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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著名民主革命家、
教育家张澜先生诞辰 150 周年。
年初，有幸得到另一位著名民主
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签赠
给张澜先生的诗集 《苞桑集》。
特此详考，以飨读者。

相知相和

《苞桑集》 出版于 1946 年 11
月，由开明书店印行。是叶圣陶、
傅彬然为黄炎培编选的一本诗集。
诗集分三卷，收录诗词 767 首。第
一卷为创作于九一八事变之前的诗
歌81首，第二卷为创作于七七事变
到九一八事变之间的诗歌 225 首，
第三卷为创作于七七事变到抗战胜
利的诗歌 461 首。从分卷节点即可
看出黄炎培的爱国情怀。黄炎培在

“自序”中阐释了选用这个题目的
原因：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是
古语，易的否卦爻辞引用这古语，
而略去了上文的主名。象征着中华
民族遭遇国难，正在垂危的时候，
因天然生活力的腴厚，国命有托，
不至于逃亡。苞桑是象征着新中华
凭着他的天赋，发出蓬蓬勃勃的生
气，这蓬蓬勃勃地新的生气，不怕
凄风暴雨的外患，也不怕虫蚀鸟啄
的内忧。对日抗战是这样，以后还
是会这样。我爱中华，我爱苞桑。

可以看出，黄炎培认为国民党
发动内战虽然致使中华民族再次遭
受苦难，但中华民族拥有强大“生
活力”“蓬蓬勃勃的生气”，必将拥
有光明的前景。

这本诗集封面，黄炎培用遒劲
浑 然 的 大 字 写 道 ：“ 表 方 老 兄 存
念。”旁边是一列小字：“请捡第三
十四页一百三十页。”落款时间地点
为“一九五二年八月北京”。

查诗集第 34 页，有 《偕张表
方、卢作孚、鲜特生诸君游莫干山
十首》。诗题下注“二十二年（1933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 1933 年 是
黄、张相识之始。1933 年 5 月，张
澜一行到苏、浙、粤、桂考察。5月
9日，被黄炎培称之为“川中长者”
的张澜，拜会了黄炎培，两位民主
革命家、教育家首次会面；当晚，
黄炎培赴张澜下榻酒店回访。在沪
期间，张澜参观了黄炎培创办的中
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学校、人
文社，对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和乡村
建设成就十分赞赏，认为颇有值得
四川效法之处。

7月，张澜结束在桂考察，专程
回沪拜会黄炎培。7 月 22 日、23
日，黄炎培邀请张澜等人到莫干山
游览，作诗为记，即 《偕张表方、
卢作孚、鲜特生诸君游莫干山十
首》：

杭郊西去绿云屯，百里峰回到庾邨。
犹见山堂课畊读，满园生意长鸡豚。
下山省力上山难，老路迂回新路宽。
一径松荫人不见，隔峰笑语出林端。
山翠无心欲染衣，望云亭角立斜晖。
鸣泉啼鸟一时寂，风卷松涛声入微。
幽居无烛室昏黄，眼送诸峰入莽苍。
开户自来云片片，贪寻诗料不嫌凉。
隔宵一雨瀑添肥，谁向天池试剑归。
入谷不愁穷百级，爱看岭上白云飞。
隐隐羊肠电毂通，迢迢碧浪海门东。

漫憎云海规模小，一白连峰絮万重。
除却登山滴汗时，幽齐尽日鼓凉飔。
猩红一朵翘群绿，艳绝山花欲媚谁。
解甲何曾厌鼓频，抚髀心事讬幽栖。
买山倘许依风雅，猎取诗情作榜题。
山头瓜李会嘉宾，山半筠篮血汗身。
谁识朱门红烛夜，压肩犹有未归人。
倾盖眼前二三子，救时胸次百万兵。
愁看海色连山色，暂借泉声洗市声。

其中第七首 《黄炎培日记》 作
“解甲何曾厌鼓频，抚髀心事讬幽
栖。将军心事凭谁诉，怕听山村欲
曙鸡。”《黄炎培日记》下注：

此诗原作为：“解甲何曾厌鼓
频，持筹多暇爱幽栖。买山尽欲依
风雅，猎取诗情作榜题。”后改定
如 上 。 但 《苞 桑 集》 所 载 又 有
改动。

这十首诗总体风格是明快的。
细味“老路迂回新路宽”诸语，暗
含对中华民族前景充满信心。但从
第七首诗开始，尤其从第七首反复
修订看，明快中夹杂着忧患情绪。
可以想见，张、黄相会这段时间，
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有着深
刻的思考、交流和担忧。

至诚至真

莫干山之行后，张澜返川，但
相同的理想抱负，共通的爱国心
志，种下了二人友谊的种子。

查诗集第 130 页，有 《题张表
方所著<说仁><说义>兼为之寿》：

利病珍良苦，扶危仗后凋。休
休尊一老，谔谔耻群僚。刚正由无
欲，弥缝使弗浇。只应仁者寿，元
箸拜超超。

诗题下注时间为“三十一年七
月六日”。《黄炎培日记》“1942年7

月 6 日”称：“表方先生年逾七十，
以刚直震朝野，奉题其所著 《说
仁》《说义》 兼为先生寿。”张澜七
十诞辰是 1942年 4月。当时，学生
寇华表、马玉泉等人“谋所以称觞
致祝”，但张澜以“寇难方深，峻辞
不许”。（寇华表等：《<说仁><说义>
跋》）当年“夏月”，门人集资印行
他的论著《说仁》《说义》以祝寿。

7 月 5 日，寇华表找到黄炎培，
“嘱题张表方著 《说仁》《说义》 书
签。”7 月 6 日，黄炎培拜访张澜，
为《说仁》《说义》题诗，高度赞扬
张澜为民主革命事业奔走呼号的伟
大情怀。这也是二人为抗战民主解
放事业勠力奋斗的真实写照。

从1938年同被选为国民参政会
第一届参政人员开始，张澜、黄炎
培、沈钧儒、梁漱溟等民主人士，
就同中国共产党一道，携手前进、
密集聚会，商讨国事、研究议题，
推动抗战、争取民主，为中华民族
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

1938 年 7 月，在国民参政会第
一届第一次会议上，张澜、黄炎培
等 116 人联署支持中共参政员董必
武等提出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
战建国纲领>决议案》。1939 年 1
月，黄炎培起草“讨汪宣言”，张澜
等参与联名。

1941 年 3 月，组建中国民主政
团同盟，黄炎培任主席；当年 10
月，张澜接任主席。11 月，提交
《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
基础案》，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
实行民主政治”。1943年7月，张澜
致书给蒋介石，配合中国共产党对
蒋介石军事、政治反共活动进行针
锋相对的斗争。

1945 年 7 月，黄炎培赴延安考
察，写成《延安归来》，认为中国共

产党“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抗战胜利后，张澜、黄炎培诸人

热情推动重庆谈判，争取民主和平建
国。当年 8 月，邵力子举行招待会，
黄炎培说：“蒋主席仅电邀毛先生来渝
还不够，必须在日本签订和约后，先
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
取消特务，实行言论自由；改组最高
委员会，修订抗战建国纲领，并进速
召集政治会议。”张澜表示支持。但
是，张澜、黄炎培等人的努力没有换
来和平。

老百弥坚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
战。1946年 7月，国民党特务制造了
震惊中外的“李闻血案”。1947年11
月，中国民主同盟因“与共匪间关系
密切，主张一致……实为中共之附
庸”而被迫解散。但张澜、黄炎培等
人争取民主的脚步没有就此停止。他
们秘密筹措经费，商定由沈钧儒赴香
港酝酿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
民盟总部。

1948年 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期间，黄炎培写了一首 《赠张表方》，
赞颂张澜对民主事业的杰出贡献：“北
蜀千山一草庐，说仁说义道非迂。行
方落落偏从众，语亢巍巍乃藐诸。百
辈雄冠尊杖履，一辞巴峡老江湖。苍
生空陨长沙涕，子且前于我后喁。”从
此，张澜、黄炎培等民主革命家，与
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
心同行。他们支持中共的五一口号，
认为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途径”；北
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

黄炎培题赠诗集时间是“一九五
二年八月北京”。当时，张澜任中国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炎
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1952年 7月 25日，黄炎培得开明
书 店 来 信 ， 得 20 册 赠 书 ， 被 告 知
“《苞桑集》卖完不再版”。黄炎培将
所得书分别寄赠冷遹、俞友清等人，
或是想起了与张澜近20年革命奋斗的
友谊，特赠张澜1册以为纪念。

其时，二人正全身心投入到新中
国的建设事业中。张澜虽然精力日渐
衰退，“尝想乞养休假，又以目睹中共
领导人无一不以人民疾苦为念，而忘
却个人安乐，日以继夜，为人民服务
之精神所感召，不能不勉以衰老之身
竭其诚悃，尽其绵力，以服务于人
民。”（1950年8月，《给川康朋友的一
封公开信》）

黄炎培则从旧社会三十三年不做
官，到“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
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黄大
能《忆念吾父黄炎培》）

1955年 2月 9日，张澜因病逝世，
黄炎培系“张澜先生治丧委员会”成
员，并作“张表方先生哀词”；2月12
日，举行公祭，刘少奇主祭，黄炎培
是10名陪祭人之一。1965年12月 21
日，黄炎培逝世。

回顾两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相识
相知相和争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
中国这段历史，他们老而弥坚的精神
令人景仰，他们至诚至真的人格更让
人深为感动。张澜在 《四勉·一戒》

“自序”中说：“人不可以不自爱，不
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
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黄炎培则
曾写过一则座右铭：“理比求真，事必
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有言必
信，无欲则刚；取象于钱，外圆内
方。”可为后来人自勉。

（作者单位：沈阳市政协）

1972年12月，扶风县建和
公社北桥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
同铭鼎、簋各一件，铭文大体相
同。但一件作“初士”“伯士父”，
另一件则作“初吉”“伯吉父”。

月亮的盈缺变化是古人纪
时的重要依据。周人沿用商人
历法，一年有十二个月，岁首即

正月。
此外，还有将一月划分成

“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
死霸”等四部分的说法。

周人认为，月初是比较吉祥
的时间，重要的庆典活动往往都
放在月初举行，所以，金文中出
现较多的“初吉”月相记录。

伯
吉
父
鼎

2022 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110 周
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
物的保护研究传承，国家博物馆于近日
推出系列展览罗伯昭捐赠展、国家博物
馆考古成果展、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
等系列重磅展览，从藏品征集、考古发
掘、文物保护等三个方面讲述国家博物
馆 110年来典守文脉、求真务实、开
拓创新的历程。

其中，“薪火赓续——罗伯昭捐赠
展”以罗伯昭先生“全部藏泉，公诸邦
国”的爱国义举为主题，精选罗伯昭捐
赠文物珍品170件 （组），通过“泉坛
巨擘 沐园寄怀”“爱国义举 垂范后
世”“不负重托 笃行致远”三个单
元，系统展示罗伯昭的重要钱币收藏和
学术研究工作，展示国家博物馆在钱币
文物征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等
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既彰显和铭记一
代名家化私为公的奉献精神，引导观众
切身感受前辈先贤热爱祖国、心怀天
下、热心公益的高风亮节和赤子情怀，
也展示和见证国家博物馆从筚路蓝缕到
走向辉煌的历史脉搏。

“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
果展”以国博百余年考古发展历程为线
索，用240余件文物及相关考古资料展
现国博考古工作百余年来的丰硕成果。
1921年，河北钜鹿宋城的发掘，揭开
国博百余年考古的序幕。新中国成立之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博考古开
始以田野考古为主，后陆续开拓水下、
遥感与航空摄影等考古领域。百余年
来，国博考古跟随时代脉动，勇于自我
调整，成果喜人；国博考古人艰苦奋
斗，形成了严谨求实的优良传统。

“片羽重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
果展”（暂定名）以文物保护工作为主
题，坚持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策展理念，系统梳理了国家博物馆百
余年来在文物保护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展示了文保理念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体现了不同时期文物保护的特点与成
就。引导观众通过展览认识文物检测、
研究、保护、修复和复制的流程，了解
国家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感受
到国力强盛、民族复兴给文物保护事业
带来的显著变化。

同时，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再次携手
多家博物馆举办“手拉手：共享世界文
明之美”在线展示活动，不仅包括20
余个国家的国家级或知名国外博物馆，
还包括国内10家博物馆，30余位博物
馆馆长将带领全球观众云游博物馆，并
亲自讲解重要的馆藏文物，共享世界文
明之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
鉴。同时，国内博物馆将一起向世界讲
述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
第二届全球博物馆馆长论坛将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围绕“变局
与坚守：博物馆的时代责任”的主题进
行深入讨论，助力全球博物馆把握和应
对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

馆庆期间，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办“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
通过来自意大利的308件（套）公元前
4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青铜器、雕塑、
陶器、钱币等珍贵文物，展示多元文化
的碰撞与融合。

同时，还将举办中韩日古代青铜器
展，展示中、韩、日古代的青铜工艺之
美，系统呈现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礼
仪文明与科技艺术成就。

此外，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划的

“食味中华——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
已经于2022年6月8日在列支敦士登国
家博物馆开幕，展览系统阐释中国古代
饮食的发展变迁与文化内涵，让世界了
解和感知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生趣。

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重
要历史文化艺术殿堂，收藏有 140 万
余件藏品，充分展现和见证了中华
5000 多年文明的血脉绵延与灿烂辉
煌。此次馆庆期间将编纂出版 《中国
国家博物馆》画册、《中国国家博物馆
名家丛书》。

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画册撷
取国博馆藏精品文物，代表性地展示了
自远古至当代中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
就。古代部分近 400 件文物包括青铜
器、陶器、瓷器、玉器、金银器、钱

币、书画、画像砖 （石）、杂项等大
类，近现代部分涵盖100件文物精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名家丛书》首批
出版沈从文、史树青、俞伟超、苏东
海、王宏钧等5位名家文集，每位名家
单独成卷，卷下分册。丛书选取名家学
术生涯中代表性的、在其学术贡献中成
体系的著述重新编排出版。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国家博
物馆学术研究高质量发展，展示研究
成果、切磋学科理论、传播学术讯
息、扩大学术视野，国家博物馆将推
出 7 场系列学术论坛，涉及中国古代
青铜器、中国古代服饰、考古学视野
下的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中华
文明起源与脉络、近现代历史文物、
文物科技保护、智慧博物馆建设等主
题与方向。届时，各学术论坛除国内
各领域专家外，还将有来自欧洲、北
美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领域
专家在线参加论坛。

为期一个多月的7场学术论坛，将
从多维度、多视角、多领域为文博界带
来学术盛宴。

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庆祝110周年
本报记者 付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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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嶝岛田墘村的红
砖古厝，穿越岁月的风风雨
雨，静静地伫立在前来寻访
的人们面前。其中有12座红
砖古厝是大嶝金门县政府旧
址群，包括金门县政府总部、
文书房、保安队、会议室、盐
兵楼、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
书记处等 7处旧址，总建筑
面积达2698.6平方米，不论
是木雕、石雕，还是砖雕、彩
绘，均线条飘逸、刀工精致，
散发出质朴清雅的韵味，十
分精美，是两岸同胞共同抗
日的重要史迹。

厦门大嶝岛上怎么会有
民国时代金门县政府的旧址呢？这得回
溯一段烽火年代。

历史上大嶝岛属于金门。北宋以
来，厦门、金门两岛属泉州府同安县管
辖。民国初年，厦门、金门独立设县，
1914 年金门县成立，下辖金门、烈
屿、大嶝、小嶝四个岛屿。

据《金门县志》第九卷兵事志的第
二章记载：1937年10月24日，有六七
艘日本军舰停泊在金门附近旧金城的海
面上，日本军队乘坐小汽艇企图登陆金
门岛，被金门岛上的壮丁队开枪击退。
当时金门岛上并没有正式驻军，只有保
安队40人，壮丁队数百人。26日凌晨
4时，日本军舰用机关枪、大炮疯狂地
向金门岛射击，7时许在分水头、旧金
城、古岗三路登陆，并直逼金门县城。
日军沿途烧杀抢掠，金门县长邝汉未组
织任何抵抗，竟弃职潜逃，金门沦陷。
1937年12月，民国福建省政府令金门
县政府迁往大嶝岛，不少金门老百姓也
转移到大嶝。

1937 年 11 月，国民陆军第 80 师
派一个营驻扎大嶝，构筑工事，准备抵
抗日军进攻。大嶝的百姓主动捐献门
板、石料给作战部队作为修筑工事之
用，农民郑德语把自己准备建房的木
头、石料、水泥全部无偿地捐献出来，
受到乡民的称赞。

1938年初，金门县政府及县党部先
后在大嶝岛田墘村借用民居办公。1938
年 5月13日厦门岛被日军占领后，6月
金门县长韩延爽建议将金门县政府及大
小嶝居民迁到南安、同安，但大嶝居民不
愿迁走，表示要坚持留下来协助军队抗
日，誓与大嶝岛共存亡。从1938年 7月
起，金门县政府大嶝办事处便担负起领
导大嶝民众进行抗日的重任。

日军的挑衅并未停止，此后便不断
派飞机轰炸大嶝、小嶝等岛屿，老百姓
被炸死10多人，民房被毁20余幢，敌

人的暴行，激起了人民无比的愤怒。
1938年 4月，来自金门、南安水头、石
井、莲河、大嶝的热血青年40多人乘坐
快船，借着夜色的掩护，勇敢地登上已被
日军控制的金门岛，端掉了日军在金门官
澳村的一个岗楼，歼灭日本海军陆战队
20 余人，缴获机枪 2 挺，步枪 10 余支，
其他战利品100多件。

从1939年到1945年间，金门县政府
大嶝办事处先后组织了以金门籍的热血青
年为主体的“金门复土救乡团抗日敢死
队”“金门复土救乡团”等，开展了一系
列袭击金门日军的活动。有一位名叫郑记
得的土炮手，他不仅科学地借用锯木时架
设木头的木马原理，设计出可以控制射击
角度的新式炮架，能自如调节炮管高低，
还在炮弹射击中练出一手绝技：日军军舰
驶到土炮的有效射击圈内，他就先将炮弹
射击到最高处，让炮弹垂直自由落体，正
好能落在日军的军舰上。大嶝军民抗日活
动，致使驻金日军惶惶不可终日，大嶝岛
也始终未沦陷。

古厝无言，它镌刻着永恒的历史。这
里每一座楼房都有难忘的故事，都是不朽
的纪念碑，讲述着海峡两岸同胞共有的辛
酸与怀念，纪念着并未远去的烽火岁月。

20 世纪 90 年代，两岸关系趋于缓
和，金门人民来到当年并肩作战的故
地，感慨万千。金门县政府也多次派人
前来考察、寻访，提出希望将这些古厝
建成“金门史料陈列馆”，并愿意出资修
缮。金门同胞的心愿和要求，引起大陆
方面的重视。目前，相关部门已将“金
门县政府旧址群”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5 周年，
大嶝金门县政府旧址群，是厦门和金门共
同抗战的历史见证，是重要的涉台文物，
也是两岸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辱民族精
神的历史遗存，对加强两岸交流、实现两
岸的和平统一有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

大嶝岛上“金门县”
两岸齐心同抗日

本报记者 照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