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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 ] 1005 - 1597（2022）01 - 0110 - 05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                             
最早应公开发表于《美洲华侨日报》

■ 宋泽滨

[ 摘 要 ]1941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2 日，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美洲华侨日报》上连载的《关于朱毛

的片断》一文，披露了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词全文，这应当是目前所见《六盘山》词在报刊上最早

公开发表的版本。这次发表，比《奔流新集之二·横眉》1941 年 12 月 5 日的刊发时间早了近 1 年，在毛

泽东《六盘山》词的传播史上有重要的版本学意义。

[ 关键词 ]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美洲华侨日报》；《关于朱毛的片断》

[ 中图分类号 ] A44                          [ 文献标识码 ] A

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以下简称

“《六盘山》词”），经他本人审定正式发表

于 1957 年 1 月的《诗刊》，此前曾多次非正式

地在多种报刊上发表。至于其最早公开发表于

何时何处，学界多认为是 1941 年 12 月 5 日《奔

流新集之二·横眉》。［1］

然而，近年有学者发现，早在 1941 年 2 月

胡适就在日记中抄录、粘贴了《美洲华侨日报》

上刊登的《六盘山》词。为了弄清楚当年《美

洲华侨日报》是否真的刊登《六盘山》词，以

及刊登的具体情况，笔者几经周折，终于在中

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查到当年的《美洲华侨日报》，

找到了披露《六盘山》词的《关于朱毛的片断》

一文。80 多年前所刊毛泽东《六盘山》词，终

于展露在我们面前。这应当是目前所见毛泽东

《六盘山》词在报刊上最早发表的版本。

一、《关于朱毛的片断》一文内容

《美洲华侨日报》披露毛泽东《六盘山》

词的文章，标题为《关于朱毛的片断》，署名

［1］参见陈安吉：《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中央文献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6 页；梁处洁、董

正春：《毛泽东诗词研究史稿》下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 页。　

“叶林”，全文约 3000 字，分五次刊登在 1941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2 日“人物介绍”专栏上，

披 露《 六 盘 山》 词 的 就 是 1 月 31 日 的 专 栏。

《关于朱毛的片断》一文没有小标题，开头部

分，作者谈到自己在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见

面很多”，写下一些印象中的“轶文琐事”，

希望“对于我们后辈青年，不无闻歌起舞的作

用吧”［2］。接着，介绍了毛泽东的基本情况，

包括毛泽东两次讲辩证法和毛泽东诗词。作者

指出：“一九三九年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上，有

他的两首佳作”［3］。这两首诗词在文章中都没

有标题，但是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其中一首是《七

律·长征》，另一首就是《六盘山》词。接下来，

文章又介绍了朱德的简要事迹和他创作的三首

诗。最后，文章对毛泽东和朱德的特点作了分析：

“如果说毛泽东先生讲军事战略讲得更好的话，

而朱德的辩证法，也讲得十分生动，仅就这一

去处，我们已可看出他们的修养深博，他们把

军事政治的理论，联结起来成为自己所掌握的

［2］叶林：《关于朱毛的片断》，《美洲华侨日报》

1941 年 1 月 29 日。　

［3］叶林：《关于朱毛的片断》，《美洲华侨日报》

1941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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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1］

《关于朱毛的片断》一文披露的《六盘山》

词，上下两阙分自然段排，内容如下：“天高

云淡，望渐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

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

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文章作者还注明

这首词“系长征中所作”。［2］

将这首《六盘山》词与毛泽东本人 1957 年

发表在《诗刊》上的定本进行比较，其结果如下：

一是文字排版格式，分上下两阙，与定本一致。

文中没有标注题目和词牌，很可能与该文作者

看到的是毛泽东手迹有关，而毛泽东存世的多

幅诗词手迹中，不少都没有署题目和词牌名。

二是“望渐南飞雁”句，“渐”字应是“断”

字之误，可能是排版错误或文章作者误用，笔

者观摩多幅毛泽东手迹，揣测也可能是误将毛

泽东手书中的“断”字认作“渐”字了。三是“屈

指行程二万”句，与定本同。有些版本把“二万”

记为“两万”，可能是在传抄中被口语化、方

言化了。四是“红旗漫卷西风”句。“红旗”

与定本同，可知 1939 年毛泽东就有了这种用法，

类似意思的词语，毛泽东还用过“旄头”“旌

旗”等。五是“何时缚住苍龙”一句，与定本同。

［1］叶林：《关于朱毛的片断》，《美洲华侨日报》

1941 年 2 月 1 日。　

［2］叶林：《关于朱毛的片断》，《美洲华侨日报》

1941 年 1 月 31 日。　

毛泽东曾有“他年缚住苍龙”“何时缚取苍龙”

等不同手书稿本传世，该词很可能经历过多次

修改；从字词的意义相近方面来说，亦或诗人

在手书时率性而为。

《关于朱毛的片断》一文披露的《六盘山》

词，在毛泽东诗词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版本学

意义。

二、《美洲华侨日报》相关情况

毛泽东诗词为什么会在《美洲华侨日报》

这样一个媒体上出现，《美洲华侨日报》到底

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呢？这是需要我们搞清楚

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海外华侨工

作和宣传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派

出得力人员到国外发动团结华侨，帮助华侨建

立自己的组织，维护自身利益，同时配合、支

持党在国内的各项斗争。

1933 年，进步华侨组织纽约华侨衣馆联合

会（简称“衣联会”）建立。衣联会在团结华侨、

维护华侨利益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全

面抗战爆发后，又积极组织美国华侨捐款捐物，

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1938 年 2 月，衣联会用

华侨所捐款项购买了 4 辆救护车、大批医疗设

备和药品运回国内，其中两辆救护车专门送到

了延安，救护车上印有“献给第八路军、忠勇

守土将士”大字，落款为“美国纽约华侨衣馆

联合会赠”。据斯诺记载，在延安和毛泽东处

来源：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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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过这些车辆。［1］收到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后，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驻粤港代表廖承志，于

1940 年 9 月致信衣联会表示感谢：“夙仰诸先生，

华侨表率、爱护祖国，素具热诚。尚希南针时赐，

俾得遵循有赖，共求民族解放伟业之彻底完成。

此则不仅敝军之幸，抑亦国家民族之利也！谨

此布达。伫候明教，临颖不胜，迫切企盼之至。

并致民族解放敬礼！”［2］此信表达的同胞之情，

情真意切，热诚之心，溢于言表，以至于时任

衣联会干事的唐明照，在 45 年后对叶剑英当年

的回信还记忆深刻。［3］

《美洲华侨日报》以衣联会股东募集股份

方式出版，创刊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三周年纪

念日，即 1940 年 7 月 7 日。唐明照任《美洲华

侨日报》首任社长。该报一创刊，就态度鲜明

地支持中国抗战，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摩擦破坏，

被后人誉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号角”［4］。

《美洲华侨日报》是当时与我党关系比较密切，

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海外力量，负责人及

主要编辑人员都是中共党员。报社同人经常以

“星期五座谈会”的形式，研究时事和有关编

辑事宜，参加者包括报社内外的中共党员，有

唐明照、徐鸣、杨刚、赖亚力、陈翰笙、龚普生、

薛葆鼎、浦寿昌等。这个以报纸为中心的党的

机构，后来被周恩来称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

小组”。［5］

《美洲华侨日报》刊发的重要消息，大量

来自中共主办的新闻机构。1940 年 9 月 27 日，

在香港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并负责海外工作的廖

［1］斯诺：《为亚洲而战》，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233 页。　

［2］ 参见张晶：《提出“救国自救”口号的纽约华侨衣

馆联合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网站。　

［3］ 参见唐明照：《旅美华侨抗日事迹点滴》，《世界

知识》1985 年第 18 期。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研究中心：《中国共产党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人民日报》2015

年 7 月 7 日。　

［5］ 参见徐庆来：《徐永煐纪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0 页。傅琳：《留美科协成立始末》，

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 50 年论文集》，海

天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3 页。　

承志致信周恩来说：我们在香港直接发行油印

的《华侨通讯》寄发各地报馆，纽约《美洲华

侨日报》“站在统一战线立场，赞扬我们党的

意见”［6］。主持过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

工作的陆诒回忆说：“海外华侨报刊和国内各

地报刊大量采用‘国新社’的通讯和专稿”，

他特别提到，“《美洲华侨日报》是我们的基

本订户，尽量采用稿件并同我们经常联系”。［7］

毛泽东为《美洲华侨日报》和衣联会的侨

胞多次题词，并有复信存世。1940 年 7 月报纸

创刊时，毛泽东为报纸和衣联会分别题词：“起

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巩

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50 年 7 月报纸

创刊 10 周年时，毛泽东又欣然为其题词：“为

保卫祖国、拥护世界和平而奋斗”。［8］为一张

海外华侨报纸及它背后的华侨团体多次题词，

这在毛泽东的题词中恐并不多见，可见这个华

侨团体和这张报纸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周恩来对华侨工作和海外宣传工作特别重

视，曾派中共党员冀朝鼎赴美工作。冀朝鼎在

美期间多次走近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向他

宣传共产党军队的优点。［9］而冀朝鼎的父亲冀

贡泉就是《美洲华侨日报》创刊时期的总编辑。

周恩来还指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创办《华侨通

讯》和《华商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

国新社并在内地及香港建立分社，通过这些新

闻机构向包括《美洲华侨日报》在内的华侨报

刊和其他国外报刊供稿，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6］《廖承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72 页。　

［7］ 陆诒：《我所了解的国新社》，广西日报新闻研究

室：《国际新闻社回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54、56 页。　

［8］李铁民：《毛泽东给华侨的四幅题词》，李新芝、

张玉珍编著《毛泽东题词题字珍闻》，台海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7 页。在 2021 年 10 月 21 日开展的中国华

侨历史博物馆“纸上风云五十年——《美洲华侨日报》

（1940-1989）特展”上，展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9

年收到《华侨日报》珍藏的毛泽东手稿原件 3 件、影印

件 1 件后的回函。　

［9］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 7 册，安徽教

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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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订与探讨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最早应公开发表于《美洲华侨日报》

传递到世界各地。

董 必 武 对《 美 洲 华 侨 日 报》 关 怀 有 加。

1945 年，他代表我们党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

联合国成立大会，身负为党“争取外国朋友，

提高我党的国际地位”重任。［1］会后，董必武

专门到纽约看望华侨。在《美洲华侨日报》机

构看望办报同志时，他对办报方针等提出明确

要求：“报纸要有原则性，要反映广大华侨群

众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迫切要求，要为他们

说话。侨报虽不是党报，但凡是代表群众说话

的报纸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报纸，顺境和逆境随

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2］ 董必武“代

表 中 国 共 产 党 以 一 万 美 元 捐 助《 美 洲 华 侨 日

报》”［3］。直到晚年，董必武仍念念不忘《美

洲华侨日报》及编辑人员，在 1968 年写下的《挽

徐永煐同志》诗中还有“侨报赖维持”［4］一语。

三、《六盘山》词发表的背景分析

1941 年 1 月初，皖南事变发生。消息传到

国外后，《美洲华侨日报》与美国侨领司徒美

堂主办的《纽约公报》等 10 家华侨报刊联合发

表宣言，揭露事实真相，强烈抗议蒋介石破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表达了广大华侨要

求团结抗日的心声。1941 年 1 月 20 日，《美洲

华侨日报》发表《加紧呼吁团结》社论指出：“劝

摩擦者悬崖勒马，而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前提，

勿再演煮豆燃箕的故事，以自趋于灭亡，至沦

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为日寇汉奸之牛马。”号

召侨胞：“万不能坐视祖国之四分五裂，应全

体奋起，响应老革命洪门堂齐电的义声，一致

呼吁团结，反对分裂！”［5］1941 年 1 月 28 日，《美

洲华侨日报》刊登海外华侨的《通电蒋毛呼吁

［1］《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4 页。　

［2］ 唐明照：《董老在美国》，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编《忆

董老》第 2 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 页。　

［3］ 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湖北人民出版

社 1985 年版，第 201 页。　

［4］《董必武年谱》，第 542 页。　

［5］《加紧呼吁团结》，《美洲华侨日报》1941 年 1 月

20 日。　

团结御侮》。［6］1941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2 日，

《美洲华侨日报》刊发《关于朱毛的片断》一文。

《关于朱毛的片断》一文披露的《六盘山》

词，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豪

迈气概，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

队不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

何严峻，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

百折不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和

战略自信，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对于揭露国民

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以

抗日大局为重，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

反击的方针政策，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四、《六盘山》词的早期传播考察

《美洲华侨日报》1941 年 1 月刊登毛泽东

《六盘山》词，应当是目前见到的在报刊上最

早公开发表的版本，但并不是该词的首次传播。

在《美洲华侨日报》刊发前，毛泽东《六

盘山》词就得到了广泛传播。如 1938 年 11 月，

毛泽东在延安手书《六盘山》词赠予到访的民

主人士李公朴和夫人，有手迹存世，但到 1983

年才公开发表在《李公朴纪念文集》上。［7］又

如，1939 年 5 月 4 日，在延安一次青年展览会上，

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萧三看到过该词。［8］还如，

1939 年 9 月，作家老舍率全国文协慰劳总会北

路慰劳团至延安，也曾看到过毛泽东《六盘山》

词［9］，等等。不过这几个记载都只是留下了回

忆文字，并未有毛泽东手迹或印刷品传世。

毛泽东《六盘山》词还以歌曲形式得到了

传播。据延安时期任鲁迅艺术学院作曲系主任

的李兴文回忆：“1939 年抗大成立三周年时展

览会中发表了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

路由从石丁同志处抄来《七律·长征》，用作

［6］ 参见《通电蒋毛呼吁团结御侮》，《美洲华侨日报》

1941 年 1 月 28 日。　

［7］参见方仲伯：《李公朴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

社 1983 年版，插页。　

［8］参见王政明：《萧三传记》，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76 页。　

［9］ 参见朗云、苏雷：《老舍传：沉重的谢幕》，北岳

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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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曲练习。《清平乐·六盘山》的谱曲，

1939 年 8 月在由延安赴晋察冀边区的路上交给

向隅同志修改，再经吕骥同志修改后，由华北

联合大学文艺部于 9 月 1 日国际青年节时油印

发表，又普遍在行军途中教唱，后来在华北部

分地区流行。路由同志算得上为毛主席诗词谱

曲最早的曲作者之一。”［1］在音乐家人物小传

《羊路由》中，同样提及：“1939 年‘抗大’

成立三周年纪念展览中，他为毛泽东主席诗词

的雄伟气魄所感染，在由延安赴晋察冀边区的

行军途中，尝试着为《六盘山》谱曲，该曲后

请向隅、吕骥修改，在行军途中传唱。同年 9

月 1 日，为纪念国际青年节，该歌曲由华北联

合大学文艺部油印发行，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

继后，他又为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长征》谱

曲。”［2］2016 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为《清

［1］李兴文：《教我们怎能不怀念他——纪念〈讲话〉

怀念路由》，《音乐探索》2002 年第 3 期。　

［2］ 冯光钰：《羊路由》，任一民主编《四川近现代人

物传》第 3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5 页。　

平乐·六盘山》歌曲的解释说：“歌曲由华北

联合大学文艺部 1939 年 9 月 1 日国际青年节时

油印发表。”［3］这些内容不仅勾勒出了《六盘山》

词的谱曲过程，也证实了叶林《关于朱毛的片断》

文中所说，毛泽东的那首词，是从抗大三周年

纪念展览上得到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六盘山》词 1941 年 1

月在《美洲华侨日报》上的这一次发表，是目

前见到的在报刊上最早公开发表的版本。这次

发表，比《奔流新集之二·横眉》1941 年 12 月

5 日的刊发时间早了近 1 年，在毛泽东《六盘山》

词的传播史上有独特的地位。

〔作者宋泽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

院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2206〕

（责任编辑：茅文婷）

［3］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1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