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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前辈的足迹在正道上行
刘新成

今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过去的 100 年，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经受血雨腥风的磨难与考验，换来中
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伟大功绩；过

去的 100 年，历代民进人从五四运动中
觉醒，跟着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救民、强
国富民的道路上前行。回顾这一历史进
程，是民进人对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的最好纪念。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通过五四
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
量。”雷洁琼先生同老一代知识分子
一样，都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国。他们目睹内忧外患和饥寒交迫，
他们作为仁人志士中的一员，历经磨
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救国救
民之路。

青年时代，雷洁琼参加过五四运
动，在美国留学期间，她一边刻苦钻
研社会学，一边探索着中国社会问题
的根源。她手捧“银瓶奖”回国后，
坚持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基层了解国
情。在工作中，她结识了郑振铎、吴
文藻、谢冰心、严景耀等，其中，后
成为雷洁琼丈夫的严景耀为她讲述自
己在苏联工作的经历，使得雷洁琼在
受到爱国主义熏陶的同时，更得到共
产主义思想的启蒙。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伸向华
北，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
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雷洁
琼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毅然加
入游行队伍，成为燕京大学唯一参加
此次游行的女教师。因北平白色恐怖
日趋严重，她前往江西组织训练妇女
参加抗战。这一时期，她结识了
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人，与
周恩来的谈话，让她认清时局，坚定
抗战必胜的信心。

20世纪40年代前后，雷洁琼回
到上海，与严景耀结为伉俪，结识马
叙伦、许广平、赵朴初等民主进步人
士，并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展的社
会活动。1945年12月，雷洁琼参加
民进成立大会，和民进同志们一道，
通过在进步报刊发表文章、举行座谈
会和团体集会等形式，抨击国民党的
法西斯统治，揭露反动派的罪恶行
径，坚决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和统
一。1946年 6月 23日，雷洁琼参加
了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团体代
表团赴南京为和平而请愿。国民党反
动派指使特务行凶，殴打代表，制造
了震惊全国的“下关事件”，雷洁琼
和马叙伦身负重伤。

1949年，雷洁琼与其他进步人
士 一 道 在 西 柏 坡 见 到 毛 泽 东 、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
共中央领导同志。与毛主席进行难忘
的长谈，使雷洁琼更加认清了战争形
势，看到了全国解放的光明前景，对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坚定。

1949年10月1日，雷洁琼夫妇
与马叙伦等民进前辈一道，参加了开
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
国成立后，作为民进的卓越领导人，
雷洁琼以身作则，积极履职，以榜样
力量感召广大民进会员坚定不移接受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
路。雷洁琼先生曾谈到，她从中国近
代史和亲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两句
话：“一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二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这是雷洁琼106岁人生求索的
深刻总结，也是她终其一生永不后悔
的奋斗方向。民进人，始终秉持着坚
定的信念，与中国共产党在苦难中携
手，在风雨中拼搏。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是中华民族
发生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
变化，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奔向
强起来伟大飞跃的百年。四位民进前
辈的感人故事，是新时代民进人忆往
追昔的思索，是坚定不移做中国共产
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心
声，更是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的决心和誓言。我们坚信，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2035年远景目
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民进人将踏
着民进前辈的足迹，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不忘合作初心，逐梦未
来，砥砺前行。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
中央常务副主席）

雷洁琼：

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建党前后，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创始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他们身
上所闪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芒，鼓舞着身
边民众积极投身革命洪流。1949年 4月，当
马叙伦先生听到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消
息时，他想起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想起他的
昔日的战友，思绪如长江之水百转千回。他丝
毫不怀疑当时所做的一个决定——向时任众
议院议员的老师陈介石建议，由即将回国的
蔡元培替代胡仁源担任北大校长。

那还是1916年的事。即将回国的蔡元培
婉拒了浙江省省长的职务，马叙伦作为曾执
教过北大的资深教授，有感于当时北大腐败
的学术风气，在私塾老师陈介石犹豫蔡元培
去向时，遂萌生了推荐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
想法。之后，他又推荐文科、理科两位学长辅
佐蔡元培的校务工作。其中，文科学长便是当
时还在日本的陈独秀，后陈独秀又推荐李大
钊担任图书馆馆长。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发
传单被抓，营救陈独秀的前前后后，整个北大
动了起来，许多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于是，
本就是北大同事的马叙伦与李大钊正式相
识，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五四运动后，蔡元
培抗议反动政府而愤然离校，马叙伦和李大
钊与知名教授一起协管北大校务，又赴教育
部为蔡校长重回北大请愿。

1921年6月3日，马叙伦作为八校教联
会主席领导了“第二次索薪运动”，北京八校
教职员、公立中小学教职员和学生冒雨赴总
统府请愿，李大钊作为联合会书记积极参与，
他和马叙伦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不
幸的是，这场请愿遭到政府的无情镇压，马叙
伦、李大钊被殴，马叙伦头部受重伤。马叙伦
在《马叙伦自述》中写道：“六三事件的规模，

不下于五四运动，它是有革命意义的运动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
助，北京的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

马叙伦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
秀、李大钊的亲密友谊，使他先后利用职务之
便搭救过“南陈北李”。1926年5月，马叙伦因
抗议“三一八”惨案、揭露军阀政府的暴行，与
李大钊一起遭到“通缉”，后马叙伦在学生的
帮助下得救，李大钊慷慨就义。

在李大钊牺牲18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帮助和影响下，马叙伦、王绍鏊联合一批民主
进步人士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争取民
主反对内战的一支中坚力量。马叙伦的一生
经历了无数次心灵的挣扎与艰辛的抗争，他
曾在1947年10月给家人留下遗嘱，这个时
候的马叙伦已历经两次殴打，第一次是“六三
索薪请愿”，第二次便是“下关事件”。如果说
马叙伦先生第一次被殴打受伤时，他的初衷
只是为了争取教师的待遇，那第二次被殴打
受重伤的马叙伦，已将自己的生命系在祖国
的命运之上。这样的转变，与以李大钊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信仰而勇于牺牲的精
神感召是分不开的。

马叙伦的一生见证了反动与进步的交
错，见证了黑暗与光明的搏杀，见证了中国
人民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他深深懂得，领导
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时代力量，就
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马叙伦担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他为祖
国呕心沥血，一直工作到病倒。已生活不能
自理的马叙伦用颤抖的手写下：只有跟着共
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是他与中国共
产党人多年并肩战斗总结出的肺腑之言，也
是留给民进人宝贵的政治遗嘱，民进人将永
远铭记这句话，像马叙伦一样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马叙伦：

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才是在正道上行

1946年，内战的阴霾笼罩中华大地，中国共
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
而斗争，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内爱国民主运动迅速
兴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民进发起成
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反内战宣言》，揭露
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舆论阵地，同样进行着没有
硝烟的战争。国民党反动宣传机关利用党办报纸，
尽各种诬陷之能事，企图混淆视听，达到威逼利诱
的目的。

曾有《和平日报》（国民党主办报纸）记者称：
“民盟完全为共产党说话，为共产党做掩护，已为
时人所尽知。例如一月间协商会议，每次讨论至国
大问题时，共党坚持代表重选，民盟即随声附和。
昨日民盟又暗中为共产党发言，攻击美国，认美国
援助国军北上，实属不解。”有进步人士在第四十
期《周报》上发文提醒民盟要当心。就在这时，周建
人先生站了出来，用《一个浅近的道理》来说明。他

首先揭露国民党宣传机关的丑恶用心，是“预先布
置一个借口，以便将来设法对待民盟。”接着，他指
出：“便是无论民盟人士或以外无党派的人，如说
话与共产党所说的话相近或相同，问题不在于是
否替共产党说话，事实上却在于都是共同的人民
所讲的话的缘故。”他用富含逻辑简练的语言分析
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即并不是先有了一个党，随
后制造出一班人民来。比方，社会上必先有了资产
阶级，随后有资产阶级的政党，有了无产阶级，才
后有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实际上因为
共产党产生于中国的人民，与人民都是人民群众
里的一部分，说起话来，自然会有相同之处。这是
一点也不奇怪，理所当然的。人民实在只为自己的
利益说话。”

进而，周建人勇敢地指出：“反民主派不但不
替人民说话，还做不利人民的事，却怪人民不替他
们说话！”接下来，他用事例说明共产党得到广泛
支持的原因，其中他特意谈及和平问题，他指出：

“又如中国政府主张对于处理中国和平问题，马歇
尔有最后决定权……人民看来，是在把人民的权
利送给一个别的国家，全国人民一定反对的，共产
党如也不赞成，那就必然大家的意见相一致。”

周建人在随后发表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
一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表面停战实则
积极备战的阴谋。同时，他直白地亮出自己的立
场：“因为中国人民已受够了过去多年内战的苦
痛，又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学知了战争的意义，当
然要坚决反对这种危害人民的内战的；少数中国
法西斯好战专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要进行内
战，便不得不防人民出来反对，才能进行祸国、
殃民的大内战。明眼人都能看出，政府的措置是
倾向于战争，不是息争休战。但这种企图，违背
人民的意志。”

周建人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切的情感，他对
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理解，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
路线，“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息
息相关，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的根本宗旨，令身为民进成员的周建人更加看清
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提升了对中国革命的
认识。1948年4月，周建人由他的老战友、老党员
艾寒松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 3
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团时明确
指出：“周建人是党员，又是民进，他是在中国最黑
暗的年代加入共产党的，是党要他去民进的，他是
完全可以信赖的。”

周建人：

共产党产生于中国的人民

从1919年李大钊在《新纪元》构建统一战线
的思想萌芽起，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民主的联
合战线”。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在危难时刻帮助爱国
民主进步人士渡过难关，在革命低潮时激发他们
的革命热情，这是一个战场，也是一条生命线，更
是一个教育的大课堂。

抗战前夕形势紧张，叶圣陶先生将自己的小
儿子叶至诚托付给胡绳和沈雁冰，并找机会送去
延安，叶至诚最终成为叶圣陶家第一位共产党人。
对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教育性，叶圣陶更有
深刻的体会。

1949年1月7日，叶圣陶离开上海，绕道香港
进入解放区。3月7日，他从烟台去莱阳，叶老在日记
中写道：“晤一青年姜汝，25岁，小学毕业程度。搞青
年工作将10年，聆其所谈，颇头头是道。余因想，共
产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当将
此意发挥之。”叶圣陶有感于共产党对人的教育，所
谓“发挥之”，是他想找机会继续再做调研。3月8日，
叶圣陶在欢迎会上观看了群众演出，演出的剧目是
把党的号召改编为大家可接受的文艺形式，叶圣陶
写道：“余以为如此之戏，与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
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另辟途径者。”

之后，叶圣陶参观了“军官教导团”，并与国民
党投降军官座谈，了解到军官从投降到教育改造
最后编入解放军的全过程，他写道：“所谓教育，先
与阐明为谁打仗，又发动诉苦运动，令各自诉其家
时代所受痛苦。经此之后，大多觉醒，本为被动之
人，今成自动之兵……解放战争胜利，得力于此部
分兵士军官之补充者甚多。”叶圣陶经过观察和思
考，将解放区的良好作风与国统区污浊贪腐的风
气做对比，结合自己亲身的经历，不仅找到了共产

党人教育之精意，更找到了共产党人胜利的秘诀：
“（来解放区）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
尽分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致此，则此次解放战争
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
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

叶圣陶把自己也置身于这一伟大教育之中，并

有所领悟有所心得，更加坚定了他的政治立场。进步
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也大凡经历了这段由感
性到理性、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叶
圣陶一如既往，为党尽职、为国家尽力、为人民服务
4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愧是人民的出版
家、教育家，更不愧为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伙伴。

叶圣陶：

共产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

和平请愿团部分代表在上火车前合影：右起马叙伦、包达三、雷洁琼、阎宝航、张絅伯、盛丕华、胡子婴 （代表团秘书）、蒉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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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10 月 11 日至 22
日，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代
表大会是与三代大会相隔
21 年之后，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全国工作
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统
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的新形势下召开的，
是民进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
碑。图为周建人、叶圣陶在
会议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