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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古典诗词和散文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的瑰宝，是我国绵延数千年的古代文明的丰
厚积淀。中国人不能数典忘祖，忘了我们自
己文化的根。孔子说：“小子何莫学乎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
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下面
就从孔子的论语说起，谈谈古典诗词的艺术
功能和艺术特征，谈谈如何提高欣赏和阅读
古典诗词的兴趣和能力。

诗可以兴
兴的意思是振奋、兴盛、发扬。诗可以

兴，是说诗可以用来振奋人的精神，鼓励人
的志气，肯定人的积极性和抱负。
振奋忧国伤时的爱国精神

“诗言志”，传统诗人的人生志向，大的
方面讲，就是忧国忧民，拯救苍生，“以天下
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是一种敢为天下先并
治天下的担当精神。从屈原的《离骚》到鸦
片战争时爱国志士的诗文，大抵都抒发各种
积极的人生抱负。如屈原的：“乘骐骥以驰
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陆游：“僵卧
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
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
大作》）；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
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林则徐：“苟
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
登程口占示家人》）；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
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秋瑾：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
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诗
人们以忧国忧民为己任，慷慨激昂地表达了
平治天下的担当精神。爱国主义的情操，一
直绵延于中国古代诗词，成为一条重要的思
想脉络。
托物咏志，托事感怀

兴也含有比方的意思。“诗可以兴”的另
一个意思就是借某一事物，引发出作者的感
慨，抒发作者的抱负、志向。文学史上著名
的咏物诗，当数屈原的《橘颂》。作者表面上
歌颂橘树的“深固难徙”，留恋故土，实际上
表达了自己热爱故国的感情，尽管字面上一
字也没有提到自己。又如明于谦《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
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咏石灰是为
了写自己的抱负，石灰的清白象征着诗人自
身坚强的意志、高洁的品格。又如明末清初
乡贤李天植著有《梅花百吟》，含一百首咏梅
诗，写梅花的纯洁冷艳、含芳吐蕊、傲霜斗
雪、凌寒怒放的姿态、色泽。如：“淡淡疏疏
一种神，水边林下看愈真。已无蝶翅能怜
妆，不学桃花解笑人。”将桃比梅，突出梅花
不趋时附俗、清高孤傲的品格。表面上写
的是梅花，实际上句句暗示自己宁愿离城
山居，过极其清贫的生活，决不见任何清朝
官员，决不背叛故国的坚贞志气、爱国精
神。

诗可以观
诗可用以观察社会，观察百姓生活。这

方面最著名的是杜甫的“三吏”“三别”诗。

身处大唐帝国由盛而衰时的大诗人杜甫，目
睹安史之乱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深刻了解百
姓身处安史横行和唐王朝强行拉壮丁入伍、
田地荒芜，在夹缝中求生的痛苦。他积极关
心时政，反对叛乱。他的诗真实地描述了当
时的社会苦难，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又如乡贤张湘任（1785—1836），十分熟悉平
湖的风土人情，平湖的社会生活。他的《平
湖乐》一诗，几乎是平湖风情全景式的描
绘。诗中写到平湖不同季节的时鲜，平湖人
踏春赏景的动人情景，让每一个平湖人读过
后都感到异常亲切。

诗可用以观察自然景象，描绘万象毕具
的自然界，描绘人类赖以生存的山水田园。
至唐代大盛，王维就是唐代最杰出的山水田
园诗人。宋代，写山川、田园自然景象的诗，
会融合进探求宇宙机密、自然物理的思考。
如朱熹在《春日偶作》中写道：“闻道西园春
色深，急穿芒履去登临。千葩万蕊争红紫，
谁识乾坤造化心。”乡贤写有大量的山川田
园诗，在描绘自然景象方面最奇特的要数平
湖钱步曾（1779—1850）的《百廿虫吟》了，这
本诗集深入昆虫世界，描写了一百廿种昆虫
的生态和形象，表现出昆虫世界生生不息的
生命力。依靠这本书的引导，我们可以重睹
已消失的好几种昆虫。

诗可以群
群作合群解。诗可以群，是说通过写诗

切磋交流，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
结成亲密的友谊，形成诗人的群体。如魏末
晋初，司马氏掌权，实行残暴统治，又大力提
倡封建礼教，以图加强对文人的思想统治。
当时嵇康、阮籍等七位诗人，基于对司马氏
残暴统治的不满，和反对封建礼教的共同精
神追求，在诗词交往中，结成了亲密的友
谊。他们常在当时山阳县的竹林之下诗词
唱酬，因而被称为“竹林七贤”。他们同样追
求自然旷达，诗风也十分接近。他们彼此声
气相通，成功反抗司马氏残暴统治的精神力
量，在文学史上留下美好的名声。

又如近代乡贤陆维钊、胡士莹和嘉善的
徐震塄。少年时期，他们共同求学于嘉兴秀
洲二中。受名师指点，他们的诗词创作表现
出过人的才气，被誉为“嘉兴三才子”。以中
国诗词相结合的友谊，伴随三人毕生的生
命。他们曾两度同窗，又两度成为同事。在
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他们以诗代柬，互勉爱
国志气，互励担当精神。他们共同迎来了新
中国建立的春风，又互相关怀，度过了“四人
帮”暴虐精神统治的严寒。经过坎坷的磨
炼，他们的友谊老而弥笃。从少年三才子到
老年三学者，他们因诗词结成终身友谊，已
成为近代诗坛的佳话。

诗可以怨
怨指怨刺，即怀着怨恨，用诗作武器，讽

刺特定的对象。诗的讽刺，不同于一般的讽
刺。这种讽刺，因为附着于诗词的艺术形
象，借助于诗词的语言魅力，因而显得含蓄
蕴藉，耐人寻味，让读者感到是一种审美享
受。如晚唐杜牧《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
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
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人在如锦绣般艳丽
的山顶皇宫上，在山顶千门相继打开的巨大

声势中，让一匹马快速驰来，先声夺人，写得
很有气势，最后再点明骑者为送荔枝而来。
那么大的场面气派，只是为了满足杨贵妃的
口腹之欲，这就强烈地讽刺了杨贵妃生活的
奢侈浪费，无情地鞭挞了杨贵妃随意扰民的
自私心理。又如杜甫的《丽人行》，写杨贵妃
的两个姐姐春日出行于长安西江一带，她们
浓妆艳抹，陪伴众多。诗人愈是描写她们炫
富耀贵，卖弄姿色，读者就愈能感受到诗中
讽刺的锋芒和批判的力量。

意境美
王蒙说：“读唐诗的时候，我常常闻到松

竹和兰花的气味，读李商隐的时候，我听到
的是细雨纤纤，读宋词的时候，我听到了潺
潺的流水声和嗒嗒的马蹄，当然听到过苏轼
的惊涛拍岸。”（《闷与狂》）王蒙说的是唐诗
和宋词不同的意境美给予自己不同的审美
感受。

优秀的诗词总是意境幽深，耐人寻味，
清黄宗羲：“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
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
（《景妙诗集序》）景与意水乳交融般地融合
起来就是意境。意境常常超脱具体的有限
的物象、事体、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
间，让人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
理性的领悟、情感的感染。如李白《黄鹤楼
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
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天际流。”

在烟雾弥漫、繁花似锦的阳春三月，诗
人伫立长江边的黄鹤楼头，目送友人远下东
吴扬州繁华之地，只见碧水东流，天际浩渺，
朋友搭乘的航船远影只在碧空的尽头。全
诗意境开阔，突破时空的限制，空间没有尽
头，通向遥远的天边，时间上也没有尽头，两
人不知何时再能相遇。诗中的景物已不是
原来的面貌，而是附上了故友惜别伤离的感
情，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带有对故友再度
重逢的企盼，因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就
是本诗的意境的动人之处。

有的古诗并不重在抒情，而是重在说
理。钱钟书说：“理之在诗，如水中之盐，蜜
中之花，无痕有味。”（《谈艺录》）诗人在写景
咏物中，寄寓着某种哲理，揭示人类社会生
活中某种规律性的思想内涵。因而使诗显
示一种理趣的美。如苏轼《题西林壁》：“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人借人们身在山中，却无法看清山的
全貌和脉络的经历，寄寓着当局者迷，欲看
清事物真相，必须跳出主观视角的限制，站
在旁观者的立场才能看清事物真相全貌的
哲理。诗人寄寓在诗中的哲理，符合人们认
识事物的规律，因而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哲
理附丽于山的形象，这种说理也易于引起读
者的阅读趣味。

语言美
诗词的语言要求简洁生动，富有表现

力。特别要求选准动词和形容词，使诗词的
语言能状物写景，细致入微，摹影传神，生动
形象。不同的诗人常常会创造出自己熟悉

的语言风格，形成不同的个性特色。不同的
语言风格，互相比较对照，才会显得丰富多
彩、摇曳多姿。从大的方面看，唐诗和宋词
的语言风格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人论
唐诗、宋词区别云：“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
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感
情色彩较浓烈，宋词则较平淡。试作比较：
唐人写酒，“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诗）“醉
卧沙场君莫笑”（王翰诗）。宋人写酒：“我亦
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欧阳修诗）

“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杨万
里诗）唐人写愁：“白发三千丈。”（李白诗），
宋人写愁：“春回柳眼梅鬓里，愁在鞭丝帽影
间。”（陆游诗）上述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唐
诗、宋诗语言风格的差异。

同是唐诗，各大家的语言风格也异彩纷
呈，千姿百态。朱锡绶评论说：“唐人之诗多
类名花：少陵（杜甫）似春兰，幽芳独秀；摩诘
（王维）似秋菊，冷艳独高；青莲（李白）似绿
萼梅，仙风骀荡；玉豀（李商隐）似红萼梅，绮
思缏娟；韦（庄）、柳（宗元）似海红，古媚在
骨；沈（佺期）、宋（之问）似紫薇，矜贵有情；
昌黎（韩愈）似丹桂，天葩散落；香山（白居
易）似芙蕖，慧相清奇；冬郎（韩渥）似铁梗垂
丝；阆仙（贾岛）似檀心磬口；长吉（李贺）似
优钵昙，彩云拥护；飞卿（温庭筠）似曼陀罗，
琼月玲珑。”（《幽梦续影》）唐诗的语言风格，
确实如花一样，姹紫嫣红，花团锦簇，呈现出
诗的语言风格繁多的美。我们阅读和欣赏
古代诗词，就要善于把握不同诗人语言风格
的差异，领略不同语言风格的审美特点，欣
赏古诗的众妙毕备的语言美，提高自己诗词
欣赏水平。

抒情美
古典诗词有抒情的传统。诗人寄寓诗

的形象，附丽写景，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
这种情感的抒发，常赋予诗句以美感。一般
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与他人有相同之
处时，也会引起与自己遭遇相同的人的共
鸣，但并不能引起人的美感。诗人抒发的主
观感情，因为有诗人主体人格、情操的支撑，
有景物的烘托渲染，有事实的映衬，常常能
振动读者、听者的心弦，引起接受者强烈的
共鸣，使接受者感受到一种人格的美、心灵
的美，体验到一种崇高或悲壮的美感。
爱国志坚

历史上有无数的志士仁人，每当处于时
乱国危的关键时刻，常常振臂而呼，抒发感
人肺腑的爱国热情，呼唤同胞共赴国难，担
当起救国安民的责任。屈原歌颂为国牺牲
的壮士：“出不入兮往不反。”“终刚强兮不
可凌。”（《国殇》）陈子昂志在救国：“感时思
报国，拔剑起蒿莱。”（《拔剑起蒿莱》）王昌
龄讴歌效命沙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楼兰终不还。”（《从军行》）王翰讴歌为国捐
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凉州词》）李清照赞扬爱国志气：“生当为
人杰，死亦为鬼雄。”（《五绝》）于谦志在为
国建功：“离家自是寻常事，救国惭无尺寸
功。”（《春日客怀》）丘逢甲哀痛国土沦丧：

“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春
愁》）
母子情深

如孟郊有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游子吟》）慈母把对儿子
的爱恋，一针一线地密密缝在儿子身上衣
中，慈母的形象显得那么慈祥，对儿子的爱
无比深沉。此诗抓住一个镜头，却生动地表
现了母爱的伟大、母爱的温暖、母爱的朴实，
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朋友谊重

如杜甫《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
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
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李
白藐视权贵，浪漫豪放，得罪了不少位高权
重的官吏，以致李白尽管一度曾被唐玄宗召
见，但最后仍被放归山林。但杜甫却慧眼识
英雄，始终认为李白是自己诗歌知己。杜甫
极其佩服李白的诗才，不论何时何地，杜甫
都密切关注李白的动向，惦记着他的安危。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真诚友谊，虽经历时
局的动荡、社会的乱离和个人命运的颠沛起
伏的考验，却常葆青春而不衰，成为中国诗
歌史上一段佳话。

音乐美
传统诗词不同于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它的韵律产生的音乐美。传统诗词的句
数一般是固定的。每个诗句都运用声调平
仄相间产生的类如波浪起伏那样的节奏
感。郭沫若说：“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
也是它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有诗是没有
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传统诗词一
般用两个声调平仄相同的字组成一个节奏，
按平仄相间的原则组成句子。平声字念起
来比较平稳，仄声字则起伏明显，平仄相间
的节奏，造成抑扬起伏的节奏感，使人产生
如欣赏波浪形成的审美感受。传统诗词又
要求押韵，即在相对次序固定的句子末尾，
都用上相同的韵，里面包含着同一个元音。
元音是声带振动发出的音响，具有音乐之
美。诗词在相对固定次序的句末，出现相同
的元音，就给人回环复迭，一唱三叹的音乐
美感。如贺知章《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首句“碧玉”两个仄声字组成，以后两个
平声字，又两个仄声字。其他诗句按平仄相
间原则编排。高、绦、刀三个句末字押韵，押
的是豪韵，三字包含着相同的元音。

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语）。多读一些
优秀的古典诗词，可以怡养情操，涵育品性，
提高我们的人文素质。多读一些优秀的古
典诗词，并熟记背诵，可以成为我们的文化
基因。它可以帮助我们，用诗人的眼光观察
社会，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它还可以帮助
人们，更好认识精神、品性、人格的重要性，
从而更加注意道德修养，培养健全人格。它
还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处理精神财富和物质
财富的关系，学会诗意的安居、诗意的生
活。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丰富我们的语言表
达能力。当我们灵机一动，适当运用古诗词
名句的时候，就能使讲话精辟生动，引人兴
趣，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

■ 刘宗德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古典诗词的艺术功能
二、古典诗词的艺术特征

——谈古典诗词的阅读和欣赏

10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
现代历史的大幕，也为穿越世纪风云的青春
史诗写下序篇。100多年来，“爱国、进步、科
学、民主”的五四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并影响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青年不懈奋斗，
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会”上，帝国
主义列强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
权的3项提案，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及山
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5月初，“巴黎
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
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下
午 2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 10多所
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从四面八方
汇聚到了天安门。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
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
陆宗舆”等口号。游行的队伍由天安门出
发，南出中华门，经棋盘街向东转，朝东交民
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学生手持传单，沿途散
发，最后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通过
美国兵营后，为外国守卫队阻拦，不准再前
进通过。各校总代表临时急议，推举罗家
伦、张庭济（浙江平湖人，北大文本科英文门
三年级学生）等 4人为代表，进入美国公使
馆，求见公使芮恩施，因公使不在，他们留下
说帖而去。

当4位学生代表回到游行队伍中将情况
说明后，在烈日下已晒了两个多小时的学生
们无不悲愤地感到：“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
不许我通行。”遂一致决定将游行队伍改道

去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卖国贼曹汝
霖的家。下午 4时许，游行队伍呼声震天地
来到了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胡同。曹家大门
很快就被翻墙进去的学生打开，大家一拥而
入，但没有找到曹汝霖。约半小时后，曹宅
火起，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6
月 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旅法华侨
和留学生 1万多人于 28日凌晨包围了中国
使团寓所，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即扑杀，
并列出偿命名单。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
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平湖，县城和乍浦
两地学校师生及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走上
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
动。游行的师生们高喊“还我河山”“取消不
平等条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要
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
舆，并在县城和乍浦大王庙内设摊，陈列国
货，号召百姓买爱国布，抵制日货，市民纷纷
支援师生们的爱国行动。

5月中旬，知识青年朱轶凡、回乡学生
徐嘉亨等一批进步青年分别在衙前、乍浦
成立“救国十人团”。他们印发爱国传单，
发动罢课、罢市，宣传科学与民主，还利用
乡村酬神演剧的机会，去各处戏台讲演，号
召百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当
时，丁济美等在乍浦大王庙内演出《波兰亡
国恨》《朝鲜亡国惨史》等剧，每天 6场，共演
3天。

师生们的爱国热情，激起了平湖各界更

大规模的响应。5月 28日，平湖教育会、商
会、农会在乍浦联合召开抵制日货国民大
会，有 700 余人参加，会上有 25 人进行演
说。群众的爱国思想被激发，“五四”爱国
反帝运动打破了平湖思想沉闷的状况，涌
现出一批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青年知识
分子。

“五四”的火种点燃了平湖进步青年的
爱国救国情怀。平湖地处上海、嘉兴之间，
较早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一批青年知识分
子在平湖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革命，革
命的火炬已熊熊燃烧，各种进步报刊如雨后
春笋般地涌现。1919年9月24日，汤又新等
人创办《平湖日报》，宣传新思想；1921年 3
月，丁济美等创办《新平湖》，宣传先进思想，
成为国民党的秘密刊物，1925年6月《平湖
日报》转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最近
时局宣言》。1927年 3月 31日，《平湖日报》
刊出“打倒贪污官吏、土豪劣绅”“建立革命
的新平湖”“造成廉洁的县政府”的口号。《平
民日报》还登载《革命的意义》一文，指出：

“革命就是因压迫而起的一种反抗”，“革命
必以拥护农工为政策”。1919年至 1923年
间，以揭载时弊、宣传真理为宗旨的还有
《民声报》《晨钟报》及《平民周刊》等，各类
进步报刊的发行，为新思想在平湖的传播
作出了贡献。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并
一直影响和激励着进步青年们在探索革命
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为平湖的解放事业作
出了贡献。

1924年 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
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
策。3月，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国民党浙江临
时省党部在杭州成立，丁济美由宣中华、沈
定一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5月，临时省党
部指派丁济美到平湖，在小学教员中秘密宣
传革命思想，先后在城区、乍浦、新埭组建了
国民党区党部。

1924年 8月，国民党金山县党部常务委
员李一谔派顾红玫到平湖新仓当铺发展朱
轶凡为国民党员。在李一谔的影响下，朱轶
凡善于团结身边的年轻同事，积极宣传马克
思主义。他认真阅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ABC》，订阅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和
理论刊物《新青年》等，而且在衙前、新仓当
铺的青年人中广泛传阅。朱轶凡还在平湖
的《大同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以时评、短
评、小说和游戏文字等式样，号召青年肩负
起改造社会的使命。

当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
平湖群情激愤。6月 10日，平湖县城工人、
学生、店员分别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
声援上海工人罢工，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
行。新仓的朱轶凡和衙前的夏宜黄等人进
行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凶恶，号召大家奋
起斗争，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嘉兴栖凤
区移风乡（今曹桥乡）的邵品成学习上海平
民夜校的经验，在王家浜组织“农民协会”，
开办“平民夜校”，帮助农民读书识字，宣传
进步思想，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

绅。
1925年 12月 15日，以宣中华为首的中

共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海宁硖石东山
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
席会议”（即“东山会议”），丁济美代表平湖
临时县党部出席了会议，并旗帜鲜明地与国
民党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3
月 6日，国民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
州召开，丁济美被选为常务委员兼农民部
长。5月15日，丁济美与宣中华代表浙江省
党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
会。6月20日，丁济美在乍浦观海书院作广
东革命形势的专题演讲。

1926年 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影响
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1926
年秋，宣中华秘密抵达平湖，在淑英女校召
开会议，布置宣传工作。朱轶凡等人秘密串
联、策应，迎接北伐军的到来。1927年4月1
日，平湖学生联合出版了《庆祝特刊》，以庆
祝北伐取得的重大胜利。自北伐革命军抵
达后，平湖各行业工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先后建立了 21个行业工会，4月 17日，成立
了平湖县总工会，平湖的国民革命运动进入
高潮。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工人运动的结合，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研
究中国近代历史，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更
深刻影响和激励着平湖的进步青年在求真
求实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在平湖解放事业
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永载史册。

■ 季小英

“五四”火炬辉映平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