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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25日，上海市各界
举行大规模的抗日爱国游行，声援北
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指挥
这次示威行动的负责人因被英国巡捕
包围而不能按时赶到现场，眼看游行
队伍要失控。这时，从游行队伍里走
出一个中等身材、神情坚毅的青年，
带领队伍向目的地进发……这位处变
不惊、智勇兼备的青年就是石西民。

石西民原名石士耕，1912年11
月 4 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壶源乡
（现杭坪镇） 石宅村。据 《石氏宗
谱》记载：石宅村是北宋开国名将石
守信的后裔聚居地。村内现有石氏后
人700余人，还有楼、张、董、黄、
胡等姓氏，多姓合居、和睦包容，曾
经是公社和乡政府的驻地。村内保存
较好的清代和民国建筑尚有 20 多
处，古厅堂就有石氏宗祠、上下新
厅、四甲的敦本堂、七甲的怡顺堂、
翻轩的恒德堂等，一栋栋古厅堂都气
势恢宏，古色古香。石西民就出生在
一个历史文化的古村里。

石宅村民风淳朴，崇学尚德，人
才辈出。1912年出生的石西民，早
年投身革命，成为我国著名的新闻活
动家和党在宣传文化战线上的杰出领
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先后担任新华
日报社社长、解放日报社副总编和新
华社副总编等领导职务，一度在
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为宣传抗战和开展敌后统战工作作出
了杰出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
日报社得知国民党最高当局发布命
令，诬指新四军为“叛军”，并强令
重庆各报在第二天刊登。周恩来指示
石西民与潘梓年一起，连夜到几家影
响较大的民营报馆说明真相，揭穿国
民党阴谋，希望他们在舆论上主持公
道。回到报馆后，石西民又和章汉夫
一起与前来坐镇监视的国民党新闻检
查官斗勇斗智，使周恩来的著名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得以在第二天公开见报。

1946 年 4 月，石西民奉周恩来、
董必武之命，与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
前往南京，负责筹备 《新华日报》 南
京版，并担任副社长。在此期间，他
采访国共和谈，发表了 《时局的激
流》《“拖”“骗”已到尾声了》《南京
之秋》等著名通讯。

10 月，石西民随中共代表团由南
京返回延安，担任新华通讯社和延安
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后转移到晋冀鲁
豫解放区建立新华总社。党中央驻扎河
北西柏坡后，抽调石西民等 20 余人集
中到党中央所在地，从事新闻报道工
作。在半年的时间里，石西民经常得到
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教诲和
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石西民历任江苏省
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
华东局委员、宣传部长，文化部党组副书
记、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
务，为我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作出了重要
贡献。

1982年，石西民应邀为 《金华日
报》 复刊题词：是萎萎缩缩，精神不
振，还是顽强战斗，知难而进，这是
个严峻的考验。一个有作为的新闻战
士，一定会从重重困难中，去找出战
胜困难的途径，并以此为乐，而且乐此
不疲。

我想这两句话也正是石西民一生从
事新闻工作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浙江省浦江县政协）

石西民：中国新闻工作的践行者
何金海

蔡元培是公认的谦谦君子，一向
与人为善，平易近人。不过，在碰到
原则性的问题时，他同样绝不让步，
显示出果断的一面。

1922 年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校长
的第5个年头。这一年，学校里的一
小部分学生因种种原因不愿缴纳讲
义费，同时，他们还聚集在一起，
要求学校取消这一费用。学校收取
课本费、讲义费天经地义，再说北
大也有收取费用的明文规定。当那
些学生公然提出取消讲义费的无理
要求时，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当然不
会同意。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事情竟然越闹越大，严重影响到了
学校的正常运转。

面对这种局面，有一天，身材短
小、面部清瘦的蔡元培站在红楼门
口，挥舞着拳头对那些挑衅的学生
说：“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

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
他！”学生们对蔡元培校长又敬又怕，
看到一向温文尔雅的蔡校长挽起袖子
后，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几天
后，那些闹事的学生纷纷当面向蔡元培
认错，蔡元培也大度地原谅了他们。从
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提出取消讲义费的
事情。

事后，有人问蔡元培，那些学生故
意滋事闹事，给校方造成了很坏的影
响，你为何还要原谅他们？蔡元培叹息
一声后回答道：“想必他们只是一时的
冲动，我们要学会理解和包容他们。再
说，学校本来就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我
们不能因为学生们犯了一点小过错，就
毁掉他们的人生和大好前途，这不是我
们身为先生的人该做的事情。”

后来，这些话传到那些闹事的学生
的耳朵里，令他们羞愧不已。同时，他们
也对蔡元培校长的君子风范敬佩不已。

蔡元培的果断与包容
姚秦川

20世纪30年代，萧乾通过一次
采访结识了沈从文，并拜他为师。
沈从文也十分欣赏萧乾，每次给萧
乾写信总是以“乾 （干） 弟”相
称，从此，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了
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在历史
博物馆搞文物研究。而所谓的“研
究”，大多时候是给各种各样的文物
分门别类贴标签。抄写之余，还是
不折不扣的解说员。

一次，萧乾陪外宾来故宫参观，
故宫的人很多，但萧乾一眼就看到
沈从文正在解说。他拿着一根讲解
棍，非常认真，时不时还有厉害的
咳嗽声。萧乾看了很伤心，觉得这种
年轻人干的事，怎么让这位老人干？

萧乾怕影响沈从文的情绪，怕伤害他，
没等他发现，就特意避开了，心里满是
酸楚。

“文革”后期的一天，萧乾去看沈
从文，见他一个人住在东堂子胡同的一
间又潮又湿又低矮的房子里，而妻子和
孩子则住在小羊宜宾胡同，中间隔得很
远，生活极不方便。

后来，萧乾通过在北京市委工作的
一位朋友联系历史博物馆的领导，经过
一番周折终于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了住房
问题。萧乾在背后的一再努力，从未向
沈从文提过只言片语。

对沈从文抱有感激之情的萧乾，在
那特殊的场合，虽然避而不见，却又尽
力暗中帮助。可以说，萧乾的“暗中相
助”，是一种别样的尊重。

萧乾的暗处相助
张雨

李济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
之父”。他先后主持了山西夏县西
阴村、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城子
崖等遗址发掘。其中，安阳殷墟
的 发 掘 ， 使 殷 商 文 化 由 传 说 变
为现实，并将我国历史向前推移
了数百年。

1924 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
邀请李济合作考古。李济反复思
虑，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
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
体合作；二是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
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毕士
博 回 信 ：“ 你 的 条 件 ， 我 们 知 道
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
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
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1928年 12月初，李济履职中央
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他与同仁
约定：一切古物归公，私人不得收藏
古物。他说，考古工作者若收藏古
物，谁知道你是从哪里自己买来的，

还是私吞的考古成果呢？遵守这条规
定，可使我们避免“瓜田李下”的猜
测，也有助于取信发掘地的老百姓，
让他们明白“考古不是挖宝”。在
1934年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
将来》一文中，李济进一步强调：“一
切地下的古物完全是国家的，任何私人
不能私有……”

有一次，一位商人拿一块准备出手
的古玉登门请李济鉴定。李济问他是
为公还是为私，“如果为私，我非珠宝
商人，不能鉴定。”李济后来跟别人
说：“那块玉确为汉玉，我若为他做了
鉴定……我收了钱，却丢了考古界的
人格。”

李济一生经手发掘和研究保管的文
物无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在
书房见到五只木猴子，以及台北故宫博
物院赠给他的两三件仿制艺术品，没有
一件古董。他一生不蓄私、不徇私，始
终遵守当年订立的考古规矩，为后辈们
树立了榜样。

李济坚守规矩
刘浪

“地下党”提供信息

有盟员潜伏于民报

谢希贤，1930年生于青岛，山
东青岛平度人。16岁开始成为中共
地下“交通员”，新中国成立前为民
盟与中共之间传递情报。新中国成
立后，在青岛平度西关中学担任物
理教师。

谢希贤老人不顾年事已高，先后
两次赶到民盟青岛市委会，对这段历
史进行了深情回忆，民盟青岛市委会
也派出专题组成员多次赴平度探访老
人，并进行了“口述史”整理。谢希
贤老人说，当时，有三位民盟盟员在
青岛民报工作，以编辑、记者的身份
作掩护，与中共进行联系，在秘密战
线上默默作着贡献。中共方面为了支
持他们的工作，给他们黄金以维持报
社的运转及地下工作。这三位盟员是
常青、陈南冰、贾刚。

谢希贤老人还提供了另外一个重
要信息：当时参与革命工作的中共地
下联络员管哲生居住在青岛市北区，
并提供了联系方式。

管哲生，1927年生，山东青岛
平度人，18岁初中毕业时，被中共
党组织选为联络员，从事地下工作。
管哲生也认为自己当时是为中共和民
盟之间传递信息，并为此而骄傲。新
中国成立后在耐火材料厂担任干部。

管哲生老人回忆，当时，许多有
价值的情报都是通过盟员陈南冰同志
的秘密电台发送给解放区的，陈南冰
的电台是向解放区传送情报的主要途
径之一。管哲生老人还介绍，当时中
共的交通员和联络员们，冒着生命危
险送民盟盟员去解放区(平度)学习。
这段历史见证了在黎明前的党盟密切
合作关系。

查 询 民 盟 盟 史 和 档 案 发 现 ，
1946年民盟在青岛秘密成立地方组
织时，并没有这三个人。两位老人的
介绍或许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常青、
陈南冰和贾刚当时或许属于民盟中央
直属领导，与当时在青岛秘密建立组
织的青盟创始人陈仰之等不是一条线

的，只是在后来公开工作之后，他们
才联系上的。

谢希贤和管哲生两位前辈的口述
尚不够完善，那是在黎明前的黑暗状
态，依然处处充满危险，因为地下工
作的性质，对于互相之间的联络有着
严格的规定，再加之年代久远，很多
东西无法很具体、很清晰地描述。此
时，寻找更多的历史文献和见证人，
弄清楚历史事实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史专家”证实

那三个人是“民盟的”

为了寻找答案，“青岛民盟与民
报关系研究”专题组进行了深入调查
和采访。各种信息从档案馆、社科
院、高校、媒体、媒体人等方向汇集
而来，经过梳理，证实常青、陈南
冰、贾刚三人当时确在民报工作，也
确是当时的进步人士，以编辑、记者
身份作掩护，从事着危险的地下工
作，为新中国的建立默默奉献着。

经查阅档案发现，民报于 1947
年3月29日创刊，由国民党特务何凤
池及王保仁出面登记注册，在今青岛
市市南区聊城路办公。《民报》为日
报，日出4开4版。《民报》 在民间
又被称为“小民报”，因为版面小，
又采用6号字印刷而得名。

民报的编辑、记者有陈南冰、常
青、梁宝、冯德英等人，其中常青最
为有名，他不仅是民报记者，还兼任
美联社、合众社记者，是当时青岛异
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民报虽然由国民党主办，却经常
发表一些与官方新闻不同的报道，在
那个白色恐怖弥漫的黑暗的旧青岛，
《民报》“适当报道事实真相”，给予
正义于必要的支持，与这些进步人士

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民报和那段历

史的时候，一个重要线索让专题组眼前
一亮。民报办有副刊，辟有“青岛”

“滩头”“自由浪”“影剧”等栏目，在
当时的青岛颇有影响，给当时的青岛文
坛带来一股新风，而这一切，都指向一
个编辑：梁宝。

梁宝是 《民报》 副刊编辑。1947
年底，他组织了一个青年文艺社，成员
有山音、刘绪萱、江流、怡青等人，还
有鲁海。

鲁海是青岛著名文史专家。这让专
题组非常兴奋，因为，鲁海先生也是民
盟盟员，他一定也知道一些当时的故
事。鲁海先生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
盟，时任青岛一中教师，于1956年调
到青岛文化系统工作。

鲁海回忆，他参加《民报》编辑梁
宝组织的青年文艺社时只有十几岁，是
礼贤中学的学生，是青年文艺社最小的
成员，但是，因为在文学上有了一些成
就，已经在正式场合被称为“先生”。
鲁海说，据他了解，当时的民报确实
充当着“地下交通站”的角色，有两
位中共地下党员在为民盟和中共传递
情报，情报由谢希贤、管哲生两位地
下工作者设法送到民报的“信箱”（地
下工作用语），然后由陈南冰通过民报
的电台传递到解放区，陈南冰操作的
电台，是向解放区传递情报的主要途径
之一。

民报三位“地下盟员”

解放后公开身份

从鲁海口中，专题组得知梁宝居
住在青岛，现名孟力，离休前在文化
系统工作。在青岛市文联工作人员赵
夫青的帮助下，专题组见到了孟力。

孟力 （原名梁宝，以下称孟力），
1928 年生，广东人，中学就读于青岛
的市立中学。在民报工作时是单身，民
报编辑部白天是他的工作场所，晚上就
是他的宿舍，也是他组织文学青年活动
的场所，还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据点。
孟力说，他当时也在为中共方面工作。
因为他当时在青岛文坛的影响力较大，
外界都以为他是民报的副刊编辑，其
实，他是国际版编辑。

孟力白天黑夜都生活、工作在民报
编辑部，更方便接触民报的记者、编
辑，和陈南冰等人非常要好。他介绍了
更为翔实的情况。

孟力说，常青、陈南冰、贾刚三人都
非常有才华，不仅采写新闻报道客观、真
实，而且文采斐然，尤其是陈南冰，思想
进步，以“南冰”之名在各大报发表文章，
也撰写散文，如《青年，在英雄的面前》
等，在当时很有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因工作需要，陈南
冰在民盟青岛市委会工作。

孟力告诉专题组，常青、陈南冰、
贾刚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那段血与火的
岁月里，思想进步，不畏凶险，兢兢业
业为革命工作，当时，因为地下工作的
需要，几乎没有人了解他们三人是否加
入了民盟、何时加入了民盟。新中国成
立后，他们的民盟盟员身份才公开，并
在中央国家机关、地方政府机关、党派
机关等承担重要工作。

为了获取更为翔实的历史资料，专
题组作了很多努力，查阅了大量文献，
也曾向各方请求协助，但因为年代久
远，档案文献没有对三位盟员进行任何
记录，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三位盟员公开
身份后的信息都很鲜见。

就在本文成文之时，谢希贤老人、
鲁海老人、孟力老人均已先后故去。借
此文向为党盟合作付出过努力的人们致
以深深的敬意。

青岛民盟的“地下交通站”
陈小艳 王程祥

1958年4月，艾青被任命为北大
荒八五二农场下属的示范林场副场
长。不久，农垦部王震部长派人给
示范林场送来一只马鹿，叫林场饲
养繁殖，要在林场建养鹿场。林场
来了一次总动员，大家风风火火地
伐木造鹿栏。

看守鹿的人是艾青。他整天拿着
一根棍子，在鹿栏周围走来走去。鹿
在栅栏里惊慌不安，又蹦又跳，总想

“破门而出”。
有一天，可能是艾青走神了，

他忽然听到有人喊：“鹿跑了！鹿跑
了！”这才发现鹿栏里那只鹿没有
了。艾青傻了眼，鹿早已不见踪
影。他知道，鹿跑了，再也不会回
来了。

林场几位领导都犯愁，不知道
这件事该怎么向总场和王震部长交
代。艾青问场长：“这只鹿值多少
钱，我来赔。”场长说：“你问这个干
什么？我只知道猪有价、羊有价，还
没听说鹿是什么价？”

艾青说：“鹿跑了是我的失职，
要是我能买得起，我给林场赔一
只。”场长说：“鹿是自己跑掉的，又

不是你放跑的。鹿栏的桩子没钉结实，
这不能怪你。”

艾青回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妻子高
瑛。高瑛说：“你哪有这个本事，一条
狗、一只猫，你都看不住的。”艾青说
应该叫她看。高瑛说：“是啊！现在晚
啦，我要是看守鹿，它要是跑，我就骑
着它一起跑！”艾青问，往哪里跑？高
瑛说，当然往家里跑。艾青说，你自己
回来就行了，那只鹿还是叫它逃回森林
去吧。

高瑛问：“这话，你敢在林场讲
吗？”

艾青说：“我看到鹿在栏里蹿来蹿
去地挣扎，就想起了当年我在国民党
监狱里的生活。失去自由的日子，是
很难熬的。我在监狱里那几年，天天
想的盼的就是那两个字——自由。鹿
和人一样，它也要自由。它在栏里不
停地蹿来蹿去，我知道它是在找机会
逃走。我看着它那两只受惊的眼睛，
就萌发了怜悯之心。鹿逃了，它自由
了，自我解放了，说真话，也遂了我
的心愿了……”

鹿逃走了，艾青却显露出了一颗善
心、一颗童心、一颗纯美的诗心。

艾青林场守鹿
崔鹤同

新中国成立前的青岛报纸新中国成立前的青岛报纸（（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近日，一位叫谢希贤的
老人，通过中共青岛平度市
委统战部联系到民盟青岛市
委会。他说，他是抗战后、
新中国成立前那段时期的中
共地下交通员，了解那个时
期的一段历史，尤其是民盟
盟员与中共党员并肩作战、
共同迎接革命胜利的历史。

为了将这段珍贵的历史
传承下来，民盟青岛市委会
组建了“青岛民盟与民报关
系研究”专题组，由盟员王
程祥任负责人，把这段珍贵
的历史记载下来。

石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