观”
字,一步步写海上风光。

“
水何澹澹”,放眼望9辽阔的海洋波涛起伏。澹澹 (音淡 ),水波动荡的的 样 子。 看近

处 ,山岛耸立,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生气勃勃。这种静中有动的景物描写,画出了祖

国河山的雄壮,也形象地反映了诗人乐观昂扬的进取精神。然后,进 一步抓住大海的特征 ,

描写海的动景:强劲的秋风掠过海面。海水咆哮起来了9 “洪波涌起”
一句,逼真地再现了

惊心动魄的大海怒涛的场面,显示了海的气魄和它蕴藏的匣大力量。 “
水何澹澹”的生气勃

勃, “洪波涌起”的惊人力量,交相辉映,描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色彩绚烂的海景图。面

对着如此多娇的大海9引起了诗人主富的联想: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运行不息的太阳月亮,光辉灿烂的耿耿银河夕都包孕在大海之中。这是多么惊人的想

象!通过这种想象9更加突出了大海的壮阔,更加鲜明地写出了它吞吐宇宙的气象。这种对

太海的歌颂,正是诗人要改革社会,叱咤风云,消豕豪强割据,实行中国统-的政治抱负的

生动形象的反映。 “
幸甚至 哉 , 歌以咏志”这是乐歌的套词,入乐时所加,与正文无关 ,

可以不管它。以下同。
“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毛主席说的 “遗篇

”,指的就是 《观沧

海》d曹操在当时大地主兼并土地”豪强割据称雄,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写下《观 沧 海》,

表达了他消灭豪强,统一中国的雄伟气魄彡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曹操毕竟是地主阶级的

革新派,他所说的统一是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的,那就是指的封建国家的统一9这是我们必

须加以说明的。 “
萧瑟秋风今叉是,换 了人间。”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祖国的社会制度

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曹操所处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在今天的社会

主义制度下.国家才会有真正的统一,才能彻底消除分裂割据的状态。

【原文】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 气肃清,繁霜霏霏o蹁鸡晨鸣,鸿雁南飞,鸷 鸟潜藏,熊 罴窟

栖1钱搏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从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二解,冬十月 )

【浅释⒈

《冬十月》,这是正曲的第二章,写北征回师途中所见。

曹操率领部队,排除艰险,出奇兵以少胜多9在柳城一举大破乌桓, “
胡、汉降者二十

余万口?,统一了北部中国。九月,从柳城凯旋回师,第二年正月返网邺城,途中经历了整

整ˉ个冬天。诗人通过沿途所见的描写j着力歌颂了这次北伐的成功。 “孟冬十月”,点 出

时令。接着写初冬景象。先写自然风光:呼啸的北风,爽朗的天气9浓密的严霜,画 出冬日

景色。然后在这背景上点出动物|啼晨的璐鸡,南飞的大雁。鸷鸟这种猛禽潜藏起来了,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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罴也钻进了岩洞去栖息。这里一方面是紧扣冬季特色写景,另一方面则是暗喻回军。 阝蒜鸡

晨鸣″,是说士真已经早早地起程了,在璐鸡声中行进, “鸿雁南飞”,暗示:出北征已经胜

利,整齐的队伍凯旋雨回。 “鸷鸟潜藏”和 “∷熊罴窟̄栖”的描写,更是以严冬的肃杀来比喻

战争扫荡了顽敌。昔日也曾冬季出征,但所见是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曹操:《 苦寒

行》),一片恐怖。如今时令依旧,但景象更新。敌人被打败了,猛兽也潜踪匿迹了。 诗人

借物言事,歌颂了北伐的胜利。诗章最后正面写人事,着蕈地描写这场战争j给牝方带米的安

宁。 “钱搏停置,农收积场”,钱和罅这些农具收放起来了,粮食进了仓,画 tu农闲|时拘平

静; “逆旅整设,以通贾商”,旅店正在培修,以便迎接往来的客商,人们开始王常地生活

了。这样的平静景象同董卓之乱时给人民造成的 “播越西迁移,号泣∷雨且行”的离乡背井的

苦难相对照,有力地说明了进行抵抗鸟桓奴隶主贵族的侵扰,削平豪强割据势力的战争是十

分必要的,只有通过这种战争9用暴力对大地主豪强势力和与之相勾结的奴隶主侵扰者进行

打击,才能使人民免于军阀混战之苦,才会有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环境。

【原文】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叠籁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

蹈。士隐者贫,勇 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9歌以咏志。 (三解,河 朔寒)

I·滞 】

《河朔寒》,又名《±不月 》ρ∷通过写北部黄河昀风土人情,表现出诗人关切9L亠 ,票

求改革的急切心情。
“乡土不同”9指出了黄河北部同中原地区的差别,然后具体写这些差别 : “河朔隆

寒”,诗人首先突出 “
降寒”这个特忠衤着力写归津的赆辛: 

“流澌 (音斯冫浮珲,埒船行

难〃∶,河面上冰块飘浮,水路断绝, “锥不入地,鳌籁 (音丰赖)深奥〃,大地冰冻三尺,

不仅田原冰坚不可耕种,就是野草的影子也看不到; “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可以在冰△

走路,但河流都枯竭了,造成水源奇缺。据《
=国

志 ∷注》引《曹瞒传》: “时寨具旱,=
百里无复水”, “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

”。凋敝的农村,冰冻的大鹅,北土是如此荒凉:,

归途是这样艰辛,这是谁造成的呢?是豪强割据造成的。诗篇由写风土泔滹到写

^情

,揭露

了大地主蒙强留下的祸患。 “士隐者贫,勇 侠铎非”,有才能的人遭到埋没雨困窍,搀方恶

霸胡作非为。这两句写出了袁绍割据北方大搞儒家路线,搞所谓 “亲亲”、 “
名节”

的
“礼

治”所造成的腐败社会风气。对此,曹操曾在《抑兼并令》中明确地说过: “袁氏
'之

冶也,

使豪强撑恣,亲戚恭并,下民贫弱,代出狃财,衙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 (袁绍部籽〉荞

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 兵强盛,岂可得邪?” 这就指出了大地革

豪强头子袁绍统治北方搞兼矛,婶夺民财,姆降纳叛,占山为王的罪恶。 “士隐耆贫,勇侠

轻非”就正是他们给北土造成的严薰忠某。对此,诗人感慨万端, “心常叹怨,戚戚多悲。”

一个 “怨”字,-个 “悲”字,不仅说明了诗人对北方的关切,同时也表明诗人反对豪弭兼

并割据,立志改革,统一全国的决心。后来,经过推行屯田垦荒的措施以及实行
“
尚刑法”

,

“戒私斗”的政策,黄河北部的这些问题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成了曹终实行统ˉ
事业脚弭

大后方。

【原文刀
∷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寥,终为△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古暮年,壮忄不

已。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 (四解,龟 晏。寿)

‘】



忄浅袼i∶ ∴∷∴∷   ∷                            ∴ l

∴ Κ龟虽寿》,这是正曲的最后一章。抒发了诗人 “不信天命之事” (《 自明本志令》)1

∵为了反对大地主豪强分裂割据∵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烈士暮年9壮心不:己″的壮志豪情。
1∵

∷
曹操的思想是有广个发展过程的。同是反映他的政治抱负的诗篇,思想深 度 就不尽相

同。如《精列》和《秋胡行》,∷ 就只抒写了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和对世道不治的担忧。《龟虽

寿》这首诗则高举:反:“天命″的旗帜9明确地指出人寿的长短不决定于 “天命”,极其豪迈

地唱:出:了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人定胜天的战歌,标志着曹操思想
∷
发展的高峰。

}∷ ∴∴“柚龟虽寿9∶ 犹有竟时;腾蛇乘雾
:9终

为土灰″。传说中可活三千岁的神龟和 兴 云驾
∶雾与龙类似的腾蛇9虽然被儒家和方术之士吹嘘为受命于天,多福多寿;出入六合”独往独

来的 “神物”|但到头来也∷“犹有竟耐”,兔不了 “化为土灰″的命运。这就从根本上否定

扌孔盂和顽崮推行儒家路线的东
∵汉反动统治者所鼓吹 “死生有命”的反动谬沦,以及当时盛

行的用符号、图谶 (音趁,ˉ种宗教预言冫来预知生命吉凶的欺人之谈,反对了孺家把生死

割裂开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曹操认为有生就必然会有死,并没有 “天命”的主宰9这是

具有朴素料证法思想申胃法。他早年作泽南相时,曾下令拆毁了六百卒洱所,攀:绝 f奸邪鬼

神之事″。这些都充夕氵艹说明曹垛是个无神论者。他对
“神龟″和

“
腾蛇

”
神秘外衣的剥除9T

是他的无神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生动体现。

有生必有死冫生和死是辩证的统一,那么,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就要积极进取,有所作

为。下面的诗句就谈的这个i芑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b不 已”。骥,-
日能行千里的骏马。枥 (音历 )9马槽。伏枥,就是吃草料。 “马不伏枥9不可以趋逍肛

,

秒卵 宁佟卿叩声X0∶卒艹:勹早穸虍中扌、
蠹虍耋啻ζ蘑文豢ζ奏啻唇霭ξP粟量叠晷翁髯了,仍要怵在糟里努力吃草料⒎准斧继续奔驰

沉了自己的意芯; “
壮心不已∷,缔一∷夫下的壮志豪情,年既孝而不衰:曹操北征乌桓时已经

是主十主岁的人了,他为了反对大地主豪强兼并割据,统一全国,一生转战南北。现在北伐

乌桓胜利了,统-了北方,战斗的胜利使他心潮澎湃 :激渤他继续战艹,卖兢嘲辛 “癖雁矿
:

耋 ii∶∶∶l翌嚣 縻 箍 雾P?T∶ ∷吁 ?虍
唧 艹 仰 ψ 赙

T罕肀

∷
∶
Ⅱ盈缩乏崩∫禾袒在夫,荞怡之福”岢禧永年”。 “盈缩”,指满和损、成和败牛事物

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这里指寿命的长短。 “
养怡”,就是养和?所谓:f荞

∷
怡 革碑

'∶

∶∷指

句,诗人通过对儒家狂热鼓吹的 〃
天命论”的

的思想基础

'提

出扌事在人为P人定脏失的圭

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包括林彪在丙)所鼓吹

的躺下静养,讲求生活上的舒适以及药物的滋补等所谓 “活命哲学”。但过去有一些解诗的

惫鹫∴
:叠IJ:3晷雪叁:厦量巢晕景晷:莒苫莒耋:∶Ξi晷言E亨￡Eξ莒雪::量:

倥偬,未作丝毫休息。这就说明曹操主张的 “
养怡”决不是躺下静养,追求享乐。这一点1

从他一生 “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可以得到旁汪。由此看来,曹操提倡 “
养 怡”,是 ∷要 人

们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不要相信 “天命”,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 “永年”。这本身

就是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儒家的宗教神学和对佛教、道教鼓吹的宿命论、求仙、吃药的深刻批

‘2



判,它反映了当时思想战线上反 “天命”和尊 f天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曹操的法家政治路线,是以 “不信天命”的思想路线作为基础的。 “天命

”
,这是孔孟推

:∶石:;∶昆:骨 :∶∶,;∶帚查帚:;予:骨军;:::1营 :言;;ξ∶∶蚤:曩卺;l:钅l∶扌营景ξ帚。
“
;:;∶∶j;∶彗骨秦卫:重 :;:音 :甘 ;艮

对孔孟的 “天命”论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出
“制天命而用之”的革命口号,把人从神的

束缚下解放出来,加强了当时的革命派破坏旧秩序:廷立新秩序的决心和信心。曹操继承和
发展了前辈法家人物反 “天命”的思想,他针对从孔丘、孟轲到董仲舒直到东汉统治者所鼓
吹的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天不变,道亦不变”, “天人感应”, “君权神授”等反

动谬论,提出了
“
天地间,人为贵″l(曹

操:《 度关山,》
:)的

战斗白号。认为只妾在法彖路线 指
引下,靠众人的力量和智谋,就能战胜工切。在这一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在
“官渡之战”中,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龟虽寿》,芷是这种 “天她尚,入为蒉”

思想的深化。当然,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曹操 “不信天命”的崽想是木彻底由。 “不但
在天”的 “不但”就清楚地表明,他并没有完全否定 “天”的作用。

∷《步出夏门行》又名《陇茜行≯,是汉乐府中工种歌曲的旧名称,旧辞是写入生无常和

升仙僖道的主题的。曹操这个 “改造丈章曲祖师爷”,突破宁ln辞
:的

限钿,盛赶对i日形式的

改造, “借古乐府写时事”,歌颂了北征乌桓的胜莉

'抒
发宁积极向上,为卖行统ˉ “壮Jo

不已”的乐观胸怀j特别是《龟虽寿》一章,反映了曹操清醒的无神论观点,朴素的辩证法

思想,是体现曹操政治崽想幽童妾fˉ眭 饪品。认萁地莳舵 ∷对于莪柚芷掂认识柑痱价曹染
:

的法抬崽想相法家路线广苡庾在历史上的痄用∵是大宥奸赵的:∷
⒈

【今诤⒈ Ⅱ ∵ .  ∴∵   ∷  ∷Ι ∷
=∷

  Ⅱ Ⅱ ∷∷△∷ ∷

云层浮动,大雨倾盆,洒过了九江两岸。出师前的争论,两种意见摆在面前。

还是北俅⒎心巾犹豫,不知赞成哪∵边?暴后决定-葺紫鸟桓Ⅱ队伍水乳了碣石山o

我心潮翻滚,浮想联翩。      ∷Ⅱ∷  ∷∴ · 宓∴∷  ̄ -Ⅱ -∴
∶∶

-′到东方登上了碣石:屮巅:Ⅱ 把这无边的大海观看。广问的海面微波荡动,∷迈处的1山岛耸立

云间。一丛丛大树,-片片绿毡。萧瑟秋风起,∴大海浪滔夭J这海啊!运行不息的目月;∷似

乎就从这里升起,光辉灿烂的银河,就好象住在这里边。幸运得很呀,唱首歌.儿来抒发心愿 !

初冬十月,北风呼啸。天气清朗,浓密产霜。晨风里璐鸡高声唱,往南飞大雁一行行。

芊鸟无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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罴洞旱珲:衣早碑枣水了⒎∴粮拿牧进了仓;培修旅店,好迎接来往客商。幸

运得很呀冖用歌丿L把 自己的心愿来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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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龟虽然命长,还是不免要死。腾蛇驾雾兴云,也要变为灰土 j∶ 伏槽的老 骏 马 拼命:吃

草料,一心是为着奔驰千里;建功立业的人年老心雄,为着统△壮心不已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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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养护乐观的情怀∴能够延长年岁J∶很幸运啊 ,∶ 唱首歌儿∷抒发志意!∷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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