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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

是怎样变异成史实的!

胡为雄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 #"""$#$

摘4要%有关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故事"本是$湘江之战%一书中的艺术虚构! 但它被当作史实写入

不少作品"或作为毛泽东&杨开慧生活中有矛盾和冲突的线索"或作为理解毛泽东$贺新郎'别友%词中(误会)的论据!

这一方面说明$湘江之战%对毛泽东的艺术刻画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亦说明读者是误把这部带有艺术创作色彩的作品完

全当作历史来阅读"混同了艺术创作与史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 为了研究(真实的毛泽东)"对此有必要澄

清"把虚构与史实加以区别! 但读者在阅读实践中要做到善于区分艺术创作与史实的关系亦非易事!

关键词%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虚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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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余年来#有关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

开慧的故事在书刊网络中传播开来#这则故事本

是著名军旅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的艺术

创作#完全出于想象#并无史料根据' 这则虚构的

故事#被一些研究毛泽东(杨开慧的学者和研究毛

泽东诗词的学者以及纪实文学作家#当作史实写

入自己的作品#或作为毛泽东(杨开慧生活中有矛

盾和冲突的线索#或作为理解毛泽东%贺新郎0

别友&词中)误会*的论据' 这种情况的形成#一

方面说明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对毛泽东

的艺术刻画相当成功#产生的较大影响.另一方面

亦说明#读者是误把这部带有艺术创作色彩的作

品完全当作历史来阅读#混同了艺术创作与史实(

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 历史纪实小说加以

少量的虚构是不可避免的#但读者在阅读之时#特

别是在研究)真实的毛泽东*时会增添困扰#因此

在阅读(研究时有必要把虚构与史实加以区别'

故本文意在探讨黎汝清先生在%湘江之战&中刻

画毛泽东的艺术形象时#怎样巧妙地虚构毛泽东

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故事#这一虚构怎样

被人们误读(变异为史实#渐渐在学界产生影响#

并怎样被人们当作史料加以利用#以怎样的形式

出现在一些相关作品中'

一4#湘江之战$虚构毛泽东录元稹

#菟丝$诗赠杨开慧'是为了突出毛泽东(对

伟业的追求'超过生活中的一切)

%湘江之战&是一部出色的历史纪实性小说#

它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场血战' 作

者为了刻画人物形象#使之圆满并使情节生动#在

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佐以合理虚构' 在该书

的第五章中#黎汝清用其特有的风格刻画毛泽东

怀有改造中国的宏大抱负#展示毛泽东为了这种

抱负的实现可以舍弃一切的艺术形象' 在描写毛

泽东的个性时#作者认为毛泽东的领袖气概注定

使他很难找到满意的伴侣' 作者甚至说!吴起杀

妻求将的故事#曾引起他久久的感叹' 毛泽东对

伟业的追求#超过生活中的一切' 对于毛泽东与

杨开慧的感情关系#作者有独特的描述!毛泽东经

常感受到杨开慧那温存的目光#宛如撒向他心中

的火苗' 但他时常对这种热恋采取抗拒的态度'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必然会削弱把主要精力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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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革命事业的意志/

进而#作者以这样的笔调来追述毛泽东(杨开

慧的家庭生活不那么和谐!

他跟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是幸福

的$也许应了%若要甜加点盐&那句俗

话#他们之间充满着误会'使气'别拗'冲

突与和解(

杨开慧对他过分的依恋#曾使他产

生过厌烦#写了元稹的)菟丝*赠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故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这首诗使杨开慧产生了误解#自

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致毛泽东数

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杨开慧耿耿于

怀久久不与其和解(

毛泽东又记起#那是 #$!% 年的冬

天#他们几乎吵翻( 那一年毛岸英刚刚

周岁#毛泽东要离湘远行( 可是#杨开慧

不愿意放他走#要么#就把她和孩子一起

带上( 这两种办法毛泽东绝对不能接

受#这就出现了常人!那时他们也都是

普通人" 家中经常出现的争吵的局

面,,

以至他离家出发之时#杨开慧竟然

不去送行( 他是那样苦恼而怨恨地独自

踏着长沙东门外的铺地寒霜#披着半边

残月#站在清水塘边等待杨开慧心回意

转#从后面跑来(

结果#他没有等到( 当火车汽笛长

鸣#站台上仍不见杨开慧送行的身影#他

是多么怨忿#多么伤心#又是多么孤单

啊- 他当时面对火车窗外疾速向后飞去

的山野和天空时聚时散的流云#写下了

一首)贺新郎*,,

!

接下来#作者在录引毛泽东的%贺新郎0别

友&上半阙后#从其中的)误会*一词进一步联想!

)毛泽东回想他们之间发生的种种误会#来往书

信竟解释不清#既懊恼又遗憾' 11毛泽东希望

那些误会#像过眼的滔滔云雾一样消散无踪'*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旧的误会消除#新的误会

随又发生#11*

"毛泽东本来期望杨开慧会借他

离家远行的契机#解开疙瘩前来送行#但他判断错

了' 他踏着深秋寒霜#提着小小的行李箱#步出东

门' )他是那样孤独地走着#几步一回头#依然不

见杨开慧修长的身影#怨恨之刀无法割如缕的情

丝'*

#作者从)误会*一词出发产生的联想是符合

其思维逻辑的!杨开慧误会毛泽东录赠的诗后#赌

气不送即将远行的毛泽东#毛泽东也像凡人的生

活那样#释不开夫妻间的这种误会$

' 但毛泽东(

杨开慧的真实生活情况并非如此' 其实#杨开慧

性格温柔#对毛泽东虽有依恋的一面#但她作为革

命者亦刚毅坚强#有独立的一面'

对于%湘江之战&中主要人物的适当虚构及

其文学虚构的优缺点#黎汝清也特地作了说明'

他在该书的%答编者问"代后记$&中说!)%湘江

之战&是一部小说#小说需要虚构.小说需要揭示

人物的内心.小说也要对历史对人物进行剖析褒

贬11*#)作家并不能保证写的事件和人物#完

全符合当时的真正的实际"我看谁也不敢保证#

就是连当事人写的也未必完全符合真正的实

际$' 而且也没有必要' 我只能按照艺术需要对

事件对人物写出我自己的理解'*

%作者还专门解

释!)比如本书第五章%湘江唤起他无尽的情思&

一节#毛泽东在湘江边上是真的#但毛泽东的全部

内心活动却全是作者的想象虚构#而他所想到的

杨开慧的牺牲#他的青少年时代的种种言行又都

是真的'*

&黎汝清还认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矛盾统

一体' 他提出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就历史真实

来说#百分之九十五是真的#可以当作准历史来

读#就艺术真实来说#百分之九十五是虚构#可以

当作纯小说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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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先生非常冷静地指出!作家并不能保

证写的事件和人物完全符合当时的真正的实际#

小说需要虚构' 然而#他在虚构毛泽东的家庭生

活时#却过于)实际*了#并且从%贺新郎0别友&

中的)误会*推出了不少现实现象#把)东门* )横

塘*视为具体' 以至于他在小说中那样描写毛泽

东的家庭生活#猜测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关系#认为

夫妻间有非常大的矛盾#这是借助自己的人生阅

历来观察世俗生活#大胆地虚构和想象的结果'

然而#他过于夸大了实际生活中的毛(杨矛盾' 这

可能是作者对青年毛泽东的经历缺乏细致的研

究#对毛泽东诗词不很熟悉的缘故' 再者#毛泽东

实际上是乘船去汉口再转船赴上海#而非乘火车'

毛泽东这首词巧妙地运用了点化艺术#实写和虚

写结合在一起#如果以实解虚(以史注词#仅从该

词中的)误会*入手而浮想联翩#就难以把握其艺

术的真实' 但无论怎样#黎汝清先生用自己的艺

术之笔#虚构了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

的故事#让它首次出现在%湘江之战&中#引起了

不少读者的注意'

%湘江之战&#$+$年出版发行后#我即购得一

册#读后深有启发' 我是把它当作历史小说来读

的' 作为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读者#我在阅读

中也面临怎样区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难题#

特别是对于书中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

慧的情节' #$$" 年 2 月#我致信黎汝清先生#特

地问询该情节是否有史料作为根据' 黎汝清先生

2月 %#日回信明确告诉我!)关于%菟丝&一诗的

运用是根据毛的%贺新郎&所写背景的推理' 文

学和历史是 !个范畴#文学需要虚构#写人物隐秘

的内心#历史则不允许'*

!然而#%湘江之战&中的

这种艺术创作#有些读者未把它与历史真实区别

开来#故将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情

节误作史料加以引用' 这种误用主要表现在!传

记类作品将此情节作为毛泽东(杨开慧生活不那

么和谐的史实#毛泽东诗词研究类作品将此作为

解释%贺新郎0别友&词中)误会*的论据'

二4虚构故事被误作史实写入#杨开

慧$等传记或纪实性作品

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虚构情

节#当作史实写入相关传记或传记式作品的有不

少#如%杨开慧& %毛泽东的亲情0乡情0友情&

%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等等#但各部作品在引

用这则故事时又各有千秋'

较早写入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

这一虚构情节的作品#是 #$$! 年出版的%毛泽东

的亲情0乡情0友情&' 该书不仅完全采用了这

一情节#并且也大致借鉴了%湘江之战&对毛泽

东(杨开慧生活的描写#二者在意境上颇有相似之

处' 该书是这样描写的!

那是 #$!% 年的冬天( ,,青年毛

泽东就要离开杨开慧去遥远的地方了(

那时#他们的孩子刚满周岁#他的远去#

无疑对于视毛泽东为生命依托的杨开慧

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情感重压( 这位知识

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子自从对经常来自己

家里听父亲讲学的毛泽东产生爱恋之

后#一方面对他的远大抱负和深刻见解

十分地钦佩#并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

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另一方面#倾心的

钦佩又变成了她对他的十足的依恋#特

别是在她的父亲杨昌济教授去世以后#

这种依恋渐次地衍敷为依附( 这样#矛

盾便产生了( %天下己任&的毛泽东虽

然经常从她那温存的目光中感受到幸福

和吸取人生进取的力量#但也从她依恋

的缠绵里感到了拖累( 儿女情长#英雄

气短#毛泽东希望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

在他所奋斗的事业上#因而对这种依恋

有时却很难照顾得到#他甚至将元稹的

)菟丝*抄了给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

显然#%毛泽东的亲情0乡情0友情&对毛泽

东(杨开慧家庭生活的描写#深受%湘江之战&中

有关描写的影响#并且%湘江之战&中所录的经作

者黎汝清删节过的元稹 %菟丝&诗#它亦完全

照搬'

不过#%毛泽东的亲情0乡情0友情&在收集

材料的基础上#其书中增加了不少细节!

$

!

"

黎汝清复胡为雄的信##$$"年 2月 %#日'

谢柳青!%毛泽东的亲情0乡情0友情&#辽宁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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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断断地受不了这种伤害( 况

且#她为了他的工作#已经牺牲了好多好

多( 冬天里#毛泽东写作有时通宵达旦#

而她也总是陪伴到深夜#有时一个晚上

要起床几次为他热好%点心&( 第二天#

他或是去继续工作#或是小休片刻#她总

是主动地去为他整理好夜里写的东西(

凡草稿上写有%定稿&二字的#她便动手

誊写到另一个簿子上去( 那些日子里#

岸英生下不久#在抄写文章'文件时#不

得不经常将哭闹的岸英放在身边摇篮

里#一边抄写#一边用脚踩着摇篮摇( 为

公为私#为国家为小家#她已经作了无数

的奉献( 她没有依附于谁#她也不愿依

附于谁#对自己挚爱的人的眷恋能说是

依附吗/

误会产生了#冲突接连地出现( 毛

泽东有时借短期外出的机会#写信与杨

开慧解释#但任性的她一直耿耿于怀#难

于消除这心中的委屈(

!

尽管一些细节不同#%毛泽东的亲情0乡情

0友情&对毛泽东(杨开慧家庭生活的描写#特别

是对夫妻之间矛盾与误会的描写#与%湘江之战&

中的描写#其大的意境相似#所不同的是#前书把

后书的艺术创作已作为事实加以引用'

而传记%杨开慧&#亦将毛泽东录元稹%菟丝&

诗赠杨开慧的虚构故事作为史实写入' 这样#虚

构故事便写入了正史' 不过#%杨开慧&一书的写

法有些不同#它是将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

开慧的故事#演变为毛泽东通信中的文字' 其具

体描写如下!

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上海时#杨开慧

又怀孕在身( 000然而#此时毛泽东忙

于纷繁的工作#很少写信回家( 杨开慧

上有老下有小( 生活十分清苦( 加上毛

泽东不在身边#以前她的革命工作都是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并且主要是在

毛泽东身边工作#现在毛泽东一走#她也

很少参加以前火热的组织活动( 离开了

丈夫#又离开了革命集体的生活#她的心

境孤独而又寂寞#因此她更加希望毛泽

东记挂着她( 但作为丈夫的毛泽东#却

并不十分理解妻子的心( 杨开慧几次写

信#要求和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广州去(

他却回信说$+大都会生活缴用大#我经

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你们母子#倒不

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方便(1

并且#毛泽东还笔录了唐人元稹的

一首诗)菟丝*赠给她000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还在另一首给杨开慧的词中说$

+我白欲为江海客# 更不为昵昵儿

女语(1

"

%杨开慧&一书虽然将毛泽东录元稹%菟丝&

诗赠杨开慧演绎得更具体了#却把它演变为毛泽

东通信中的文字' 不过#它仿照%湘江之战&塑造

的相关意境是相通的#其所引用%菟丝&诗的字数

也是一致的' 尽管%杨开慧&一书对杨开慧满心

委屈赌气不给丈夫回信的心理活动增加了描述#

但它把 %湘江之战&虚构故事完全当作史实采

用了'

%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一书#也引用了

%湘江之战&书中这一虚构情节!

#!月下旬#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由

长沙去上海转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对

毛泽东一往情深#毛泽东经常感受到杨

开慧那温存的目光( 毛泽东要把全部心

血投入革命'投向事业#就需要克制自己

对杨开慧的过分依恋( 为此#他写了元

稹的)菟丝*相赠$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未料#这首诗使杨开慧产生了误解#

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以致毛泽东数次写

信解释还没有消除( 毛泽东要离湘远

行#这时他们的儿子毛岸英刚满周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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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胡为雄!虚构的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是怎样变异成史实的

毛泽东离家时#杨开慧没有去送行(

!

该书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它把毛泽东录元稹

%菟丝&诗相赠#改为毛泽东克制自己对杨开慧的

过分依恋#从而导致杨开慧的误会' 这又使毛泽

东录元稹%菟丝&诗相赠的动机发生了新的改变#

但它把虚构故事当作史实则是明显的'

除上述作品外#%毛泽东之谜&亦把%湘江之

战&中的虚构与描写编入了书中"%毛泽东之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第 #%2

3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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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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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引用了%湘江之战&中的这则故事#所描写的内

容与情景大致相同'

三4虚构故事亦成了理解毛泽东#贺

新郎*别友$词中(误会)的重要证据

%湘江之战&中有关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

赠杨开慧的虚构与描写#在毛泽东诗词研究界同

样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少#它被写入了%毛泽东

诗词鉴赏词典&#甚至一些诗学家认为它为理解

毛泽东%贺新郎0别友&词中的)前番书语*提供

了新证'

%毛泽东诗词鉴赏词典&的作者#在赏析毛泽

东%贺新郎0别友&上半阙的)书语*一词时在注

释中说!)书语#信中的话' 这句是说#自己意识

到对方误解了自己前一封信中的某些言辞' 按黎

汝清%湘江之战&曰#由于杨对词人过分依恋#词

人曾抄写了唐代元稹的%菟丝&诗赠她!+人生莫

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

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

并',*)这使杨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伤害#以

致词人数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云云' 录以备

考'*

"应当指出的是#鉴赏者较为慎重' 他不仅

注明)录以备考*#更在括号内指出%湘江之战&中

所录元稹%菟丝&诗有删节#并不完全' 作者写

道#检元诗#全文实作!)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

成' 君看兔丝蔓#依倚榛与荆' 荆榛易蒙密#百鸟

撩乱鸣'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斫将去#

柔蔓与之并' 翳荟生可耻#束缚死无名' 桂树月

中出#珊瑚石上生' 俊鹘度海食#应龙升天行' 灵

物本特达#不复相缠萦' 缠萦竞何者- 荆棘与飞

茎'*

#尽管作者是)录以备考*#亦足见%湘江之

战&中虚构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影

响之大'

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毛泽东诗词研究者认为

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虚构故事#为

理解%贺新郎0别友&中的)前番书语*提供了新

证' 例如#%毛泽东诗词0掌故佳话 诗人毛泽东&

中就有此说'

在该书的)+前番书语,有新证*节中#作者在

录写了%贺新郎0别友&后说!)这首词#是毛泽东

离开长沙之时写给夫人杨开慧的' 理解时#争议

之句为上半阕的+知误会前番书语,'*

$接着#作

者引述了%毛泽东之谜&中几段有关毛泽东录元

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文字!)这首诗使杨开慧

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以至毛泽东数

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 开慧耿耿于怀' 久久不

与其和解'*#$!%年底毛泽东离湘远行时#开慧不

愿他走#要么就把她和孩子带上' 这两种办法毛

泽东绝对不能接受#由此引起夫妻间的争吵' 以

致他离家出发时#开慧竟然不去送行' 他期待着

开慧的回心转意#结果#他没等到' 当火车汽笛长

鸣时#站台上仍不见开慧送行的身影#他是多么怨

忿#多么伤心#又多么孤单/ 在这样一种离别情绪

的缠绕下#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贺新郎&

%

'

继之#作者展开了自己的分析!)知误会前番

书语*句中#)+书语,指信中的话#不是指诗篇.整

个句子不能解释为知道你是误会了我前次抄给你

的诗' 查元稹的%菟丝&#原诗 !" 句#引者只引了

+句#且系删节拼成#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如果真

像小说家们所说#毛泽东抄了那么一首诗给杨开

慧#对杨开慧来说是谈不上误会与否的' +人生

莫依倚#依倚事不成',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批评杨

开慧依倚毛泽东吗- *

&最后#作者以新发现的其

他史料#利用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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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故事作为证据作出了肯定结论!)近来笔者

发现此词有一件题为%贺新郎0别友&的毛泽东

手书#作+知误会前番诗句,#足证毛泽东同杨开

慧之间的误会#显然还是从赠诗引起的' 这对我

们正确理解这句词的含意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

综上所述#黎汝清先生在%湘江之战&中虚构

的情节#被一些研究毛泽东(杨开慧的学者和研究

毛泽东诗词的学者以及纪实文学作家#误作史实

写入自己的作品#或作为毛泽东(杨开慧之间有矛

盾和冲突的真实生活#或作为理解毛泽东%贺新

郎0别友&词中)误会*的重要根据' 如果读者把

它完全当作历史来阅读#就未体味出它的艺术虚

构' %湘江之战&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经验是#历史小说中百分之九十五是真的可以当

作准历史来读#但读者如何区别那百分之五的虚

构呢- 况且我们的历史小说创作一般是不加注释

的' 这类作品就给读者提出了难题#即要有对史

学与文学的鉴别能力' 也正是黎汝清在答编者问

中#编者说他同意%中国文化报&记者访问黎汝清

时说的那段话!)文学和史学毕竟是两种属性#把

小说当作历史来研究#可以#当作历史来要求#则

不可以' 因为文学需要虚构#不虚构则没有艺术#

而虚构则不被史家所容忍'*

"黎汝清认同这种观

点#说历史真实是作品推不倒的骨骼#艺术虚构是

作品的血肉和灵魂' 没有骨骼#血肉无从依附.没

有血肉#骨骼就不会有生命' 对于作家来说#这是

他的智慧' 但对于读者来说#读历史小说要做到

不混同艺术创作与史实(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

实的关系却颇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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