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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悍然

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

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时任宛

平县长的王冷斋奉命与日方谈

判，他胸怀大义，与强盗针锋相

对，并留下了一些诗作，从中可

以看出卢沟桥事变的一些真相。

孙中山为人幽默风趣，其中一些
故事曾被人们传颂。

一次，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今中山
大学）讲民族主义。礼堂虽然不大，但
是听的人很多，天气又有点热，听着听
着有人要入睡。见此情景，孙中山便穿
插着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那年我在
香港读书时，看见许多苦力工人聚在
一起谈得很起劲，有人哈哈大笑。我觉
得奇怪，便上前问一下。其中一个苦力
告诉我：我们当中一个行家，辛辛苦苦
地积蓄了5块钱，买一张马票，牢牢记
住那上面的号码，把它藏在日常用来
挑东西的竹杠里。等到开奖，竟真的中
了头奖，他欢喜万分，以为领奖后可以
买洋房、做生意，这一生再也不用这根
挑东西的杠子过生活了，就把竹杠狠
狠地扔到大海里，连那张马票也一齐
丢了，结果是空欢喜一场。”

讲到这儿，大家禁不住大笑起
来。孙中山接着回归到本题：“对于
我们大家，民族主义就是这根竹杠，
千万不能丢啊！”孙中山用生动风趣

的故事宣传革命道理，深受群众的欢
迎。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选临时
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
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
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厉声喝
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
员们才能进去，你要进去干什么？快走，
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一定
会惩罚你的！”孙中山听罢，不禁笑了，反
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
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
看证件，才知道这个衣着普通的人竟是
大总统，连连请罪。孙中山幽默地说：“你
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

一次革命行动失败后，孙中山转移
到上海。一天，有几个同志在打麻将娱
乐，被孙中山撞见了。他们自知犯错，一
阵惊慌，不知如何是好。孙中山不仅叫他
们继续打下去，而且还笑着说：“打吧，打
麻将很像我们革命起义，这一局输了没
啥关系，可寄希望于下一局，永远充满了
机会，永远充满了希望。”

幽默风趣的孙中山
李云贵

鲁迅是白话文、新文化、新文学
的捍卫者和主将之一。章士钊是“甲
寅派”代表人物、北洋政府的教育总
长。“甲寅派”主张要读经尊孔，反对
白话文、新文化、新文学。他们两人之
间的激烈交锋注定在所难免。

鲁迅与章士钊本来并没有任何
私人恩怨，但在女师大风潮中，他们
两人因为所站的立场不同而走向了
对立面。鲁迅是支持女师大学生的，
而章士钊对学生运动有自己的看法。

章士钊很清楚鲁迅的文化地位
和影响力，原来并不想与鲁迅轻易闹
僵，也没想过“教训”鲁迅。但当章士
钊听说鲁迅竟然被女师大公选为校
务维持会委员时，藏在他心底对白话
文、新文化、新文学的怨气终于爆发
出来了。

1925年8月，章士钊以教育总长
令，提出要“整顿学风”并“呈请免去

周树人在教育部的职务”。理由是：“周
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
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
息。”

一时间，主张读经尊孔的“国故派”
“学衡派”“甲寅派”等人纷纷拍手称快，
仿佛他们已经“打倒”了鲁迅，“打倒”了
白话文、新文化、新文学，取得了胜利。

面对章士钊的“官威”，鲁迅并没有
屈服，而是选择了与章士钊抗争。鲁迅
第一时间就去行政院进行了控诉、争
辩，第二年胜诉。同时，鲁迅奋笔疾书，
多次在文章中痛批章士钊的读经尊孔
主张和“官威嘴脸”，怒斥章士钊的主张
有“开历史的倒车”之嫌。

鲁迅的文笔锋利无比，章士钊深刻
领教了鲁迅文章的锐不可当、辛辣透
彻。事后，有人安慰章士钊说，你免人家
的职在先，人家报复你一箭之仇在后，
也算扯平了。

鲁迅与章士钊的交锋
黄山

1938年到 1941 年，诗人高长虹
在战时陪都重庆从事抗战文艺工作。
由于此前他在欧洲有多年考察的观感
和经历，加之当时日军在中国大片国
土上狂轰滥炸，取得了制空权，给中国
人民造成极其惨痛的人员和财产损
失，他更加认识到空防和空军在抗战
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早在日军对重庆实施空袭的半年
前，高长虹在报刊上发表诗作《空军是
胜利的保障》，高度评价空军对抵御日
寇的重要作用：“空军是民族的先锋，
空军是中国新生。空军是力量和科学，
她将要击溃敌人。”

1939年 3月，中国空军出版社建
议购买“义卖号”飞机，用以充实国家
的国防力量。高长虹十分认同这一建
议，他认为兹事体大，应该由政府和民
间共同发力。于是他发起倡议，号召全
体国民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一场“献金
购机”运动。

1939年5月，日寇对重庆发动了惨

无人道的大轰炸。目睹空袭对百姓造成的
巨大损失，高长虹在《国民公报》上又发表
《战胜空袭》一文，指出：“要战胜空袭，只有
一个可靠办法，就是多买飞机。英法打仗有
美国帮助他们，我们有苏联，只要我们自己
有办法，苏联飞机是可以源源而来的。”

1940年5月，在日军对重庆发动的又
一轮大轰炸之后，高长虹又在《新蜀报》上
发表《加强空防》一文，进一步提出：“最好
的办法是叫有钱人出钱买飞机。”他认为，
大轰炸会给富人造成财产的大损失，为了
不变成“穷光蛋”，他们应该拿钱买飞机；
大轰炸会让穷人丢掉生命，为了不变成

“冤死鬼”，他们应该督促富人买飞机。
高长虹不仅写文章呼吁全体民众，

无论财富多寡、力量大小，加入到献金购
机运动中，同时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民众做出榜样和示范。他曾多次在发表
文章的落款中注明“稿费劳军”。他的文
章稿费虽然是小数，但他当时没有固定
职业，经济颇为拮据，这种行为已是尽其
所能了。

高长虹倡导献金购机
夏明亮

傅抱石其艺术成就，与齐白石齐
名，被郭沫若称为“南北二石”，同时又
和齐白石、吴昌硕、徐悲鸿、黄宾虹合
称“三石二鸿（虹）”。而傅抱石的“抱石
皴”技法，又在绘画界别开生面，独树
一帜，创作出了一幅幅稀世珍品。

他的“抱石皴”技法，和许多绘画
杰作，都是在“抱石山斋”里潜心修炼
和辛勤创作的。

抗 战 全 面 爆 发 后 ， 1938 年 4
月，傅抱石受到郭沫若的邀请，到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协助
工作，他便携家眷从南京来到了日寇
轰炸不到的重庆山区乡村，重庆金刚
坡。“战时一切均极激荡——所居仅
足蔽风雨，所衣皆丁丑前之遗——真
如大痴家无担石之储也。”这是傅抱
石对当时生活状况的描述。房屋简
陋，穿的旧衣，家无余粮，其窘境可
想而知。傅抱石除了帮助郭沫若做一
些行政工作，写一些文章，积极宣传
抗日外，业余时间就攻读绘画书籍，
专心创作。

当时傅抱石连一间简单的画室都

没有。只得用原先房东家堆放杂物的地
方，矮小阴暗，只有一张房东借给他们吃
饭用的方桌。由于只有屋顶上的两块透
明瓦能够透点光线进来，傅抱石总要把
桌子搬到靠门口处来画。“抱石皴”就是
用散锋乱笔来表现山石的一种手法，自
然、大气，画面显得活泼灵动。由于渲染
时水用得多，整个画面湿漉漉的，需要赶
紧放在火盆上烤，烤到半干再放到桌子
上进一步加工。如到夏天，傅抱石常常是
光着上身，汗流浃背，脖子上围着一块擦
汗用的发黄了的毛巾。

傅抱石在“抱石山斋”一画就是 8
年，期间创作了数百幅传世之作，如《潇
潇暮雨》《万竿烟雨》《丽人行》《屈子行吟
图》等等，达到了他绘画艺术的第一个高
峰，进而他成了中国“新山水画”的开山
鼻祖。

1942年 10月，傅抱石在重庆举办
了为期三天的首场个人画展《傅抱石教
授国画展览会》，引起了轰动。英国大型
杂志《画室》在封面刊登了他的作品《万
竿烟雨》，他被西方画坛誉为“中国的印
象派”“中国的莫奈”。

傅抱石与“抱石山斋”
崔鹤同

报道强邻夜弄兵

王 冷 斋 (1892~1960)， 笔 名 冷
公，福建闽侯人。他18岁入保定军
官学校第二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
曾在北洋政府工作。20世纪20年代
在北京创办《京津晚报》和远东通讯
社，因公开揭露政客们的贿选活动，
被军阀通缉，浪迹天涯。1935年12
月，应保定军校同学、时任北平市长
秦德纯的邀请，出任北平市政府参事
兼宣传室主任。1937年 1月，任河
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
长。

此时的宛平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
楼，从 1937年 6月起，驻丰台的日
军连续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7月7
日夜11时，正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
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
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
词拒绝。王冷斋写诗曰：“一声刁斗
动孤城，报道强邻夜弄兵。月黑星辰
烟雾起，时当七夕近三更。”

当夜12时，第29军副军长、北
平市市长秦德纯命令王冷斋迅速查明
真相，以便处理。王随即通知驻守宛
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查
询，又令警察在城区内搜索。经调
查，城内守兵并无开枪之事，也没有
失踪日军的踪影。王冷斋据实向秦德
纯汇报。为避免扩大事端，王冷斋奉
命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
郎谈判。面对强敌，王冷斋不卑不
亢、据理力争，维护中方的权益。他
曾写诗曰：“诪张为幻本无根，惯技
由来不足论。藏本当年原自匿，诘他
松井欲无言。”

就在谈判之时，王冷斋接到报
告，驻丰台日军 500 余人并炮 6 门，
正开赴卢沟桥，战事一触即发。为争
取和平解决争端，中日双方谈判代表
分乘两辆汽车连夜前往宛平城。当行
到距宛平城大约1公里的地方时，王
冷斋看到公路和铁路涵洞均被日军占
领，枪炮排列、士兵伏卧。

同车的日方代表寺平突然让停
车，威胁王冷斋说：“你已经看到
了，事态十分严重，现在来不及等待
调查谈判，只有请你立即下令城内守
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
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
突。”王冷斋反驳道：“此次来只负责
调查，这是在你们机关部已经商定
的。你所提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
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寺
平又进一步说：“平日日军演习都能
穿城而过，何以今日不能进城？”王
冷斋再一次驳斥说：“你接此项工作
不久，以前的情形你或许不了解，我
在此从没允许你们穿城而过，你所谓
的先例是何年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
事实证明。”日方被驳得无言以对。

日军副联队长森田和寺平带王冷
斋来到日军的阵地前，以武力相威
胁。王冷斋大义凛然，严词斥责：

“你们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万一事
态扩大，你们二人当负全责！”双方
相持 10 多分钟。森田见恫吓不成，
只好示意寺平与王冷斋一起进城。事
后，王冷斋写诗云：“挟持左右尽弓
刀，谁识书生胆气豪！谈笑头颅拼一
掷，余生早已付鸿毛。”

霜锋闪处寒倭胆

进城后，中日双方在县署举行谈
判。寺平仍然坚持要进城搜查，王冷
斋坚决反对。正在交涉间，也就是7
月8日5时左右，日军向宛平县城发
起猛烈攻击，打响了攻城第一枪，中
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日军在
同一天内，连续进攻宛平城3次，均
遭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王冷斋有诗
曰：“脱身单骑纵归来，未格蛮心尚
费猜。激励三军坚壁垒，任教强敌也
难摧！”

面对言而无信的日军，王冷斋严
词质问樱井等日方人员，并声明日军
首先开枪破坏和谈大局，应负酿成事
变的责任。樱井等日方人员支支吾
吾，说可能是误会，表示努力调解，
以免事态扩大。

7月8日下午，日军第1联队队
长牟田口派人绕道从宛平城西门进城
送信，请王冷斋和吉星文出城谈判。
王冷斋以守土有责、不便擅离职守为
由，拒绝出城。他一面派林耕宇代表
和日方的寺平缒城而出，与牟田口面
谈停火之事；一面用电话向北平市政
府汇报日军先开火一事，请求与日军
交涉制止。可是日军继续向我方射
击，并用迫击炮攻城，炮弹命中专署
办公房屋，毁坏严重。

7月8日夜，吉星文团的青年战
士组成突击队，用绳梯缒出城外，在
青纱帐的掩护下，沿永定河堤向铁路
桥靠近。夜 12 时，日军已进入梦
乡。突然，突击队如神兵天降，大获
全胜，将日军一个中队全部砍杀在铁
路桥上。其中一位年仅19岁的突击
队员手刃日军13人，生擒1人。王

冷斋闻讯后，兴奋异常，赋诗称赞中国
健儿奋勇杀敌：“暗影沉沉夜战酣，大
刀队里出奇男。霜锋闪处寒倭胆，牧马
胡儿不敢南。”

睡狮一吼震寰瀛

中国军队夜袭成功，日军受到重
创，中国军队连日来的忍声吞气一扫而
光，战场上变被动为主动，日方只好坐
下谈判。

7月 9日早晨4时，北平市政府给
王冷斋打来电话，通报说中日双方达成
三点协议：（一） 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向
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除宛平原
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派来一部
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300人，定于本
日上午9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
督撤兵。

王冷斋以为协议签订，战事当可
休，没想到协议签完仅两个小时，日军
又向城内发炮70余枚。王冷斋立即向
北平报告，并请向日方诘问。日方辩称
是为掩护日军撤退。到了9时，协防的
保安队还没有进城。经查，原来保安队
在前来的路上遭到日军阻止，并发生冲
突，中方阵亡1人，伤数人。后经北平
方面交涉，保安队不准携带机关枪入
城，又分兵押运机枪回北平，来到宛平
的保安队员不足200人。经查，一部分
日军仍隐匿在铁路涵洞内，没有完全撤
走，还有白天撤走晚间又返回的。王冷
斋看出日军是缓兵之计，写诗曰：“三
张约法且言和，令下前锋共止戈。毕竟
蛮夷无信义，撤兵意少缓兵多。”

由于连日来穿梭在北平和宛平间谈
判，三昼夜没有休息，王冷斋病倒住进
医院。当时的报道说：“王氏之心脏衰
弱，短期内不能受刺激与行动，恐勉强
挣扎，身体难免发生意外云。”可是他
于 7 月 12 日一早就返回宛平县署上
任。当王冷斋进入宛平县城时，民众闻
讯而来，整齐地列于街道两旁欢迎这位
临危不惧的“父母官”。然而，县署已
被日军炸毁，短期内无法修复，他只好
借了一处民房办公。

中国军民抵抗侵略，捍卫祖国尊严
的英勇行为获得驻在北平的国外友人的

同情和支持，他们冒险前来宛平城慰
问。一位西方友人指着卢沟桥上的石
狮，笑着向陪同的王冷斋说道：“睡狮
今已醒矣。”王冷斋听后，深有感触，
写诗云：“睡狮一吼震寰瀛，伐木丁丁
见友声。博得同情人共赞，不辞艰险到
危城。”

亿万人心同激愤

日军“现地谈判”，一方面是想借
谈判压中方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
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所以日军并
没有按照协议撤军。当王冷斋责问日方
时，他们竟以寻找日军尸体残骸为借
口，留下少量部队。王冷斋驳斥说：

“搜寻残骸无需留下这么多的士兵，也
无需携带机关枪等武器。”日方辩称唯
恐受到中国军队袭击，不得不多留军队
以资警戒。王冷斋说，如果真为搜索残
骸，我方可以帮助办理。双方可各派委
员多人组成徒手搜索队，到战地各处寻
找。于是双方商定，中方派士兵 10
人，日方派士兵 20人，由 6名委员率
领，徒手到卢沟桥附近地区搜索，时限
24小时，无论搜到与否，届时日军都
应向丰台撤退。

正当双方准备签字时，日方4名代
表离席说接电话，竟一去不返。王冷斋
对日军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早有
觉察，他赋诗曰：“尔诈如何说我虞，
弓刀不放见深图。背盟尽有辞堪借，莫
问残骸究有无。”

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
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
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
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
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
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
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
29军再接再厉。军民精诚团结的情景
让王冷斋感慨万千，他赋诗云：“见危
授命分宜然，却敌全凭众志坚。遐迩关
情劳慰勉，近来士女远飞笺。”

王冷斋返任后，连日与驻军会商城
防，以加强巩固，做到有备无患，并代
表地方长官慰劳将士，抚慰灾民，做好
后方给养事宜。7月 14日，王冷斋与
平汉北段警备司令郑大章等联名发布布
告，安定人心，并严禁宵小乘机滋扰，
确保社会安定。《华北日报》7月18日
报道：“（王冷斋）自日前扶病前往宛
平后，连日对于救济难民、抚恤伤亡诸
要务，督促进行，并会同该县驻防部
队，维持治安，致力城防。”王冷斋以
诗言志，表明他抗战到底的决心：“东
倾雉堞北崩墙，血肉长城筑更强。众寡
悬殊攻守异，孤城屹立岂寻常。”

王冷斋在与日方斡旋的同时，率部
协助军队守城，抱定必死的决心，然而
上峰命令撤军，没能实现与城共存亡的
雄心壮志，实乃遗憾，他赋诗曰：“与
城愧未共存亡，人庆更生我独伤。国步
方艰应有待，头身终合向沙场。”

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
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
全国，呼吁：“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
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
民、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
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
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
攻！驱逐日寇出中国！”王冷斋闻之，
兴奋异常、热烈响应，赋诗高歌：“延
安振臂起高呼，合力前趋原执殳。亿万
人心同激愤，山河保障定无虞。”

（作者系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

王冷斋诗中的“卢沟桥事变”
郑学富

1937年7月，王冷斋（左三）会见记者。

柳亚子在其一生中，先后加入同
盟会、光复会、国民党、民革和民盟等
党派，但是相应的入党时间或者长时
间不清楚，或者有多种说法。因此，搞
清楚这些时间，或者即便搞不清楚部
分时间，而通过这些时间研究，对柳亚
子政治思想和政治生命的研究，都有
极大的价值。

先加入同盟会还是光复会

《柳亚子传》作者张明观先生对柳
亚子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具体时间
有一些研究，其中何时加入同盟会，是
张明观委托殷安如先生询问杨天石先
生最终确定的，而杨天石依据的则是
台湾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藏《中国
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
员名册》（转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
文献》第一编第十一册，第15页），内
有“柳人权，（籍贯）吴江县，（加盟年月
日）丙午一月二十三日”之语，从而断
定柳亚子于1906年 2月16日加入同
盟会。而何时加入光复会，则根据《柳

亚子选集》下册所载“二十岁，再至上
海，以高天梅、朱少屏、陈陶怡之介，加
入中国同盟会。时蔡元培已先介绍入
光复会矣”语，确定柳亚子加入光复会
在同盟会前，当在1906年1月初至2
月16日间。

此说的问题在于，张明观在做研
究时，也提及“柳亚子《自撰年谱》
1906年谱文，在‘加盟于中国同盟会’
后，有‘以蔡孑民先生之介绍’，加盟于
光复会”，也即柳亚子对自己究竟先加
入同盟会还是光复会，其实也搞不清
楚。再加上杨天石先生所依据《会员
名册》所载人数之多，难免会出现错
误。因此无论是柳亚子加入同盟会还
是光复会，时间都有再商榷的余地。

蔡元培 1906 年初的行程如何
呢？蔡元培记述当年春天，“秋瑾等在
绍兴建议设立学务公所，以促进绍属
八县之教育事业，被催促返里，出任学
务公所总理，邀裘吉生、杜海生等相
助。先设一师范传习所，讲授教育上
所需要之各种科学。旋筹办一师范学
校，筹款受人阻挠，又愤而辞职去上

海”（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
局1980年版）。此书中记载蔡元培下次
活动就已经到1906年5月了，中间没有
提到介绍柳亚子参加光复会。

加入国民党的时间

柳亚子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倒是相当
清楚，这是因为张明观在考证时，多方比
较资料，确定柳亚子加入改组后的国民
党的具体时间是1923年12月，但是具
体哪一日仍有待考证的空间。

柳亚子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主要
是受到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邀请。廖
何二人在此之前都与柳亚子结识，并加
入了柳亚子等8人于1923年发起的新
南社，互动颇多。因此在廖何二人的介
绍下，柳亚子以同盟会元老身份加入国
民党，也顺理成章。

不过，柳亚子在参与了几年的国共
合作后，却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故而此
后对其的国民党身份相当厌恶。柳亚子
本人在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五中
全会后，不再参与国民党的任何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柳亚子因反对蒋介石在
皖南事变中的举措而被开除国民党籍。

加入民革与民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
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的民主党
派之一。主要由国共内战时的国民党左
派及其后裔组成，与现时在台湾的国民
党已无任何关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创建于1948年1月1日，原来是李济
深、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等人创建的；
后来许多国民党籍的起义将领和被俘释
放的军政人员加入。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华人民
共和国现有的民主党派之一。1941年
3月，民盟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
团同盟，当时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
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
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
村建设协会。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
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故有三党三派
之称。1944年9月10日改现名。

这两个民主党派中，柳亚子是民
革的发起人，参与民革时间自不必多
说。但是柳亚子究竟何时参与民盟，
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楚，有个别论著文
章指出柳亚子参与民盟的时间为1944
年，存疑。

（作者系柳亚子纪念馆文史研究员）

柳亚子参加若干党派的时间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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