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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为纸，情为墨，把生命抒写成不朽的诗
歌。

一位走过85载风雨春秋的老人，却用了70

多年的时光倾心创作，笔耕不辍，硕果累累。
我相信，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注定成为一个人
生的传奇。

这位令我们肃然起敬的老文艺家、老前
辈，正是我省著名诗人、作家、山东省文联名
誉主席苗得雨同志。

苗得雨同志是一位从战火纷飞的抗战年
代成长起来的少年诗人，是我省乃至我国诗
坛具有独特风格的著名诗人和作家。70多年
来，他创作了400多万字的文章，2000多首诗
歌。结集出版有《苗得雨60年诗选》(上、下
卷)、《苗得雨散文集》(一、二、三、四集)、
《旱苗得雨》、《庄家歌》、《山东歌谣》、
《沂蒙春》、《闪亮的心愿》以及《文谈诗
话》、《赏诗谈艺》等50余部专著。作品收入
《中国新文艺大系·诗歌卷》、《解放区文学
系·诗歌卷》、《中国四十年代诗选》等选编
著作和教材。诗歌与散文作品30余次荣获省
级及国家级文艺大奖。

辽阔博大、文脉兴盛的沂蒙山养育起来
的苗得雨同志，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沃土中，坚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
形成的民族大众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中汲取
创作营养，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探索
创新。他的诗歌及散文以本色与真情见长，
具有明朗和率直的特点，展现出朴素的自然
美和清新气，带有泥土的芬芳，闪耀着璞玉
的光泽；他的诗歌及散文没有矫情和张扬，
乍一看明白如话，清澈如水，骨子里却透着
深沉，充满了辩证的意味，闪烁着哲学的睿
智和光辉；他的文风虽多有变化，但文字语
言的通俗性、曲艺味、形象化、生活感却始
终未变。苗得雨的文学作品承载着历史的重
托，留下了时代的烙印，肩负着厚重的责任
意识，散发着深重的人文情怀，诠释着文学
创作的终极目的。

解放区有个“孩子诗人”

苗得雨同志1932年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苗
家庄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他幼时只读过私
塾，酷爱学习，勤于思考，少年时代就开始对
诗歌创作产生兴趣，这时正是中华民族浴血奋
战抗击日寇的战争年代。所以他从小就接受革
命思想的熏陶，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
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革命
队伍中的少年战士。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我们党领
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高扬民族解放的旗帜，成千
上万的热血青年，包括大批满怀理想和激情的
作家、诗人、演员等文艺家冲破重重阻拦，从
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
人，受沂蒙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的熏陶，年龄
幼小的苗得雨也可以说受到了毛主席《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影响，逐步走上
了革命文学创作道路。

苗得雨12岁时，正值抗战艰苦卓绝的最后
阶段，他在沂南县苗家庄村当儿童团团长，主
编黑板报，创作了不少优秀诗歌作品。他的成
名作《旱苗得雨》即为当时的代表作，直到今
天很多五六十岁的人都还记得《旱苗得雨》中
的诗句：“今年二月晴了天，/炮声一响人心
恣。/八路军解放了俺家乡，/全家烧香又烧
纸。/苗得雨，心欢喜，/旱苗得雨旺嗤嗤。/有
朝一日苗长成，/棵棵庄稼黄金米，/军粮送到
前方去，/慰劳辛苦的好同志。”这首诗歌写得
自由、流畅、传神、有味，既生动写出了一个
孩子的真实心态，又形象写出了他对现实的深
切感受和对未来的满怀希望。这首诗歌，后来
被纳入1995年《文艺报》公布的全国《抗战文
学名作百篇》。

14岁时，苗得雨当上了沂南县东平区通讯
站副站长，在撰写通讯稿之余，利用空闲时间
勤奋学习，努力磨炼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创
作了大量优秀诗歌。他投稿采用编办黑板报的
手法，外观形式非常漂亮，内容含义十分深
刻。最早关注其诗歌创作的是《鲁中大众》的
社长兼总编辑、后来成为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的
宫达非，他对苗得雨的诗歌创作才华颇为欣
赏，并经常在报纸上推出他的诗作。1946年，
苗得雨是一个“孩子诗人”的美名，就在沂蒙
解放区传播开来。

苗得雨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积
极参与各种革命文化活动，办墙报、办剧团、
给报社当通讯员写稿……他还从自己热衷阅读
的《国文》、《国语》中，细心感受揣摩“五
四”以来的新体诗和具有古风味的格律诗，随
着他的年龄增长和工作斗争经验的积累，使得
他的诗歌创作水平逐步提升。与同龄人相比，
苗得雨当时在写作方面展示了明显的才华和
优势，这为他以后能在诗歌领域及其他文学
领域的创作取得卓越成就，无疑夯实了坚实
的基础。

1948年6月，苗得雨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在这个火热的大熔炉里锤炼成长。由于他
不断推出优秀的诗歌作品，影响越来越大，受
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肯定和赞赏。1949年7月，他
被调到《鲁中南报》、山东《农村大众》报担
任通联、编辑、记者等职，对于自幼酷爱文学
创作、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
年人来说，新的工作岗位为他的创作生涯展开
了崭新的一页。

老百姓的“好朋友”

如果说抗战时期是苗得雨同志诗歌创作的
发端期，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20年间，可
算是他诗歌创作的积聚成长期。

1951年5月，在文学创作领域尤其是诗歌创
作领域屡获赞誉的苗得雨被正式调入山东省文
联工作，历任山东省文联编创员，华东文联创
作员，山东省文联《前哨》、《山东文学》副
主编，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作协副主
席，山东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山东省文联名誉
主席等职。

对苗得雨来说，不管是从农村走进城市，
还是从报社走进机关，他始终没有忘记沂蒙
山，始终没有忘记沂蒙山区的老百姓，因为他
是沂蒙山的儿子，对沂蒙山情有独钟。沂蒙山
的老百姓很多人认识苗得雨，一提起苗得雨，
大家都伸出大拇指：“老苗是俺们农民的好朋
友！”用苗得雨自己的话说，“横着跑了竖着
跑，采用‘梳篦战术’”，他跑遍了沂蒙山区
的每一个村庄，包括那些当地作家都没到过的
地方。为了寻访当年掩护战士的红嫂，他先后
跑了5个村庄，最终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写成了
《沂蒙山妈妈的诉说》、《巍巍孟良崮》等文
章，他在文中深情地写道：“几个中年媳妇专
门当向导。她们从没走过远路，这些日子走的
路，比得上几十年走的路，他们虽说是向导，
其实许多地方也是边走边问。”苗得雨感慨地
说：“巍巍沂蒙山，军民鱼水情，淳朴善良的
‘沂蒙红嫂’用大爱谱写的一曲曲血乳交融的
时代颂歌，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苗得雨几十年来在沂蒙山摸爬滚打，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最喜欢倾听群众的心里话，最爱与老百姓交朋
友。一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农民群众中，他就
会心潮澎湃，诗兴大发：“你去开荒我来种
田，/你播种子我去种棉，/封山造林砌石穿
井，/打水浇地不靠天。/鸟语花香好风光，/变
工小组大生产，/你呀帮我我帮你，/大家小户
忙得欢。”这首《生产曲——— 二月里来好风光
调》画面感极强，就是他看到沂蒙山农民群众
热火朝天、喜气洋洋建设家园的繁忙景象后即
兴创作的。

苗得雨曾说：“都说我的诗歌‘土得掉
渣’，我这种土其实是‘土得纯粹’，‘土得
有味道’！”在描写沂蒙山的作品中，苗得雨
创作了《家乡歌》、《沂蒙春》、《醉人的泥
土气息》等一系列诗歌，他把目光聚焦于家乡

的山水风光，优良传统，百写不厌，广留诗篇。
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而又生机勃勃的发展

局面，面对广大农民群众火热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苗得雨曾在《青春辞》这首诗中写
道：“我们这一代啊！/生得最美丽，/因为是
英雄的儿女；/我们这一代啊，/生得最结实，/
因为吮吸的是党的乳汁。/我们这一代啊!/担子
也最重，/因为是革命的后继。”毋庸置疑，这
是他的肺腑之言，字里行间都充盈着对伟大的
党、对新中国真挚的赞美之情，流露出对社会
主义建设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
的艰难探索时期，1962年国民经济一度好转之
时，苗得雨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轻松
活泼、脍炙人口的诗歌《柳哨》：“柳哨，拧
自柳条，/是孩子的巧手制造。/它是朴实的艺
术，/是真挚性格的光彩闪耀。/生活中，有悲
壮，也有美妙；/有号角，也有柳哨。/孩子们
不懂乐理，/柳哨没有一定曲调，/但它的声音
自由、活泼，/只有春天才能听到。/吱唔唔，
吹柳哨，/把小燕儿吹来了，/把田野吹绿了，/
把春意吹浓了。把童年的记忆吹醒了，/苦的记
忆，甜的记忆，/都与春天一起醒来了……”

这首诗歌写得节奏明快又饱含深情，一句
“都与春天一起醒来了”既包含了当时形势的
好转，也包含了生活的可喜变化，既描写了自
然生态、生活场景，也刻画了人们情绪和心理
上的崭新风貌，意蕴深厚，实为文学佳作。

全国闻名的“抗战作家”

历史的车轮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
的春风涤荡神州，苗得雨同志喜逢盛世，心潮
激荡，以他的独特视角创作出了诗歌《燕》：
“不要学花儿，/只把春天等待；/要学小燕
儿，/衔着春光飞来。”诗文短短四句话，却充
分描写出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那种拿捏不准、左
观右看、驻足等待的心态，给了人们一次温暖
的规劝和提醒。这首佳作成为他新时期的代表
作，被收入《中学生课外读本》、《中国当代
文学教材读本》和《中外名诗三百首》等书籍。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苗得雨的诗歌创作
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不仅数量上非常可观，而
且创作视野、题材和艺术水平大大提升。这一
时期的作品有讴歌也有鞭挞，有抒情也有议
论，最引人注目的是添加了对生活的思考和批
判，充满了辩证的哲理，读后耐人寻味、感触
良多。

如他在《以往，不全是丢失》这首诗里就

曾这样反思：“不要老是惋惜、懊恼，/不要总
把往日絮叨，/那些遭难与吃亏的岁月，/不光
向我们提供一种思考。……世上凡甜都自苦中
来，/天下没有悲痛，/便没有欢笑……”

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
际，中国作家协会为在抗日战争中作出卓越贡
献的15位著名诗人授予“抗战功勋诗家”的荣
誉称号，已故著名诗人艾青、臧克家名列其
中。作为山东人的骄傲，苗得雨同志亦获此殊
荣。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荣誉头衔！

为迎接和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苗得雨铆
足劲头，呕心沥血，持续奋战，集中创作了
《抗战歌声的回响》、《通向孟良崮的李桂芳
“人桥”》、《战时的国语课本》、《我的抗
战》、《沂蒙山妈妈的述说》等多部优秀作品。
其中，《欢送哥哥上战场》是抗战名作之一，
描写的是送亲人参军的热闹场面：“小包袱，
背身上/哥哥起身往前方/你在前方莫愁家/家里
的活儿俺担当/等到胜利回家时/咱再欢乐闹
场。”许多这样情真意切的诗歌给人留下深刻
的历史记忆。

2015年，苗得雨被中国作家协会列为“抗
战作家”。这又是一个国家级的荣誉头衔，是
对苗得雨文学创作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当时，对苗得雨同志获得全国“抗战作
家”荣誉称号，许多媒体给予高度关注，有的
媒体评论称：“读苗得雨先生的诗文，都会时
不时地、有意无意地浸洇出一种民族性、时代
性、现实性、历史性、传奇性和预见性，让人
读着不是热血沸腾，就是浸透灵窍，给人一种
彻悟之感。”创立我国诗歌研究体系的著名诗
论家周良沛也曾高度评价：“我相信郭沫若的
《女神》绝不能顶垮刘大白的《卖布谣》；艾
青的创作成就再大，也不可能取代苗得雨。”
这不得不说是对苗得雨先生一生创作、硕果累
累、屡获殊荣的至高赞誉。

沂蒙精神的忠诚歌者

苗得雨同志是沂蒙山的优秀儿子，始终热
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故乡沂蒙山是他取
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讴歌沂蒙山、赞美沂蒙
精神的大量诗歌，可以说许多都是精品力作。
比如，在《沂蒙山颂》里热情地赞美沂蒙山精
神：“人们说它矿藏多，/它最多的矿藏是铁与
钢；/人们说它出产多，/它最多的出产是坚硬
和刚强。/它是朴实人的母亲，/它的子女心地
透亮；/它和宝塔山相连，/它是可爱的革命山
乡；/对敌人，它和许多高山一起站立，/是不

屈的碑碣，是真正的泰山，/它标志着——— /人
民是真正的铁壁铜墙！”这些优美雄浑的诗句
深切表达了苗得雨对沂蒙山这片红色热土的无
限热爱和崇拜之情。

“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
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是沂蒙人民与
党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最生动写照。这响彻
在蒙山沂水、飘向神州大地的钢铁誓言，让无
数中华儿女在重温那段近百万民工踊跃支前的
光辉历史时不禁潸然泪下。苗得雨曾在1963年
10月创作的诗歌《铁肩》中写道：“胶轮车，
停在山前，/山路，竖在云端。/登山似登天，/
肩头，换上飞舞的扁担。/……当年，这铁肩，
/担的是复仇的子弹。/运送着杀敌的力量，/肩
负着必胜的信念。/……今天，战天斗地肩更
硬，/肩头上，有烈火，有清泉，/肩头上，大
路长，/肩头上，红花艳。”这震撼人心、荡气
回肠的诗句，见证了老百姓对共产党军队的拥
护，见证了民心所向和胜利希望，传递着对沂
蒙山这片英雄的土地、对沂蒙山人民群众、对
伟大的沂蒙精神发自内心的崇敬、赞美之意。

苗得雨是诗坛里的一位辛勤耕耘者，是文
学漫漫征程中不懈的跋涉者，他善于学习，善
于思考，才华横溢，触类旁通。70多年来，苗
得雨同志足迹遍布我国大江南北及世界多地，
所到之处皆留诗篇，他曾在德国、奥地利访问
一个月零6天，竟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就
写出了百余首诗歌和十几万字的散文。他不仅
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极高成就，退休之后还创
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其中涉及音乐、戏
剧、美术甚至经济等领域，题材非常广泛，同
样收获了很多忠实的读者。苗得雨后期的作品
更加成熟，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随笔，都更
加老辣，自成一格，各领风骚。可以说，苗得
雨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楷模，80多岁
高龄依然坚持写作，笔耕不辍，文思泉涌，真
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广大文艺工
作者尤其是青年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家国天下事，万言诗文中。作为一位从战
争年代农村苦孩子成长起来的著名诗人、作
家，苗得雨同志始终对党和人民充满了无限爱
戴，他用一颗赤子之心真情地眷恋着家乡，赤
诚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几十年如一日奋战在
文艺工作第一线，紧密地贴近社会主义建设和
改革的火热生活，热情地拥抱变化万千的沂蒙
山区和齐鲁大地，深入地扎根广大人民群众之
中，创作和推出了这么多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
佳作，这不就是践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讲话提出的坚持“二为”方向结出的硕果？这
不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青年文艺家向老一代
文艺家学习的楷模？是的，苗得雨的文艺人
生，给我们做出了完美的诠释和回答。

伟大的沂蒙精神，是沂蒙山地区及齐鲁大
地广大军民创造的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爱党
爱国、拥军爱民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她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核心内容。苗得雨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
中，亲身见证、经历和参与了沂蒙精神形成和
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以，他的作品是沂蒙精神
的真实反映和生动写照，是沂蒙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他的作品为沂蒙红色文化的形成注入
了生动多彩的内涵，为山东乃至我国的文学艺
术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苗得雨同志是沂蒙精神的忠实歌者，是一
位了不起的革命诗人、作家，是一位德艺双
馨、德高望重的文艺大家，是我国文学高原上
的一座令人崇敬的高峰。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
神，深入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坚定文
化自信，继承光荣传统，像苗得雨同志那样胸
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
乾坤，扎根生活，创新创造，努力创作生产更
多反映时代精神、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
佳作，为推进我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加快山
东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山东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编者按

2017年7月12日，著名诗人、作家、山东省文

联副主席、名誉主席苗得雨同志因病逝世，享年85

岁。9月1日，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在山东省文化艺

术大厦举办“苗得雨文艺创作座谈会”，以追思和

缅怀苗得雨同志的革命情怀和文艺成就。现将省文

联党组书记于钦彦同志在会上的发言刊发，以飨读

者。

矗立在文学高原上的一座高峰
——— 追忆著名诗人、作家苗得雨同志

苗得雨与“沂蒙红嫂”王换于在一起亲切交谈

2007年4月在沂蒙山地区采风

1980年10月在沂蒙山地区采访

2016年5月出院间隙在家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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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战役胜利歌

——— 苗得雨为孟良崮战役胜利50周年而作

沂蒙山，英雄的山，
七十二崮美名传，
解放大军身手显，
孟良崮上歼敌顽。
孟良崮，好地点，
最佳地点敌人选，
全面进攻变重点，
重点看好沂蒙山。
美械装备几十万，
一条长蛇横着窜，
七十四师在中间，
抻不开也扯不断。
……
一场激战打得欢，
老蒋气焰变云烟，
王牌都能砸个烂，
还能谁能保我险？
毛主席说我也没想，
好个中间对中间，
孟良崮战役震天下，
天下都知沂蒙山。
当年全民齐参战，
沂蒙支前人百万，
英雄精神心中的歌，
唱来今天到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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