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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怀安诗社成立于1941年的延安，在以大众化与新诗为

主流的延安文坛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怀安诗社研究》从
古典诗学视角出发，对延安时期创作旧体诗词的怀安诗社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是学界第一部研究怀安诗
社的学术专著。该书在界定怀安诗概念的基础上，对怀安
诗社的研究现状、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成员组成与活动历
程、诗论主张与创作实绩、地位影响与得失成败等问题均进
行了较为详细的探析，重点讨论了李木庵、谢觉哉两位怀安
诗人的创作成就以及游南泥湾诗、延安颂诗与红云曲等三
类怀安诗名篇。可以说，该书是霍建波教授将古典诗学与
红色文艺相结合所作的跨学科研究实践与学术探索，也是
怀安诗社成立80周年以来的重大学术收获，同时对丰富和
开拓延安文艺以及延安精神研究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怀安诗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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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六有六无”
胡捷 方华 杜柯柯

烽火中的诗社——《怀安诗社研究》

作者简介
霍建波，1973年生，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学

术领域为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依托的先秦诸子研究、隐逸文化
研究和怀安诗社研究。2002年博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文
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师从霍松林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出版《宋前隐逸诗研究》《隐逸
精神和传统文化》《先秦诸子思想精华与文学价值研究》等学
术专著多部，研究文章见刊于《内蒙古社会科学》《兰州大学学
报》《河北学刊》《甘肃社会科学》《求索》等重点学术期刊。现
为延安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古代文学硕士点导
师组组长，延安市社科专家库入库专家，延安市圣地英才。

本栏目由延安书局协办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时期
（1935年10月—1948年3月）在中国革
命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延安文艺
（1935年10月—1949年7月）的形成与
演进是中国文学史上重大的历史文化
事件，它直接影响甚至规范了中国当代
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怀安诗社（1941
年9月—1949年9月）是中国无产阶级
革命文艺史上第一个以创作旧体诗为
主的文学组织，该社1941年9月5日成
立于延安，历时八年，主要运用旧形式
表现新内容，堪称延安文艺史上的独特
存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怀
安诗人们酬唱赠答、言志抒怀、鼓舞革
命情绪，对延安文艺乃至中国革命均作
出了较为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在社会时代与文化思潮发生剧烈
变革之际，一种有着自身稳固特质与
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学体裁，如何适应
社会时代的发展，跟上时代思潮的节
奏，与时代生活接轨，正是旧体诗从新
文化运动以来直至延安时期所面临的
严峻问题。在经历了重重磨难之后，
经过自身的努力蜕变，旧体诗终于成
功闯出了困境，为自己在延安文艺的
诗坛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并随之展示
出了不俗的创作成绩。在延安文艺时
期，毛泽东、萧军、吕振羽、鲁克、魏传
统等都创作过数量不等的旧体诗词，
但笔者认为此期创作旧体诗的重镇在
怀安诗社，其标志性成果便是怀安诗。

怀安诗是怀安诗社的成员所创作
的诗歌作品，故要界定怀安诗这一诗
歌范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必须从
怀安诗社的成立开始说起。1941年 9
月 5日，怀安诗社成立于陕西延安。
当时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圣
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领导和指
挥抗日战争以及中国的革命战争，它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爱
国青年、进步人士等。对于怀安诗社
的成立过程以及诗社宗旨等基本情
况，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
《解放日报》有较为详细的报道。该报
1941年9月7日第2版“本市讯”称：

九月五日，林伯渠、谢觉哉、高自
立等同志，于交际处宴请延安民间诗
人墨客，到会者多为寿高六十或七十
岁以上之老人，如东市遗老吴汉章老
先生、席老先生、白老先生等十余人，
并请王明同志作陪。其中计有秀才五
人，拔贡一人。畅谈当年入场及清末
遗事甚欢。因当场多诗词之士，乃由
林老发起组织一诗社，本“老者安之，
少者怀之”之旨，定名怀安诗社，由法
院李木安同志主持诗坛，汇集佳作。
闻者多称之曰延水雅集。

怀安诗社之名来源于上文所提及
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是《论语·
公冶长》篇中孔子的话语，也是孔子作
为儒家代表人物所表达的一种政治理
想。孔子确切的原话是：“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意思是说，“老
人得安，朋友得到信任，年轻人得到关
怀”。这段话不仅充分体现出了孔子
宣扬的“仁政”思想，同时也很富有人
情味。对于“怀安”二字，林伯渠解释
为：“边区建设民主政治，要做到老者
能安，少者能怀，深寓策励之义。”1941
年 10月 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诗社
成员谢觉哉（署名焕南）的《从怀安诗
社谈起》一文。该文把“怀安”理解为

“敬老慈幼”，认为“老安少怀，是社会
的事业”，老人“应该得到社会上的尊
重”“小孩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小孩养
得好，有健壮的体力，教得好，有实际
的能力，这就是未来社会比现在社会
要好些的保证。所以保育小孩是上一
代人的神圣义务”。综上可见，当时作
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之所
以倡议成立怀安诗社，是很有深意
的。它不仅是为了创作诗歌、言志抒
怀，同时还体现出怀安诗人的人文精
神与政治担当、政治关怀。

1941年 9月 15日，重庆《新华日
报》第 1版——“本报七日延安电”以

“延安老人组社赋诗成立怀安诗社”为
题，对怀安诗社的成立也作了具体报
道。除了个别地方，该报道的主要内
容与《解放日报》基本一致。该报称：

九月五日，林伯渠、谢觉哉、高自
立等同志宴请延安民间老人。到会为
寿高六十至七十以上老人，如吴玉章
老先生、席老先生、白老先生等十余
人，并请王明同志作陪，且到有废清秀
才五人、拔贡一人，畅谈当年内考场及
清廷遗事甚欢，当场诗词之士乃由林
老发起组织一诗社，本“老者安之，少
者怀之”之旨，定名“怀安诗社”。由法
院李木安同志主持诗坛汇集佳作，闻
者多称为延安雅集。

如果说《解放日报》的读者群主要
集中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
那么作为社址在重庆的《新华日报》，
其读者群则主要集中在国统区，尤其
是以在重庆的工人阶级为主体。故
《新华日报》对怀安诗社成立所作的报
道，可以说是在《解放日报》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宣传了怀安诗社，把怀安诗
社从革命根据地推介到了国统区，大
大扩展了其知名度与影响力。稍后
（即 1941年 9月 28日），身在重庆进行
革命工作的董必武便作诗四首——
《闻延安成立“怀安诗社”，赋四绝句兼
呈吴徐谢林诸老、朱总司令、叶参谋
长》寄到延安参与诗社酬唱，便是怀安
诗社在国统区产生影响的明证。

怀安诗社成立以后，《解放日报》
曾开辟“怀安诗选”专栏刊登怀安诗人
的旧体诗词作品。如 1941年 10月 16
日，《解放日报》第 4版的《怀安诗选》
栏目就发表了林伯渠、谢觉哉、朱婴、
李木庵等的9首诗词作品；1942年2月
21日，《解放日报》第 4版《怀安诗选》
专栏又发表了续范亭、林伯渠、张曙
时、李木庵、李健侯等的 12首诗词。
据统计，《解放日报》共刊发旧体诗词
作品（包括非怀安诗在内）100多首。
《解放日报》对宣传怀安诗社，传播以
怀安诗为主体的旧体诗词作品、扩大
怀安诗社的社会影响力等均起到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本来，作为中共中央
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一般是不刊发
旧体诗词的。之所以能够开辟专栏发
表怀安诗人的旧体诗词作品，据说是

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如王敬等所
说，《解放日报》副刊一般不发表旧体
诗，其他版面也只是在重大纪念日或
特殊情况时才发表领导人或党外著名
人士的旧体诗。这是请示过毛主席
的。毛主席说旧体诗不好懂，容易束
缚思想，不提倡写旧体诗，但有些老人
不会写新诗，只会写旧诗，发表一些也
是可以的。可以说，怀安诗是《解放日
报》副刊上最早刊发的旧体诗词作
品。同时，这种做法也是得到了当时
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许可
的。故怀安诗在其艺术精神的本质上
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是一致的、不
相违背的，某些人认为旧体诗创作与
延安文艺的主流思潮矛盾的说法是错
误的，或者说是不确切的。

综上可知，怀安诗社是“中国无产
阶级革命文艺史上第一个古典诗歌的
诗社”“怀安诗社的诗篇是延安时期文
艺领域的一枝奇葩……它虽然是短小
的抒情诗形式，但并不妨碍它描绘整
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改天换
地的斗争”。怀安诗社与在江苏北部阜
宁县文化村成立的湖海诗社（1942年
11月，又名湖海艺文社）、在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成立的燕赵诗社（1943年 2
月）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的文艺
社团，它们呈三足鼎立之势。三个诗社
遥相呼应，为中国抗战文艺的发展作出
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三个诗社虽然
都以创作旧体诗为主，但是比较而言，
不管在运作时间、成员组成、诗论主张、
诗作数量以及作品的影响力上，湖海诗
社和燕赵诗社均无法与怀安诗社相
比。因此相对而言，怀安诗社更具有代
表性，在当时与以后的影响也更大。诚
如王敬所说，怀安诗社“是我党以诗会
友，通过文艺创作活动团结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联合爱国民主力量的成功尝
试”。怀安诗社“不仅团结了广大爱国
进步的仁人志士，而且繁荣了延安的诗
坛”。总之，笔者以为，比起湖海诗社与
燕赵诗社，怀安诗社更值得引起读者和
研究者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所
以能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辛又
出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在其一世
纪的苦难辉煌中能努力做到并始
终坚守“六有六无”。

一是有公益而无私利。“壁立
千仞，无欲则刚。”无产阶级政党除
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
益。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定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所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
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因
为毫无私利，中国共产党因而敢于
刀刃向内，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
的决心与勇气，推动实现彻底的自
我革命；正是因为毫无私利，中国
共产党因而能跳出旧式党派发展
自私封闭的小圈子，从 5000年古老
中国进化重生的角度推动实现彻
底的社会革命；正是因为毫无私
利，中国共产党因而能以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的气度胸襟，集众智，
用众力，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
四分五裂的局面；也正是因为毫无
私利，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由中
国共产党承担民族复兴的无上光
荣、无比艰巨的历史重任。

二是有挫折而无丧气。革命
理想越是美好远大，实现理想的过
程就越是艰辛曲折。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既有过凯歌猛进的光辉

岁月，也经受过如磐风雨的侵袭摧
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至
少遭受过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
是 1927 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
义，叛变革命，导致国共合作破裂，
大革命失败；第二次是 1934年，中
央领导者“左”倾冒险，指挥失措，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退
出中央所在地，被迫长征；第三次
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
中，急躁冒进，曲折前行，连续犯下

“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
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
东同志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
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
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
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是
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无论是面对
穷凶极恶的内外敌人，或是遭逢百
年难遇的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人
从没有丧失信心、丢失斗志，始终
心中有火，眼中有光。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不断尝试中寻找解决问题
的科学的方法，在不断总结中摸索
走出困境的正确的道路，在不断斗
争中增长革命、建设的本领，在不
懈进取中夺取最终的胜利。每一
次遭受挫折、陷入低谷之后，继而
到来的必是一场大转折、大觉醒、
大奋起。敢于否定自己，愈挫愈勇
是中国共产党难能可贵且特色鲜
明的精神品质。

三是有奋斗而无止境。 1949
年，在即将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
同志提出了“进京赶考”的论断。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
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卷人”。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
庄严宣告，“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抱有备考、
赶考、临考、应考的情绪与心理，如
履薄冰，如负重担；始终抱有“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与
境界，兢兢业业，奋斗不止；始终抱
有不学楚霸王，不当李自成，干不好
就要被开除球籍的自觉与清醒，自
查自警，自省自励。中国共产党深
深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
地位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
变的。中国共产党从不在已有的成
绩面前放慢前行的脚步，而是把过
往的成绩当作是新奋斗的起点与激
励自己战胜困难的底气，勇敢投身
于下一场奋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站起
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
的赶考之旅又踏上了新征程。

四是有坚守而无保守。“凡益
之道，与时偕行。”对于自己所信仰
的理论、行走的道路、建立的制度、
推崇的文化，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
抱有一种既坚定不移，又与时俱进
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自建党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
了自己的旗帜上，不畏风雨险阻，
始终高擎不变。另一方面，中国共

产党秉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的务实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中国化时
代化的道路，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
义行。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为什么在中国行？除了马克思主
义本身具有真理性、开放性、普适
性等诸多优点外，还在于中国化时
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于信奉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能以务实、
开放、不保守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
义，践行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
主义，使诞生于 170多年前的马克
思主义绽放出时代的光芒，使蕴藏
于马克思主义当中真理、道义的力
量在中国大地上得到最大程度的
释放。百年历程，光阴为证，马克
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国
共产党更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五是有爱护而无袒护。建党之
初，中国共产党只有 50多名党员，
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小的政治力量之
一。今时今日，中国共产党拥有
9600多万名党员，已经成长为世界
第一大执政党。无论是初始阶段，
还是逐步做大做强的今天，中国共
产党对于自己的党员从来都是知之
深、爱之重、责之切。革命战争年
代，毛泽东同志曾提出共产党员的
五条标准：一是政治观念没有错误
的（包括阶级觉悟）；二是忠实；三是

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是没有
发洋财的观念；五是不吃鸦片、不赌
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
出合格党员应具备“五种精神”：革
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
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
压倒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精
神、革命乐观主义和排除万难去争
取胜利精神。进入新时代，习近平
总书记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加强党
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
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
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
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习近平总
书记是把对党员同志的爱体现在对
党员的政治生命负责上，体现在用
党内法规纪律保护党员民主权力
上，体现在对困难党员悉心帮助上，
更体现在猛药去疴、重典治乱，拔

“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上。有
原则且坚持原则的爱，是党组织对
党员最大最真诚的爱。

六是有自信而无自大。中国
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创造了四个
伟大成就，实现了四次伟大飞跃，
具有五个方面重大历史意义，积累
了“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将优异
的成绩写在了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写在了 14亿多群众的心坎
里，写在了 5000年中华民族发展的
史册中。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
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
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
的。对于这种由内而外喷薄而出

的自信，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辩证
看待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拥
有强烈的自信心，坚信自己所推动
的中国社会变革不是国外发展道
路的再版、翻版，而是独具中国特
色的“创新版”，不仅能为中国人
民，也能为世界人民解决难题提供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知“谦受
益、满招损”的至臻道理，始终保持
谦逊谨慎、戒骄戒躁的基本态度，
始终以平等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人
民交流交往，吸收人类历史长河中
一切有益经验，借鉴外国政治文明
中一切有益成果，愿意在独立自
主、平等公正的基础上与各国、各
政党普遍交往，携手前行。中国既
不走一强就霸的老路，也绝不接受
别国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而是在
自信平和的心态中，在蹄疾步稳的
追梦征途上，不懈前行，永不止步。

有 公 益 而 无 私 利 ，讲 的 是
“本”；有挫折而无放弃，讲的是
“气”；有奋斗而无止境，讲的是
“势”；有坚持而无保守，讲的是
“道”；有爱护而无袒护，讲的是“与
内”；有自信而无自大，讲的是“与
外”。正是因为处理好了“本”“气”

“势”“道”“内”“外”之间的相互关
系，中国共产党才能获得昨日的辉
煌，进而夺取明天的胜利。

（作者胡捷系西北政法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方华系国防
科技大学副教授，杜柯柯系国防科
技大学讲师）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对于这种由内而外喷薄而出的自
信，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辩证看待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强烈的自信心，坚信自己所推动的中国社会变革不是国外发展道路的再版、翻版，而是独具中国
特色的“创新版”，不仅能为中国人民，也能为世界人民解决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知“谦受益、满招损”的至臻道理，始
终保持谦逊谨慎、戒骄戒躁的基本态度，始终以平等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交往，吸收人类历史长河中一切有益经验，借鉴外国政治文明中一切有益成果，愿
意在独立自主、平等公正的基础上与各国、各政党普遍交往，携手前行。中国既不走一强就霸的老路，也绝不接受别国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而是在自信平和的心
态中，在蹄疾步稳的追梦征途上，不懈前行，永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