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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岁月悠悠，当我
们再次将目光对向那一场以农
民为主体的革命暴动——万安
暴动时，已经没有了弥漫的硝
烟，没有了震耳的炮声，唯留下
无尽的怀念和思考。

第一个
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前所

未有的低潮时期。蒋介石公开
叛变后，残酷镇压共产党人，万
安县的众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
遭到杀害。然而，在中共江西省
委特派员曾天宇、万安县委书记
张世熙等人的领导下，革命的烈
火却没有被浇灭，反而越烧越
旺。全县数万农军无所畏惧，勇
往直前，多次攻打县城，狠狠打
击了国民党守敌的嚣张气焰。

年底，万安县委准备举行第
四次万安暴动。正在井冈山领导
革命斗争的毛泽东获悉情况后，
当即派人送来一封信，询问是否
需要派部队支援。万安县委经过
研究，提出红军不必到万安，只需
攻打守卫遂川县城的国民党第三
军工兵连即可，毛泽东接到回信，
采纳了万安县委的意见。

1928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派
兵攻占了遂川县城，守城的工兵
连没战多久，便弃城向着万安逃
跑，结果在横岭背（万安县五丰
镇和遂川县于田镇交界地区）遭
到万安农军的伏击，死伤惨重。
趁着这有利时机，8日，万安农军
和革命群众四万余人分成四个
纵队，向着县城开始了猛烈进
攻。总攻令一下，各路纵队奋勇
当先，枪声、炮声一时震耳欲
聋。由于攻城农军打着井冈山
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攻城的部队
犹如沸腾的潮水涌入城内，守城
的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分水陆
两路突围，逃向赣州。暴动的部
队迅速占领了县城，将红旗插上
了高高的城头。

9日，在县城东湖洲，万安县
委召开了群众大会，共青团江西
省委宣传部长王为宪、井冈山工
农红军代表何长工等人参加了
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万安县苏
维埃政府，刘光万任主席。何长
工授印。大会通过了县苏维埃
人民委员会名单，宣布了政府纲
领，共分28条。

万安暴动胜利的消息一时传
遍四方，震惊了世界。因为这是
江西省成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
政府，影响非同寻常。1928 年 1
月3日《江西工农革命的纪录》这
样表述万安暴动：“暴动的胜利，
是全省苏维埃革命的信号”，“他
不但是万安工农革命胜利的产
儿，并且是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为
江西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苏维埃革命的局面。”

二十字诀
1928年 1月 22日，国民党第

31 军所属部队从泰和向着万安
迅速进发，妄图围剿参加“万安
暴动”的农军和共产党人。2月4
日，国民党增派第 13 军所属部
队，从广东调往万安围剿。面对
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张世熙等
领导人率军撤出县城，辗转各
地，巧妙周旋。在20日召开的前
委与万安、遂川两县党的联席会
上，张世熙汇报了万安暴动后万
安县的革命形势，并提出二十字
诀：“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退
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毛
泽东听完汇报后，当即指示道：

“希望万安的同志很好地运用敌
来我走、敌驻我
扰、敌退我追的
十二字诀，准备
与反动派作战。”
5 月 1 日，毛泽东
在深刻分析井冈
山斗争和万安暴
动的基础上，经

过多番斟酌，正式提出了“敌进
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
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术，成为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指导着全国各地的游击战
争。无疑，从万安暴动的军事实
践中总结出来的二十字诀，是毛
泽东游击战术思想的重要来源
之一，历史功勋，彪炳千秋！

80人
万安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曾天宇，在率军战斗中走散，
后潜回家中，因为叛徒的出卖，
不幸壮烈牺牲。此刻，中共临时
万安县委书记朱渭生和共产党
员游必安与井冈山联系，准备再
次向敌人发起进攻。9 月初，红
四军军人委员会主任陈毅率红
军 28 团 3 营由井冈山赶到万安
罗塘湾，开展发动群众工作，做
好 再 攻 县 城 的 军 事 和 物 资 准
备。哪知道，风声走漏，朱渭生
被杀。陈毅果断决定，万安一些
党的负责同志和革命骨干，由游
必安率领奔赴井冈山。

道路崎岖，上山的农军艰难
前行。途中还与尾随的国民党
军展开了几次激烈的战斗，队伍
也被打散了。经过几昼夜的奔
波，终于到达了井冈山。此时只
留下康克清、刘光万、游必安、张
良等 80 人，其中共有 7 名女同
志。10月 3日，在朱德的亲自安
排下，上山的地方同志，组编成
万安赤卫队，游必安任大队长，
从此跟随毛泽东踏上了不平凡
的革命道路。

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
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充满激
情地写道：“万安县委一月间曾
和我们在遂川召开过一次联席
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
九月红军游击万安，才又接上
头。有八十个农军跟随到井冈
山，组织万安赤卫队。”这部分农
军后来编进了毛泽东领导的红
四军，逐渐成长为革命骨干；另
一部分农军在肖子龙、肖玉成的
率领下到了兴国和东固，和陈奇
涵一起组织了兴国暴动。

一位和7位
万安暴动具有非同小可的

历史影响，将遂川、万安、宁冈、
永新等县连成一片，扩大了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它
淬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坚定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并诞生了一位党
和国家的领导人康克清和7位共
和国的开国将军。

万安暴动时，康克清由于年
龄小，没有直接攻打县城，在家
里帮着制造松树土炮、熬制火
药，后随农军上了井冈山。抱着
一腔革命的激情，凭着一双铁板
大脚，开拓着革命人生，最终成
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王辉球
万安暴动时也只有 17 岁，目睹
了父辈们的革命经历，1928年春
他随着红军上了井冈山，尔后戎
马生涯数十年，成长为立下赫赫
战功的开国中将。钟汉华中将
早在 1927 年就曾参加万安农民
暴动，时任苏区少共区委书记。
少将黄荣海、游胜华、肖元礼等
都是从万安暴动这个战场出发，
走进了厚重的中国革命史，为共
和国的诞生和成长奉献了自己
的一生。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与万
安暴动的革命群众近10万人，无
数烈士长眠于九泉之下。历史
将永远记住他们！

一声霹雳震天宇
“万安暴动”值得铭记的4个故事

中国诗歌的现状、困境和可能的突破口
著名诗人刘立云从新诗的发展说起，廓清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困境，认为诗

歌写作已从有主题变奏演变为无主题变奏，从固化走向同质化、碎片化，部分诗
人有意回避有难度的写作，逐渐形成对外国诗歌的依赖，在受到市场冲击后变
得不够纯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要认清我们面临的时代，积极揭示时代变
革的奥秘，建立诗歌理想，明确创作方向，树立精品意识，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提
高境界，从而增强诗歌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

诗歌常识与诗歌现场
《诗选刊》主编刘向东从诗歌的定义出发，结合国内外优秀诗歌作品，深刻

剖析了当前诗歌创作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他认为，当代诗歌写作已偏离诗歌
常识的轨道，有些诗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进入诗歌现场。诗歌是个体生命和语
言的瞬间张开，是语言和心灵的交锋。中国古典诗词和新诗有内在的血缘关
系，要学会从古典诗词中获取滋养，建立写作的精神原乡，以独特的生命体验
和真挚的人生感悟入诗，通过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从生活现场抵达诗歌现
场，并使其保持合适的距离，创作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作品。

（压题照片由记者毛江凡摄，其他图片由江西省作协提供）

现场：20212021谷雨诗会紧谷雨诗会紧
扣时代主题扣时代主题

在江西，谷雨诗会不是专属于某
一场某一地某一人的诗歌约会，在 4
月，它更像一朵花火，引燃的是整个诗
歌的天空，一场接着一场，有的声势浩
大，有的轻声细语，有的细水长流。加
上每年江西省文联和省作协的高规格
组织与筹办，带给江西诗歌的就不仅
仅是鼓舞与激励，更是一种价值导向
和精神引领。

2021 年恰逢建党一百周年，这一
年的谷雨时节，全省各地众多谷雨诗
会中，省文联和省作协在省城南昌主
办的系列谷雨诗会活动最受瞩目。
而紧扣时代主题，成了今年江西谷雨
诗会的一大特点。

4月20日晚，“永远跟党走”2021江
西谷雨诗会主题诗歌晚会在江西艺术
中心音乐厅举办，拉开了今年谷雨诗会
的序幕。来自省内外的诗人、作家、评
论家和文学爱好者600余人，共同见证
了一场诗意浓郁的文学艺术盛宴。晚
会同时通过网络同步直播，吸引了15万
人同时观看，可谓是盛况空前。

4 月 21 日至 22 日，此次谷雨诗会
系列活动中另一场重头戏——2020江
西年度诗人颁奖仪式在南昌县举办，
女诗人周簌喜获年度诗人奖，丁薇、叶
小青获得 2020 江西年度诗人奖提名
奖；其后，名家讲座、江西 8090 诗人创
作研讨会及主题采风等活动也随之展
开。在名家讲座环节里，鲁迅文学奖
获得者、著名诗人刘立云，《诗选刊》主
编刘向东，分别以《中国诗歌的现状、
困境和可能的突破口》及《诗歌常识与
诗歌现场》为题做了精彩的诗歌讲座。

这样的安排，对江西诗人来说，可
谓机会难得，珍贵异常。无论是一年
一度的江西年度诗人这顶桂冠荣誉、
还是请名家来为诗人们做创作指导，
再细致地针对青年诗人作品的创作讨
论，省文联与省作协都在为我省诗歌
创作的繁荣不遗余力地努力着。

回望：人民性与时代性人民性与时代性
让谷雨诗会彰显活力让谷雨诗会彰显活力

谷雨诗会这个文学活动能在我省
盛行近一个甲子，成为省、市、县甚至
延伸至乡村的文学狂欢，这得益于省
文联历年来不间断地倡导、推动和地

方各级政府与机构对这项文学活
动的大力扶持与参与。

说起谷雨诗会，省作协副主
席江子的眼里充满了神采。作为
这些年省里各主题性谷雨诗会的
主要策划者、参与者，江子比其他
人更熟知一场场活动背后的用心
与不易——

2015 年，举办“到人民中去
——回到钓源”谷雨诗歌音乐会；

2016 年，举办“红色岁月·人
民生活”江西（灵山）谷雨诗会；

2017 年，“欧公故里·红色胜
地”江西（永丰）谷雨诗会；

2018年，举办“春风八百里·井
冈四十年”江西(井冈山）谷雨诗会；

2019 年，“美丽中国·多彩赣
南”江西（石城）谷雨诗会……

深入基层，亲近泥土，扎根人
民，诗人们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
一场场的诗歌盛会中互相碰撞，
发现彼此的引力，也让一行行诗
句自由飞翔。

这只是近些年的诗歌主题
活动，从 1962 年以来，谷雨诗会

除了历史原因中断了若干年，省文联
和省作协对这个诗歌活动一直坚守着
并越办越好，直至后来有热心企业主
动为谷雨诗会投入赞助资金，设立江
西年度诗人奖，激励创作上有成就的
诗人，这样的举措让诗人们有了更多
的期待。

可以说，省文联和省作协是敏锐
的，每一届主办的谷雨诗会都紧跟时
代、呼应时代。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驻村诗人”奋战在扶贫第一线；抗击
新冠疫情，诗人们以笔为援，以爱鼓
舞，以诗战疫；建党百年，诗人们诗心
勃发，深情歌咏……从最近 10 年谷雨
诗会的主题设置可看出，坚持人民性、
时代性是谷雨诗会彰显活力的法宝。

用意：发现新人培养文发现新人培养文
学创作梯队学创作梯队

文学创作是件很私人的事，诗歌创
作亦是如此。那么，经久不衰的谷雨诗
会，对促进我省诗歌创作繁荣、提升诗
人诗歌创作水平到底帮助几何？从今
年江西8090诗人创作研讨会来看，国内
诗歌名家对青年诗人作品的剖析和肯
定，给了青年诗人极大的鼓励，也让他
们的创作更自信也更充满信心。

在研讨会上，刘立云对青年诗人
林长芯诗歌的评价是“精短、内敛、节
制”，“能让自己与生活苦难保持一定
的距离；语言适可而止，不铺排，不无
病呻吟”。但他也建议青年诗人创作
题材可以更宽泛一点，融进更复杂的
人生况味，更敏锐、更锋利地揭示生命
内部的力量。

对于这样的点评，参会的青年诗
人是持欢迎态度的。1993年出生的丁
薇是今年两位江西年度诗人提名奖中
的一位，近些年，她陆续参加过省里组
织的几届谷雨诗会，正是因为参加了
诗会，让她坚定了写诗的决心。“参与
谷雨诗会的活动，可以让年轻作者与
名家面对面交流，前辈们也能起到传
帮带作用，对于初学者来讲是非常实
用和有帮助的。”丁薇说。

而对于成熟作者来讲，参加谷雨
诗会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女诗人吴
素贞是 2019 江西年度诗人，同时也参
加过诗刊社第35届青春诗会,作品多次
获全国诗歌大赛奖,这样的作者参会又
有什么收获呢？吴素贞认为，无论谷
雨诗会的性质是“官方”还是“民间”，

参会者都不用纠结，“你为什么而来，
写作的初心是什么”，这才是参会作者
需要认清的。2021 年，她赴会并认真
地听了刘立云、刘向东两位名家对诗
歌的讲解，从他们的演讲中，她悚然而
惊，再次观照到自己的内心并坚定了
诗歌创作的方向。

写作无涯，“只有脚步不停，在交流
不断汲取养分，诗人才能走得更高更
远。”吴素贞对谷雨诗会对我省文学创
作梯队的培养非常认同，“这是诗会带
给诗歌创作者最大的福利。”

观点：诗会让诗人们找到诗会让诗人们找到
更为有效的创作路径更为有效的创作路径

正如今年谷雨诗会主题诗歌晚会
“追寻”“奋进”“逐梦”“远航”四个篇章
一样，江西谷雨诗会这个文学现象是值
得“圈内外”好好研究和思考的。

专注于诗歌评论的刘晓彬认为，
每年的谷雨诗会对诗歌走向大众化起
到了积极意义，要扩大诗歌在我们生
活中的受益面，就必须扩大诗歌读者
的覆盖面，而谷雨诗会的目的就是努
力促使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适合大众的
要求，让诗歌真正走进人民群众，从而
充分发挥诗歌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积
极作用。

记者了解到，历年来的江西谷雨
诗会，由于其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对
江西本土诗歌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促进作用。各级谷雨诗会都有诗歌朗
诵会环节，这对诗歌创作氛围的营造
也是非常重要的。

刘晓彬还认为，邀请诗歌名家进
行诗歌讲座以及诗歌研讨，能让诗人
们对创作进行反思。作者创作到了一
定的阶段，需要突破、需要呼唤新的思
维方式，只有这样，才会对诗歌创作带
来更大的提升空间。今年的谷雨诗
会，着重关注8090后诗人作品的研讨，
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本年度江西年度诗人获得者周
簌感受尤其深。她看到，新一批的优
秀诗人已经不断涌现出来，如唐伯猫、
刘九流、陈洪英等新生代，这些年轻诗
人创作势头良好、有潜力，他们的作品
各具特点，呈现了写作风格的多样性与
丰富性。周簌认为，年轻诗人的成长，
与相关诗歌活动的氛围营造以及开诚
布公的研讨助推是分不开的。研讨会
上，前辈诗人与名家对年轻作者有批评
也有肯定，为他们今后的诗歌创作无疑
提供了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

至今年，江西年度诗人奖已颁发了
7年。刘晓彬认为，年度诗人奖的设立，
示范带动的意义更大——它检阅江西
诗人本年度的诗歌创作水平，展示江西
诗人本年度的诗歌创作业绩，鼓励江西
诗人为诗歌艺术不懈努力，从而推动江
西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另外，谷雨诗
会的诗歌采风活动，也是另一个深入生
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途径，它让诗
人们回归到社会现实中，进入到时代进
程里，从而捕捉新的诗意，真正创作出
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每年4月的谷雨
时节，“时雨乃降，五
谷百果乃登”。在这

个春意绵绵的季节，江西诗人们都
会迎来一场场诗歌盛会——谷雨
诗会。沐一场人间春色，听一曲雨
落情长，诗人们置身于诗歌的王国
快意徜徉，江西诗坛也因一场场盛
会而愈发诗意盎然。

在江西，谷雨诗会是一场由
来已久的文学盛事。自1962年4
月诞生以来，便成了江西省文艺
界和群众以吟诗的形式歌颂春天、
赞美生活的一项传统文学活动，至
今已走过近一个甲子，是我国诗坛
独特而持久的文学景观，在国内具
有广泛的影响，已然成为江西的一
张文化品牌。谷雨诗会的发展史，
其实也是江西诗歌与诗人不断升
华的精神成长史。

笔随时代笔随时代 诗诗咏赣鄱咏赣鄱
——2021江西“谷雨诗会”观察

□ 本报记者 钟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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