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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在全国政
协“委员读书漫谈群”开
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
结”专栏中，全国政协农
业界委员、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委员，农工党党员杨
忠岐回顾了农工党为中华
民 族 解 放 和 复 兴 的 奋 斗
史，分享了农工党与中国
共产党紧密合作、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的历程。本
文是演讲内容的摘编。

雪意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1932年12月 7日，瞿秋白将这首
七绝书赠鲁迅；其时，他因“紧急情
况”避难于鲁迅家，地点在上海多伦多
路旁的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北川公
寓） A三楼四室。诗后自注：“此种颓
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
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
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

《雪意》 作于瞿秋白落脚北京不
久，大约在 1917 年底或 1918 年初。
北国冬景自然与江南风光迥异，雪意深
厚，睹物思乡，原是情理中事；而心生

“惘然”，却是由自身境况与遭际长出的
“颓唐气息”。自 1916年 2月 8日 （农
历正月初六）瞿母金衡玉因贫无力还债
而自杀弃世后，瞿秋白又经历了武汉之
行、流落北京、俄罗斯采访等，流转迁

荡，其情亦哀！但他无暇流连于陈年旧
事，他向过往匆匆一瞥，便继续行程。
1923年的瞿秋白是非常忙碌的，他风
尘仆仆地奔走在上海广州之间，意气风
发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1923 年 12 月，在给女友的信中，
他将自己喻为——“江南第一燕”：

万郊怒绿斗寒潮，
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
为衔春色上云梢。

对比 1917 年写就的 《雪意》，从
“雪意凄其心惘然”到“万郊怒绿斗寒
潮”，从“江南旧梦已成烟”到“我是江
南第一燕”，心境从怅惘转向热烈，诗境
由凄婉转向旷达。“人生的意义”，不再

“昏昧极了”，“避世”的人生观和“唯心
的厌世观”已为旧日心魂；这个“东方
稚儿”经受痛苦的切身体验，终于寻得

“一条光明的路”，他的个体生命已经汇
入民族和国家的艰难行程中了。

瞿秋白的两首诗
陆克寒

对联作成一般性工整，并不太难。难
得是字句恰好自在，音义圆融相谐。这种
情形，有时是努力的结果，有时却属天成。

在《管锥编》中，钱锺书先生有一个
举证：黄震《东发日钞》卷六二论东坡
《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诗：“从来
佳茗似佳人”云：“此句恰与‘若把西湖
比西子’是天生之对。盖‘欲把西湖比
西子’，乃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诗句
也。”黄震乃南宋有名学者。他说的出自
苏东坡两首诗的句子，略微涉及古文的
读者都不陌生，可将它们相俪成一副对
联，就叫人不由得心折——真是一佳配
绝对联语。

由于写诗作文需要，古人对联语文字
的敏感，应该超出我们不少。尽管分别出
自两首诗，可毕竟都是大诗家一人所作，
苏东坡又为读书人喜爱，所以其中妙语关
联，并非黄震一人发现。用钱锺书的话
说：“黄氏未知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一
六《次韵答高宾王》：‘行处西湖作西子，
从来佳茗是佳人’，早已撮合苏句。”陈造

虽也是南宋学者，可时间稍早于黄震，他
这首诗，尽管略改文字，但一眼可见是东
坡句子的并用。

钱锺书读书广博，他发现将东坡此两
诗句联用的，不止陈造、黄震两位。

“顾图河《雄雉斋选集》卷六《以余
杭龙井饷朱宁远》：‘曾闻佳茗似佳人，况
乃西湖比西子’；许善长《碧声吟馆谈
麈》卷一记西湖藕香居茶室悬一联：‘欲
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是佳人。’岂非

‘天生之对’。”顾图河、许善长皆清代
人。他们一在诗中用到东坡两句，一记录
了自己在西湖边藕香居茶室见到两句联
语，均可证明这两句为大家喜爱认可的程
度，故钱锺书以“天生之对”目之。

对文学现象研究深透的钱锺书，对大
家这样都用到相同字句现象，有独到认
识：“东坡两句以来，自谐佳偶，不得遽
目为彼此蹈袭也。”这两句本身就“自谐
佳偶”，不应当把这么多人运用它认为相
互抄袭，该视为妙处为大家所见所喜爱，
故此为大家所乐用罢了。

钱锺书说东坡两诗并联
杨建民

阎肃原名阎志扬，1953 年 6 月入
伍。1955年，阎肃所在的西南军区文
工团歌舞团正式划归空政文工团。这
时，阎肃就开始往文学创作方面发展。
他学习非常刻苦认真，对各种形式的戏
剧、曲艺都广泛涉猎，且成效显著。当
时，空政文工团为了提高创作人员和主
要演员的艺术修养，举办过文学讲座，
阎肃也讲过散文、诗词。他讲解诗词时
会手舞足蹈，从广寒宫里的嫦娥、吴刚
说到高山大川，再从李白、杜甫说到郭
沫若，从天上说到地下，从古说到今，
说得天花乱坠，大伙听得心旷神怡。

下部队演出，坐火车、汽车，大家
都喜欢把阎肃往自己跟前拉，给他拿糖
拿瓜子，巴结他。他肚子里的故事也真
多，有他在跟前，保证你笑得前仰后
合。在团里，他还经常教一些小学员学
古词、古文。当然，有时他也会编些故

事瞎说一气的，他本来就不是个喜欢板
着脸的人。

在西南文工团时，阎肃爱逗乐、开
玩笑，喜欢编一些顺口溜、打油诗，爱
说爱闹的。有人给提意见了，说他太不
严肃。这时他心想，你们不是说我不严
肃吗，那我干脆把名字改为阎肃，看你
们还能不能说我不严肃。

说改真的改了。就这样，阎志扬就
改成了阎肃。

可就算改了名，他仍然严肃不到哪
儿去。他本身就是个乐天派。但他在工
作上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是合唱队的
一名骨干；在生活上也很严肃，日子过
得清苦节俭，不讲穿戴，不乱花钱。当
初几十块钱工资，加上偶尔一点稿费，
都贴补父母了。而且，每月领到工资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交纳党费。他也不急
着找对象，直到31岁才结婚。

阎肃改名
崔鹤同

著名词作家乔羽，一生创作出了
1000多首歌词。许多经典歌曲被广为
传唱，有的还被“嫦娥一号”卫星带入
月球轨道，唱响在浩瀚的太空。

1954年春天，新中国第一部儿童
故事片《祖国的花朵》拍摄完成。导演
严恭找到乔羽，请他尽快创作一首主题
歌。乔羽闷在屋里好几天，一直无法找
到灵感。这天，女友佟琦约他到北海公
园划船。乔羽忽见有一船孩子向他划
来，孩子们悠然划桨的神态，小船儿推
浪而行的憨态，瞬间打开了他的灵感之
门。于是，他赶紧回到岸上，掏出小本
子写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
推开波浪……”就这样，《让我们荡起
双桨》在北海公园诞生了。

乔羽的歌词创作生涯，也由此开
始了。

1956年，导演沙蒙邀请乔羽为电
影《上甘岭》创作插曲。乔羽从构思到
成稿，用了整整10天。沙蒙看到歌词
后，认为甚好，并和乔羽商量，能否把

“一条大河波浪宽”一句，改成“万里
长江波浪宽”？乔羽坚定地说：“不能
改。因为每个人的家门前都会有一条

河，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条大河。只
要一想起家，就会想起这条河，就会很
亲切。长江气势虽大，而在长江边住的
人能有多少？”沙蒙听后，连声说：

“对，对，那就‘一条大河’！”
198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二届

春晚，适逢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共
识，央视决定邀请香港艺人登上春晚舞
台。总导演黄一鹤找到乔羽，开口便直
接要歌词，连要写什么内容也没有交
代。当时正值深夜，乔羽仅仅用了两个
小时便写出了《难忘今宵》。乔羽过后
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得那么顺。我
想，春节晚会嘛，人人都有美好的祝
福，就是共祝愿祖国好！”那年春晚结
束后，《难忘今宵》得到了亿万观众的
盛赞。

乔羽把祖国糅进每一首歌里，把情
怀种在每一个人心上。他曾说：“在我
的上千首词作中，虽然名字各有不同，
但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爱我中华！”

有人称赞乔羽为词坛“泰斗”，乔
羽则谦虚地表示：“如果让我先给自己
写一个墓志铭，我就这样写：这里埋葬
的是一个写过几首歌词的人。”

乔羽的“墓志铭”
王剑

政协
记忆

zhengxiejiyi

在血与火中建党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在苏
联、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
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 ， 第 一 次 国 共 合 作 正 式 形 成 。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
立，并组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
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蒋
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国民党左派人
物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随着政
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国民革命阵营
内部出现了分化：国内外反动势力以
蒋介石为中心，于1927年1月，公
然违背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
擅自主张迁都南昌，挑起“迁都之
争”。

1927年2月9日，国民党左派人
士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邓演达等
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
斗争的领导机关，提出了“实行民
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
运动”等方针。4 月 12 日，蒋介石
发出大屠杀命令，即“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
人和革命群众。接着，在国民党右
派势力所及之省份，以“清党”为
名，疯狂搜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
和国民党左派。北伐战争和国共合
作自此遭受到重大挫折。1927 年 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

“国民政府”。
1927年 7月15日，国民党中央

执委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
大会议，以“分共”名义正式同中国
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
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
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
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
告失败。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大革命
时期邓演达、彭泽民等人同中国共产
党人的相互支持与合作，使他们加深
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了解，加强
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信任，这也为后
来农工党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
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
庆龄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
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
界革命民众宣言》（即 《莫斯科宣
言》）。《莫斯科宣言》分析了当时中
国革命的形势，指出中国进入了“新
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介
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莫斯科
宣言》还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
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号召
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反动势
力和剥削制度。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
萨波赛路290号 （今淡水路332弄1
号），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10个省区
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
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接着一致通
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
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
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
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
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
义。推选邓演达为“中国国民党临时
行动委员会”领导人。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反蒋斗争。包
括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的黄
埔同学会相对抗，联系黄埔军人作为
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一系列革命活
动对蒋介石的政权造成极大威胁，
1931年11月因叛徒出卖，邓演达被
捕，后在南京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年
仅36岁。

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
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
会议在香港九龙召开。为响应中共中
央 1935 年 8 月 1 日发表的 《为抗日
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 《八一宣
言》），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
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
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也是最先响
应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政党。

1947年2月3日，由于革命形势
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华民族解放行
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
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举行。为了适
应革命形势的变化，会议决定将“中
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党名改为

“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通过了《中
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关于党的纲
领、路线和基本方针的决定》《中国
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
言》。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是
继承党的创始人邓演达的遗志，坚持
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
的正确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实
现农民、工人与其他平民的民主。自
此，“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党名沿用
至今。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胜利作出贡献

作为有自己军队的政党，农工党
积极参与了抗日战争。九一八事变
后，全国人民对日寇的侵略罪行和国
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
1931 年 11 月 22日，农工党正式颁
布“倒蒋抗日”十条行动纲领，明确
要同“全国广大的农工平民大众推翻
南京的反动统治，以抗日救国为己
任”。在全国此起彼伏的抗日运动
中，农工党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和推
动抗日斗争。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
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
《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为抗
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农工党领
导黄琪翔、章伯钧等人受到很大鼓
舞，他们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定地
认为农工党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合
作，团结抗日、共同奋斗。1935年
11 月 10 日，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
部会议通过了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
委员会告同志书》，是在最先响应中
共 《八一宣言》 的一个宣言。为了
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
立，农工党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以各
种方式开展工作。

1936年11月，农工党派中央委
员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与杨虎城联
络，以促进联合抗日局面的早日实
现。罗任一到达西安后，受到杨虎城
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罗任一与东北军
主帅张学良见面会谈。随后邀请他到
西安绥署步兵军官学校和十七路军军
官大会上作了国际形势和团结抗日的

讲演。农工党中央委员罗任一的西安
之行对随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
决、推动合作抗日大局面的形成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大批农工
党成员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投
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农工
党领导人黄琪翔领导抗日部队参加抗
战，他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
令、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第六战区副司令，中国远征军副司令
等职，率领抗日部队参加了1937年
的上海淞沪会战、1940 年的枣宜
（湖北枣阳-宜昌） 会战、1944年的
滇西反攻战役等重大抗日战役，在抗
击日寇的正面战场上作出了贡献。农
工党成员组织了“抗日后援队”“前
线慰劳队”等，开展募捐支援前线，
慰问抗日部队。杨逸棠、李卓贤、裘
朝慎等一批农工党成员在前线与日寇
浴血奋战，裘朝慎在淞江阻击战中英
勇牺牲。此外，农工党还组织游击武
装开展抗日斗争，先后在北平、天
津、河北、山西、浙江、江西、广
东、安徽、福建、河南等地建立游击
武装，开展抗日斗争。配合八路军、
新四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与日寇
作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农工党始终坚
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与中国
共产党紧密配合，通过发表宣言、讨
论发言等形式，严正地表明拥护共产
党抗日主张的态度，在重大问题上旗
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解放战争中贡献重要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
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国民党破
坏国内和平，发动内战，坚持召开一
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农工党为争
取民主、和平，配合中国共产党，与
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45年 8月 25日，中国共产党
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
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得到各进
步党派的拥护。1945 年 11 月 12
日，农工党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
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
指出“八年的浴血抗战刚刚结束，而
祸国殃民的内战竟又开端”，要求国
民党当局“秉天下为公的原则，把民
主权利交还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任
何有关军事政治纠纷”。

为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实质，
1945 年 12 月 1 日，《中华论坛》 刊
发章伯钧 《谈内战问题》 的署名文
章，号召全国人民挺身而出，把内战
之火及早扑灭下去。1946年11月，
《中华论坛》杂志发表章伯钧《纪念
邓演达先生》、彭泽民《邓演达的基
本精神》等文章，呼吁农工党所有同
志继承邓演达精神，团结起来，反对
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内战。

1947年 3月12日，农工党发表
《对时局宣言》，指出蒋介石的所作所
为将使中华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愈演
愈烈。针对严峻形势，农工党提出了
六项主张，表达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
团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的原则立
场和坚定态度。

农工党在 1947 年 2 月第四次干
部会议后，有目的地在国民党当局的
党、政、军、警机关中发展党员，在

各省发展地方组织，到 1948 年下半
年，已在全国9个省的153个县建立了
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
密切合作，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工
作。上海、南京、浙江、广东等地的农
工党组织，为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输送知
识分子、提供情报和物资弹药，参与营
救被捕的中共党员，配合开展策反工
作，联合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党员、群
众参加反蒋反美的爱国民主运动，取得
了一定成绩。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
段。农工党于1948年 9月2日至11日
在香港举行中央扩大会议。为便于指
导各地组织的工作和斗争，会议决定
在农工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采取分区指
导的办法。在上海设立华东局，在广
州设立华南局，联系和指导国内外
170 多个地方组织大约两万名党员进
行革命斗争。

会议还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就是改
变对国民党的斗争方式，即由和平的民
主的斗争转向武装的军事的斗争，开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
随后，为配合解放战争，农工党在香
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负责人建立了联
系，部署农工党各级组织开展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主要是
在国统区发动人民或组织力量参加革
命的武装组织，开展反蒋军事斗争。
解放战争中，各地农工党武装统一接
受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队
伍中的重要力量。

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立

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发布
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5月 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
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
示》。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
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联合
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国共
产党“五一口号”。6月16日，农工党
中央在《对时局宣言》中郑重声明，历
史证明“民主、独立、统一的中国决不
能从与反动统治妥协中得来；只有经过
人民的革命斗争达到”，号召爱国同胞

“加紧团结起来，扩大民主联合行动，
积极为召开新政协，为人民的胜利，为
新中国的实现而奋斗”。

随后，农工党积极参加新政协筹备
与协商建国工作。1949年 9月21日至
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参
会代表中有20位农工党党员，其中代表
农工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0人，农
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均为主席团
成员。9月24日，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
民在大会上发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下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胜利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
奋斗取得的胜利成果，农工党等民主党
派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工党等民主
党派参加人民政权，是对农工党等民主
党派抗日反蒋革命历史的充分肯定。从
此，农工党等民主党派成为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参加人民政权的新型政党，踏
上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竭诚合作
建设新中国的崭新历史道路。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9月24日，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画好同心圆 圆我中华梦
——中国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的奋斗历程

杨忠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