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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华东腹地，中原门户，襟江带

淮，山川秀美；六安，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民风淳朴，英才辈出。在六安这片浩
瀚的历史星空上，朱蕴山老先生就是近
现代史上那颗熠熠闪耀的星。

“朱蕴老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
不断进步的一生”(杨静仁语)。从1906
年开始，他投身反清运动，经历了辛亥
革命、反北洋军阀斗争、五四运动、第一
次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与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参加了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朱蕴老是民主革命的先
驱、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
强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也是六安这块红
色土地上走出去的革命前辈！

朱蕴老1887年出生于六安嵩寮崖，
六岁入私塾，饱读诗书。加之父亲的影
响，从小就有报国建功的志向。其光辉
的一生，无论是在四处奔波的工作中，
还是身处危难的日子里，他都坚持“诗
言志”，把自己的所思所悟用诗词记录
下来，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朱蕴老的诗词现在保存下来的有
300多首，每一首都十分珍贵。读他的
诗词，我们就大体上了解了他一生的奋
斗历程，一个革命者、爱国者的形象是
那么的丰满和鲜活，一个经历了旧中国
和新中国的世纪老人仿佛就在眼前。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正是对朱蕴老
诗词的最好评价。

诗词是朱蕴老人生的写
照，见证老人的革命历程和革
命精神

《纪念徐锡麟老师》“苌弘一去两千
年，碧血常留天地间；公舍私恩殉公义，
杀身应比古贤坚。”这首诗是朱蕴老诗
集的首篇，是为纪念反清志士、光复会
骨干、安庆巡警学堂老师徐锡麟而写。
徐锡麟因谋划起义反清、刺杀安徽巡抚
恩铭，不幸被捕。朱蕴老当时年方20岁，
因是徐的学生并经其介绍加入光复会，
也被捕并押赴刑场陪斩。此诗虽短，但内
涵丰富，寓意深远。朱蕴老引用了孔子老
师、周景王周敬王忠臣苌弘典故，歌颂了
徐锡麟义士舍身取义、丹心碧血、视死如
归的革命精神，与古代圣贤相比，有过之
而无不及，表达了对老师徐锡麟的崇敬
之情，更彰显了自己的斗争意志和不屈
不挠的精神。四句起承转合一气呵成，首
尾呼应，掷地有声。从此，朱蕴老就走上
了反清反北洋军阀、追随孙中山先生的
革命道路。

《新感事·示别石安并寄希平仲甫诸
友》七首七绝，是朱蕴老1913年赴京会
友，居住月余，临行写给朱石安(六安人，
朱蕴老宗侄)和刘希平、陈独秀的诗。在
京期间，朱蕴老目睹了北洋政府官场腐
败和颓废丑态。“选妓徵歌妙不穷，大胡
同后小胡同。马车过处香如海，代表风流
恰箇中。”七首诗用赋笔手法写实，从不
同角度深刻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腐朽没

落。
那么，《古风十四章》则是在日本向

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朱蕴老与好
友密商回皖推动反袁运动时所写。沉郁
顿挫，追古抚今，凸显魏晋风骨。“忽忽年
三十，反泣世路歧。去者日已远，来者犹
可追。努力益自爱，大道终有时。”面对纷
繁复杂、艰难困苦的时局，三十岁的朱蕴
老表现出了忧国忧民、时不我待、奋起抗
争的情怀和斗志。

1916年朱蕴老和沈子修(霍山人，同
盟会会员)等密谋在安庆起义反袁，事泄
被捕。这是朱蕴老二次入狱。《安庆狱中
杂感四首》、《白日放歌》等诗作就是此间
心情写照。“未识地狱乐，焉知尘世烦。一
身无长物，俯仰我何言。”“男儿生无所成
不如死，利害区区何足齿。”“我将至刚至
大之气充塞宇宙间，看尔狐鼠豺狼纵横
何时已。”诗中表现出铮铮铁骨、视死如
归的英雄气概。这些诗篇非大苦大难者
不可作，非真正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不可
作，是近现代中国仁人志士殊死斗争、救
亡图存的真实写照，惊天地泣鬼神！

《舒城道中闻雁》、《访老友桂月峰》
两首写1918年春回六安，创建六安第三
甲种农校，培养革命青年，播撒革命火
种。“愿尔归去莫徘徊，荆榛满眼蔽尘埃。
秋风有信吹红蓼，相期同见青天杳。”“家

贫心苦能常乐，道梗时危岂畏难。皖水淮
山荆棘满，与君长此种芝兰。”面对危难
的时局和迷茫的前途，不畏缩不消沉，从
基础做起，创办学校，传播革命思想，培
养革命火种，等待时机有所成就。六安三
农招收六安、霍山、英山等地青年，对他
们进行新文化、新思想教育，学校成为皖
西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阵地。
王明、许继慎、桂月峰等共产党人，都是
在“三农”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走上
革命道路，后来成为皖西革命根据地创
建的骨干。

1927年7月底，朱蕴老和吴玉章赶到
南昌，参加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的“八
一”南昌起义。起义后朱蕴老回到上海，

见到王若飞，此时陈独秀已被解职，革命
处于艰难时期。《岁暮》一诗就是此时所
作。“雪满关河雁叫哀，丝丝热泪洒寒灰。
愿将第二洪荒水，一洗人间避债台。”蒋
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向共产党人举
起了屠刀，陈独秀右倾妥协政策几乎葬
送了革命成果。此时朱蕴老内心苦闷，举
步维艰。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朱蕴老北上
天津，担任华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与方
振武、吉鸿昌、马占山联合，推动抗日反
蒋活动。《病中有感》、《甲戌元旦》等诗作
抒发了此时的心情。“杂树生花乱莺飞，
铁骑东来蔓草肥。正是江南春暮日，落红
满地我安归？”“笳鼓喧喧腊鼓添，灯花如
海古城边。天寒岁暮归犹未，过了新年又
旧年。”春来冬去，岁月如梭，事业艰难，

诗意隐含。
《中元节夜游太平中山公园》五言长

诗，古风五十句，节奏明快，慷慨激烈，痛
斥内耗，唤醒愚昧，鼓舞斗志。这首诗写
于1936年抗战紧要关头。朱蕴老受毛泽
东、周恩来委托，四上太原，与阎锡山谈
判联共抗日问题。这是第二次去时所作。

“晋西与绥东，今年战事烈。箕豆竟相煎，
问谁遗之孽。……为谁而战争，此理很难
说。……惟有岁寒松，高标独清洁。举起
抗日旗，誓扫倭虏穴。”劝戒阎锡山停止
内战，联共抗日，一致对外。

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朱
蕴老在南京中共办事处会见董必武、叶
剑英。董叶赞成朱蕴老回安徽家乡，从事
发动抗日的工作。当时李宗仁为第五战
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朱蕴老向李
宗仁建议，在五战区成立民众总动员委
员会，李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兼任主任，朱
蕴老为总务部长。安徽上层人士和各地
青年积极分子，包括共产党员、青年团
员，一时云集大别山，在动委会组织下，
开展民众抗日运动。《还家口号》、《九公
展望志感》、《卧病天堂湾杂感》、《去光山
道上》等诗作记录了这段时间的斗争历
程。“五十还家不算迟，雪深如海过年时，
梅花犹抱当年约，忽向山窗红几枝。”抒
发了回家乡与乡亲们团结抗日的信心和

决心。“四郊多垒几人豪，独对西风感二
毛。检点征衫余涕泪，高歌青眼望同胞。”
卧病深山之中，面对日寇攻城掠地，许多
人纷纷避走湘西，朱蕴老很是惆怅。

离开大别山后，朱蕴老按周恩来、董
必武指派，先后到成都、贵阳、桂林和长
沙，往返穿梭，协调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
士，联合抗日，反对蒋介石限共反共阴
谋，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去渝途中得句》、《皖南事变有
感》、《宿綦江》、《途中杂感》、《奉酬何香
凝》、《登岳麓山志感》、《湘桂道上》等诗
作，记录了朱蕴老北上南下、辛劳奔波、
致力抗日的风雨岁月。“红了霜枫白了
芦，几人江上忆莼鲈。秋风秋雨巴陵道，

啼笑非非梦已枯。”年年岁岁，春花秋月，
山河破碎，故乡安在？强烈的家国情怀跃
然纸上。“燃箕煮豆果何堪，劫火消来骨
已寒。今古茫茫同一慨，更余幽愤问江
南。”蒋介石向新四军挥起屠刀，骨肉相
残，人神共愤！

“南天一姥话沧桑，劫后重逢血未
凉。十七年来无限恨，落红如雨对斜阳。”
朱蕴老1942年12月到桂林，见到了何香
凝老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重逢，纵谈
往事，义愤塞胸。这首诗声声是泪，字字
泣血！

《告别渝都》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6
月所作，当时朱蕴老已离开重庆南下，他
看到蒋介石必然发动内战，投靠美帝。坚
信中国的前途只有共产党领导才有出路，
美蒋必败，中共必胜，这是历史潮流。“巴
水倒流不肯住，年年江山问残棋。而今一
去巫山远，犹在荒唐入梦时。”指出蒋介石
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是黄粱一梦。

1947年秋，朱蕴老在香港和李济深、
何香凝等筹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简称民革)。约请柳亚子先生到港商
量。因柳亚子有不同意见，朱蕴老作诗劝
之。“霸业萧条问粤南，廖朱而后感才难。
何须争取中山钵，变作红旗一样看。”表
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孙中山先生
的建国理想会更好实现。现在大家要顾
全大局，团结一心，民主建国。

《纪念双十节》写于1948年10月，五
言四十句，历数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
的种种罪行。“老弱填沟壑，丁壮走一空，
青年多惨害，残杀到工农。”“民主成骗
局，独裁呈淫风。”“明年双十节，革命定
成功。”朱蕴老对人民解放战争充满信
心。

1948年12月，朱蕴老和李济深等十
九人，从香港乘海轮秘密抵达东北解放
区，参加筹备新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
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赴东北解放区舟
中杂写》七首诗，记录了从香港出发，经
台湾海峡、过舟山群岛和渤海，到达大连
的过程和喜悦心情。“漫道蛟龙出海迟，
为云为雨此心期。书生爱国将军老，都在
同舟共济时。”“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
土话翩翩。狼烟净扫疮痍复，回首分明两
地天。”解放区的景象深深感染了朱蕴
老，欣喜欢快的诗句流淌笔端。

1949年5月，杭州解放第三天，朱蕴
老到访杭州，登六和塔游钱塘江。故地重
游，回想起二十年前偕亡妻周佩隐养病
西湖大佛寺。而今物是人非，蒋帮已倒，
新中国建立在即，历史使命完成，流亡生
活结束，感慨万千。《登钱塘江六和塔》

“月轮山下影婆娑，再到钱塘访六和。一
塔至今成砥柱，千年不废此江河。”江山
千古在，谁个领风流！
建国后，朱蕴老一直担任国家领导

职务。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和民革中央副主席、主席等重要职
务，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始终同中共中央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因工作需要，朱蕴
老建国后考察走访了全国许多地方，每
到一处在工作之余，都吟诗抒怀，留下许
多宝贵的诗篇。《从合肥去六安途中》作
于1952年春，这是解放后第一次
回到合肥，回到家乡。沿途农村
从互助组开始筹建合作社，遍地
红旗招展，一派兴旺气象。“河山
信美今逾昔，劳动人民力胜天。
行过六庐三百里，红旗处处插秧
田。”人民当家作主，江山处处生
机，诗意盎然。

《游黄山杂咏》、《再游黄山
杂诗》、《游黄山光明顶杂写》等
诗篇，朱蕴老浓情重墨，描写了
黄山的美妙景观，抒发了对家乡
大好山河的热爱。“主人忽叩门，
告我黄梁熟。起来快起来，有酒
万事足。”“上山复下山，新月已
初上。归濯朱砂泉，尘襟大涤
荡。”两首仄韵诗情趣诙谐，表达
了诗翁闲情雅兴，徜徉山水的欢
娱心情。

《过长江大桥》是一首律工
韵雅的七律，写于1958年夏，朱
蕴老去南方视察，途经武汉，适

逢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目睹国家经
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朱蕴老诗兴大发。

“洪水而今都让路，高山从此尽低头。江
流已改汉阳渡，风景何须鹦鹉洲。”诗情
画意，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豪情万丈！

《参观新安江》、《访问鄂温克自治旗
锡尼河西公社》、《泮溪饮茶归寓写诗一
首》等诗作，写于1961年到1963年，诗中
描写祖国的大美山川，歌颂各族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
和成就。

《国庆十五周年献词》写于1964年
国庆期间，五言十六句，歌颂建国十五周
年的伟大成就。“万年开大业，自力庆更
生。”国家走上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

康庄大道。
《无题》写于1974年，“四人帮”祸国

殃民，不得人心。“愿将腰下剑，斩尽此妖
娆。”表达了诗翁的愤恨。

《欢庆四届人大胜利召开》“中山遗
教早完成，祖国山河日日新”，“四个现代
化”目标的描绘，鼓舞人心，激扬诗句。

1978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政协两
会胜利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
的一次重要会议。朱蕴老目睹国家政治
生活走上正轨，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由衷
高兴。《贺五届人大、政协闭幕》一首优美
激昂的诗作，抒发了诗翁内心的感受。

“人民台上喜洋洋，风雨鸡鸣会八方。不
是四人帮粉碎，哪能万众吐光芒。”质朴
的诗句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夜半放歌》、《早起》、《自叙诗》三首
长诗，写于1972年、1974年和1975年，是
朱蕴老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回顾，表达
了革命老人一生爱国为民，追求真理，向
往光明，坦荡无私，斗争奉献的高尚情操
和怀抱。“落花流水成过去，大是大非朗
若星。”“唯我年近九，雄心仍未退。”“和
而不流，清而不浊。钢铁心肠，平凡面
目。”“今年已九十矣，对于革命不敢言
功，幸无大过。”这些诗句和补注，既是朱
蕴老人生的火花，更是家国情怀的凝结，
弥足珍贵！

诗词是朱蕴老赤子情怀的
写照，见证老人爱党爱国爱人
民的忠贞

乌兰夫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朱蕴山
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指出，“我们悼念
朱蕴山同志，要学习他追求真理，爱憎分
明，立场坚定，不计个人得失的节操和品
德。”朱蕴老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共产
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赤子情怀
融入在他的诗篇中，永远熠熠生辉。
朱蕴老拥护中国共产党，终生不渝。

《船中逢老友李锡九》、《病重有感》写于
1933年和1934年。朱蕴老先后往返内地
和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商谈，推动十
九路军与瑞金红军联合抗日，未能如愿。

“海水汹汹卷舵楼，最难风雨客同舟。”
“铁错铸成嗟已晚，金瓯缺后补应难。”表
达了对工作挫折的失望。

《喜闻红军胜利到陕北》是1936年
元旦所作。序曰：红军经过十一个省区，
行程二万五千里，从赣南胜利到达陕北
革命根据地，得此消息，无限欣喜。“朝暾
一出火熊熊，三五欃枪没落中。天与老夫
缘不浅，东窗日日早来红。”看到了光明
和希望，朱蕴老对中共的感情出自肺腑，
日月可鉴！

抗日战争时期，朱蕴老多次会见周
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商讨联合抗日大
计，并受中共中央委托，北上南下，做协
调疏通劝诫工作，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
线政策。《会见恩来必武伯渠有感》、《偕
左岫泉同志游隆中》、《皖南事变有感》、

《挽老友龚振洲联》等诗联，都记录了朱
蕴老对党的忠诚和拥护。
解放战争时期，朱蕴老许多诗词记

载了他反蒋拥共的事迹。
《告别渝都》、《柬呈亚子并平山》、

《纪念双十节》、《赴东北解放区舟中杂
写》、《谒中山陵墓》等，把中国的希望寄
托在中共身上，而且身体力行，联合各方
力量反蒋拥共。“元凶已去群魔散，血债
难忘故鬼知。重过紫金山下路，欣看满地
变红旗。”对推翻国民党反对统治，建立
人民江山，无比欢欣鼓舞。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朱蕴老
始终同党同心同德，以自己的人格魅力
和德高望重的影响力，团结各方力量，致
力于国家建设。这个时期所写的诗篇就
不再赘述。
朱蕴老对同志满腔热忱，纯朴敦厚。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梁漱溟先生评价
朱蕴老：“总结一句话：蕴山先生的人格
品质是超越一时的某一方面的党团者。
他是中国革命的老前辈之一，不折不扣
的好人！”作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
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人士，梁
先生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南昌别洪子翊》“一回分手一回亲，
娓娓清音山谷民。我是风尘湖海客，豪情
不及尔情真。”这是1922年写给霍山同
乡洪子翊的，情真意切，同乡同志情深。
朱蕴老和刘希平是六安老乡，都是

同盟会会员，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共同
创办三农，相互傾慕支持。朱蕴老有几首
诗写刘希平。《梦游赭山晤故友希平》作
于1928年8月。“故人地下长眠久，两夜
相逢在梦中。醒后忽增身世感，生离死别
太匆匆。”对同乡同志老友的怀念之情真
挚感人。

《念奴娇·怀念亡友邓演达》作于
1933年2月。序言写道，“九·一八”沈阳
事变，蒋介石一度下野。国民党左派著名
人物邓演达是蒋的劲敌，蒋下野前，密将
邓杀害。“人生如寄，一杯黯然伤别！……
应念壮士归来，中流击楫，肝胆硬如
铁，……何年把剑，誓扫神舟腥血。”悲愤
满胸，痛诉蒋卑劣残暴，怀念老友邓演
达。
朱蕴老与发妻周佩隐感情笃厚。周

佩隐1931年5月去世后，朱蕴老悲伤至
极，此后写了多首诗词哀悼怀念。《蝶恋
花》、《青玉案》、《凭吊亡妻教学处》等，情
深词婉，催人泪下。“今年今日人最恼，泪
声化作啼鹃鸟。此恨绵绵何时了？归去匆
匆，肠断江南道！”“拍案惊涛谁与渡？颓
垣枯井，夕阳孤墓，都是伤心处！”“最伤
心处最缠绵，过此恍如隔世天。”

《挽老友龚振洲联》序曰：振洲老友
是安徽合肥人，同盟会老同志，同情共产
党，心向延安。1943年春在桂林重逢。他
告诉我，女儿龚澎已入党；他对抗战胜利
有信心，认为蒋介石反共不变，最后一定
失败。“晚节更难能，垂老相逢，壮志豪
情，犹见云龙风虎。旧交多不在，怀人最
苦，伤今思古，况值地棘天荆。”上联给予
龚振洲高度评价，下联怀人及己，孤寂难
耐。对仗工稳，意蕴深厚，文质并茂。此
外，朱蕴老所作挽邹韬奋联、挽冯玉祥联
都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李济深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
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民革的主要
创始人，于1959年10月病逝。朱蕴老与
李济老过从甚密，情同手足。李济老病
逝后，朱蕴老写了两首五律悼念，序曰：
毛主席曾亲临劳动人民文化宫，绕棺吊
唁，极为哀荣。毛主席对我说，如果任潮
先生能多活几年，那是多么好啊！“反蒋
功尤力，抗倭志不移。重提三大策，卅载
共心期。”“思潮随变革，翊赞竭公忠。力
疾还求进，黄花晚节终。”对李济老赞赏
有加，定论公允。

《歌颂朱德》“山崩川竭，永远不
灭。”《声声慢·悼陈毅同志逝世》“报道
将军归去，看领海内外，哭倒大树。”《护
送何香姥灵柩赴宁》“三代斗争人有几，
一门忠节我无疑。”这些诗词，饱念深
情，字字珠玑，都是朱蕴老真情的倾诉。

《怀念周总理》作于1977年元旦，朱
蕴老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周总理逝
世一周年晚会，节目恸人，曲终难忘。

“十年噩梦醒黄梁，歌哭声中多老苍。莫
以淫威污历史，尚流檀板补娲皇。”引典
用事，歌颂总理为国为民的光辉形象！

朱蕴老诗词是“诗史”，
又是国学宝典、诗家典范

朱蕴老诗词大略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
一是情感真挚饱满。朱蕴老300多

首诗词，每首都是发自肺腑，真切感
人。钟荣在《诗品》中说：“气之动物，物
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朱蕴
老的诗词皆然。《月夜登皖警厅瞭望
台》“下界不闻人一语，匣中孤剑欲飞
鸣。”壮怀激烈，豪气冲天。《长夜见月
有怀》(1916年作于狱中)“入世饱经豺
虎乱，此生岂屑稻粮谋。拼将热血酬心
愿，甘戴南冠到白头。”这首七律，朱蕴
老化用南冠典故，表达了对北洋军阀
政府的愤怒，满腔热血，拼死斗争，不
惧把牢底坐穿，英雄气概与天地同在！

《题亚子樱都跃马图》“樱花终有红时
节，莫道英雄跃马迟。”沧海横流，壮心
犹存，时机不晚，挥戈跃马正当时。朱蕴
老此诗是对柳亚子先生的褒奖，也是自
己心志的表露。

《车过青山》(1952年春)，“难得此
山常不老，相逢依旧向余青。”游子归
来，换了人间，艰苦奋斗大半辈，理想变
现实，睹物抒情，格外真切！《纪念孙中
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九十周年翻历
史，论功不朽忆先生。”表达了对孙中山
先生的崇敬之情。

二是情景交融浓郁。朱蕴老的诗词
善于写景，而且描景鲜明，多以景语起
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词景
语皆情语也。朱蕴老的诗词写景即是
抒情，而且情景交融，给人以美的享
受。

《重阳游指封山》(1913年 )，军阀
张勋、倪嗣冲奉袁世凯命挥兵南下苏
皖，黄兴、柏文蔚抵挡不住，辛亥革命
成果被北洋军阀窃取。“秋风逼体夹衣
凉，蹑屐援梦到上方。峭壁倒悬天欲
破，孤峰独立我犹狂。”写景寓情，忧愤
难平！

《过东流红树山庄》(1926年 )，为
躲避陈调元侦缉队追捕，到东流人境
庐山庄避难而作。“红树山庄人境庐，
且将太白当西湖。到门一曲东流水，日
日斜阳望小孤。”描写了红树山庄的美
景，抒发了旷达闲适的意趣。

《寄语大别山青年战友》( 1 9 3 9
年)，“杨柳青青满眼舒，江南江北感何
如。黄金时代君须记，正是春风二月
初。”告诫大别山动委会青年同志，需
珍惜来之不易的联合抗日局面，提防
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阴谋。寓情于景，意
味深长。

《清平乐·北海中秋赏月》(1961年)
“城阙如画，海宇澄清后。山色湖光全非
旧，花好月圆人寿。”中秋佳节，花好月
圆，湖光山色，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三是诗词典雅隽永。朱蕴老自幼入

私塾，师从朱景昭(庐阳三怪之一)，熟
读经史子集，国学功底深厚。读朱蕴老
的诗词，诗味浓厚，意象鲜明，典雅隽
永。

《闻韩蓍伯被刺》(1912年 )“人亡
剩有诗篇在，夜半闻鸡拜董狐。”对韩
衍反袁被刺身死愤恨，引用了董狐“秉
笔直书”的典故表达敬意。

《用杜甫秋兴八首原韵写感》
(1916年丙辰除夕)是八首律工韵雅的
七律，足见朱蕴老诗学底蕴深厚，八首
七律中十几处用典，增加了诗的厚重
感，读来令人玩味无穷。

《赴太原车中忆赵武灵王》(1936年
春 )“雄关四面拱平阳，此地当年习射
强。天险于今胡可恃，瓣香低首武灵
王。”联合抗日在急，朱蕴老希望阎锡山
能学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精神，联合
各方力量，组成抗日同盟，保家卫国。诗
虽短，但含蓄味浓。
四是语言凝练灵动。朱蕴老的诗，

语言清新灵动，凝练质朴。尤其是其五
言诗，节奏明快，酣畅淋漓，尽得魏晋风
骨。如《古风十四章》“中宵不成寐，辗转
弄床阴。起视明月光，清辉鉴我心。孤云
渺南去，飞鸟动高林。隔邻谁氏子？静听
弹鸣琴。音响一何怨，使我泪沾巾。”颇
有曹子建《野田黄雀行》风韵。《白日放
歌》、《无题杂写古风五首》、《中元节夜
游太原中山公园》、《寿许静人先生70寿
辰》、《夜半放歌》、《早起》、《自叙诗》等，

“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堪称朱蕴老诗
中珪珙。
信仰照进诗心，诗心折射佳什。“南

北东西一野鸥，虚名虚利不虚求。愿将
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朱蕴老
的诗篇是革命老人精神的结晶，恰似大
别山的山泉一样汩汩长流，滋养着每一
个善良而正直的苍生。诗曰：
忠魂一缕出山沟，化作人间老马牛。
沧海横流方本色，终生报国誉神州。
嵩 崖上根苗正，武汉城头义士猷。
辅弼中山践民主，推翻军阀顺潮流。
三农播种眼光远，两狱坐穿骨气留。
国共同征驰骏骥，南昌起义亮吴钩。
倾心抗日军门客，动委回乡民众头。
反蒋山城联左派，举旗香港效飞鸥。
功成建国城楼立，业庆平生夙愿酬。
坦荡为官唯朴素，辛勤学习更无求。
南山耸立青松翠，丰乐欢歌仁义侯。
注：南山指大别山，丰乐指朱蕴老家

乡的丰乐河。

人人 间间 老老 马马 牛牛
——— 朱朱蕴蕴山山先先生生诗诗词词赏赏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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