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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和争取的重要对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力量非常弱
小，而反动势力异常强大。在当时中国
的政治舞台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是掌握一定资本、知识，且社会活动
比较频繁的一支重要力量，比如，张謇、
卢作孚、陈嘉庚、黄炎培、陈叔通等爱国
志士，在官僚资本主义、封建顽固势力和
帝国主义列强的多重挤压下，利用自办
企业及其在民族工商业中的影响，甚至
联合其他力量组成革命团体或革命政
党，不断寻找救亡图存的中国出路。

当时，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动力，民
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其主
要政治诉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
领和反帝反军阀的目标基本一致，成为
中国共产党团结和争取的重要对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
农村“打土豪、分田地”，获得了贫苦
农民的广泛支持，同时注重发挥民族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中的作
用，支援了革命战争。井冈山根据地确
定对小商小贩等私营业者的经济保护政
策，通过降低税率鼓励私营商业发展。
毛主席总结的根据地经济建设经验，其
中有一条就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
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
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私营
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提出减租减息政策，并吸引外地资本
家到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奖励民营企
业。这些做法比较好地团结了民族工商
业，加强了根据地民主政权。正如毛泽东
同志指出的那样，“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
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
开征援助政府和军队，支持抗战建国的
神圣事业。对解决边区财政困难起基础
性作用的，主要是农、盐、工、畜、商等
私人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把保护民族工
商业确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

纲领之一。工商界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
东北解放区一些城市的旧商会、旧工业
会主动接受政府改造，率先成立了工商
联或商会。一批工商界爱国人士积极迎
接解放，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
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支持成
立 民 主 联 合 政 府 。 1949 年 2 月 ，
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新中国要成立工商联的设想。同年 8
月，中央正式作出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
决定。9月，陈叔通等 17位工商界代
表参加了毛泽东在怀仁堂的会见，并作
为一个重要方面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共有私营工业
12.3 万户，职工 164 万人；生产总值
6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63.2%。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
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了广大民族工商
业者，为结成广泛阶级联盟、取得革命
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巩固和保卫新生政权、恢复国
民经济，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
任务。党确立并执行了“公私兼顾、劳资
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
方”的经济建设总方针，实行在国营经济
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为巩
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 年，中央私营企业局制定了
《私营企业投资暂行条例》。1952年6月
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认为，
要通过工商联把工商界人士广泛组织起
来，团结和教育资产阶级分子，培养进步
的民族资本家。1952年8月，政务院颁发
《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1953年 10
月，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1953 年至
1956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个体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这一时期，荣毅仁、胡子昂、李烛尘、

王光英等老一辈工商联领导人带头响应党
的号召，参与公私合营，带动了更多的工商
业者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1958年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受
到严重挫折。1961年后，国民经济发展
政策调整，个体私营经济获得短暂发展。
1966年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

“五老火锅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辟了
改 革 开 放 的 新 纪 元 。 1979 年 1 月 ，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待了民
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的5位领导人，胡厥
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并
与他们共进午餐。

这“五老”都曾是中国工商界的巨
子，在民族工商业中声名显赫，也都是中
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当时5位老人年纪最
小的已经是耳顺之年，最大的则是88岁
的耄耋老人了。收到邀请函后，他们相约
在胡厥文家中，商议着即将与邓小平同志
见面的相关事宜，并由古耕虞连夜起草了

“建议书”。
在会见时，邓小平开门见山问五老：

“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想听听你们
的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五老便提出
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提出了利
用外资、归侨办厂的观点。邓小平同志在
这场火锅宴上强调“钱要用起来，人要用
起来”，这就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的“五老
火锅宴”。

这次谈话不久，经国务院批准，由荣
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
大实业公司、由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三大民营公司先
后成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个体
私营经济如雨后春笋，率先在浙江温州等
沿海地区破土而出。广东陈志雄“承包鱼
塘雇工讨论”、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
温州“八大王”事件，曾引发社会广泛争
议，推动了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创
新和政策出台。

民营经济和工商联工作的快速发展

从十二大、十三大的“有益的必要的补
充”，到1988年私营经济入宪、十四大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再到
十五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
度、十六大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个体私
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

加强对他们的引导，成为工商联工作的
新任务。1988年8月，党中央批准设立全国
工商联党组。1989年3月中央统战部《关于
开展私营企业统战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提出了开展私营企业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
1991年，中央15号文件将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明确作为工商联的工作对象。2001年，党
中央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明确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推动爱国统一战线由

“三者联盟”扩大为“四者联盟”。2010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强调工商联工作
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重要内
容。这都为工商联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改革开放新时期成长起来一大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他们以
极大的热情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截至 2012年底，全国共有私营企业 1085
万家，个体工商户4099万户，占据国民经
济半壁江山，民营经济人士成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的民营经济和工商联工作得
到快速发展，民营企业主动参与和服务改
革开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7年国企改
革攻坚、1998年特大洪灾、2001年中国
入世、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
和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工商联和民营企业
与党和国家共克时艰，做出了积极贡献。

历史证明，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是改
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经验，是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方式。充分调动民
营企业家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富
有活力的要素，有利于形成创新活力竞相
迸发、社会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良好局面。

坚定信念跟党走 齐心协力谋发展
李汉宇

小时候听说周建人，只知道是鲁迅
的弟弟，其他一概不知。

与周建人的初次“交往”是因中学生
物学教材。在一次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
材培训会议上，第一次听说了新中国第
一套中学生物学教材是周建人先生编
的，方知周先生是颇有建树的大人物。随
后追根溯源，想找一下周建人编的教材
是什么模样。

找来找去，找到了不少故事。周建人
小时候家道中落，17岁时刻苦钻研植物生
物学科，写成《会稽山采物记》和《镇塘前
观潮记》，开启了数十年的科普写作生活；
34岁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开
始编写《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 生物学》
（1933年出版），至1950年 7月已达253
版，教科书生动活泼、图文并茂，曾长时间
为全国中小学所采用，对于普及科学知识
起了重要作用；59岁时，他用白话文翻译
的《物种起源》出版，引起轰动，被誉为是
大家手笔，扛鼎之作；61岁时，他执笔编写
了新中国的第一部生物学教材——《初级
中学动物学课本》（上、下册），由新华书店
出版，校订《初级中学植物学课本》（上、下
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他编的教材传播了生物学科学知
识，开创了新中国中学生物学教材编写

的体例，语言简洁传神，具科学美感，为
后来者所效仿。

不仅如此，他还在《人民教育》杂志
上发表《论谈生物科学的教材和教法》一
文，谈到了自己的生物学教育思想：“学习
自然科学时，使青年学到的知识当不是一
块块的僵硬的知识，应该是活知识……要
是初学者容易消化吸收，必须取与实际生
活有关，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材料”“现在并
不否认自然科学能教育知识，但同时必须
重视它的思想教育意义”。

初次“交往”，让我感觉有点惭愧，
作为中学生物学教师，居然刚刚了解
周建人。

与周建人先生的第二次“交往”，是
在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时。10年前，
我对民主党派的认识还懵懵懂懂，后来
学习了有关资料才明白，中国民主促进
会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
级知识分子组成。1945年12月30日在
上海成立，主要创始人有马叙伦、王绍
鏊、周建人、许广平等。

1932年，周建人参加了宋庆龄、蔡
元培、杨杏佛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的筹备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
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一起，
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45

年，57岁的周建人与民进的其他创始人在
上海创办了民进，纲领是“发扬民主精神，
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抗日战争的胜
利后几年，他与许杰、许广平等人发表《我
们对于处置敌日在华商人的意见》，提出严
惩战犯、赔偿文物图籍、财产与土地损失等
六项要求，发表《论历史行进的方向》《漫谈
一党专政》等文章，呼吁民主，要求结束国
民党一党专政，期间他在《民主》《周报》《新
文化》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多篇
纪念鲁迅的文章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
章，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新
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
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等，平时公务是十分繁忙的，
但他却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
一名会员，按时交会费，做省长时，每次到京
开会都是坐普通客车，和群众在一起，退休
后很少到疗养胜地去休养……

和周建人的第二次“交往”，让人油然
而生敬意。

我与周建人的第三次“交往”是2021
年 7 月到西柏坡学访。在中央统战部旧
址，通过沉浸式参观学习，我们深刻地了
解了中国革命与统一战线的历史关系，
了解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70 多年的历史，
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
福的光辉历史。尤其是了解到周建人曾
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在推进
民进组织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休戚与共、
荣辱共担的发展历史中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

1935年，瞿秋白被捕后，从狱中写信
给周建人，通过他与鲁迅和杨之华（瞿秋白
夫人）建立起联系；1948年4月30日，中国
共产党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民进立即表
示拥护和响应，同年秋，周建人一家悄然离
开上海，乘船北上到达天津，辗转到达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1949年 9月，周建人与
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雷洁琼等出席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参与了制订《共同纲领》和组建中央人民
政府的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周建人给《北
京晚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写文章，主
讲反对封建思想，崇尚科学，鼓励要进行
思想革命，认为思想解放是当今中国的头
等大事，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提振
民族精神的关键；晚年行动不便的他重译
《共产党宣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进中
央原主席严隽琪评价说，以周建人同志为
代表的民进老一辈领导人，无论是在民主
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
觉选择并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亲
密合作，形成了民进“立会为公，参政为
民，以党为师”的优良传统。

三次“交往”，是专业能力的升华，是精
神世界的洗礼，更是人生的精准导航。

（作者单位：民进天津市东丽区工委）

我与周建人的三次“交往”
郭 亮

1930年春，随着各地党组织的
发展，中共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往来
不断增加，其中不少文件内容涉及
党的最高机密。当年4月19日，《中
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
体工作同志信》中规定：“不需要的
文件，必须随时送到保管处保存。”
夏秋间，又决定筹建中共中央阅文
处（后也称“中央文库”），主要保存：
中共中央决议、纲领、宣言；党的代
表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共产
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
对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红军军事
文件；党内出版物等。

文件一多，就需要整理。1931
年春，中共中央阅文处已收集了20
余箱文件、资料。当时兼管中央秘密
工作委员会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
周恩来抵达上海，在视察中共中央
秘书处工作时，发现秘书处下设的

“中央文库”在档案保管方面比较紊
乱，这在白色恐怖尤其严重的上海
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当即指示中央
秘书处的负责人转告对档案保管有
研究的瞿秋白，请他起草具体的处

置办法，以供“中央文库”遵照执行。
瞿秋白欣然从命，拟定《文件处

置办法》，除了将文件分成 4 大类
（即中央文件、地方文件、苏区文件、
红军文件），还对如何分类、整理、编
目、保存作出规定，并在最后加上

“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
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
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
下）之党史委员会。”

瞿秋白的意思很明显，文件
一份是供当时查阅，体现文件现时
的使用价值；一份是永久存档，成
为历史档案。永久档案将“备交将
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这
不仅表明瞿秋白对档案管理的科
学规划，更流露出他对革命必胜的
坚定信心。

《文件处置办法》成了中共历史
上第一个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规
定。顺便说一句，虽然历尽艰难，

“中央文库”所保存的 1.5 万余件
珍贵档案在新中国成立后真的入
藏中央档案馆。瞿秋白的预言实
现了。

瞿秋白坚信革命必胜
周二中

容庚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跟
随舅父邓尔雅学习篆书和刻印。在
学习过程中，容庚逐渐对古文字
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相
关的工具书实在太少，于是，22
岁时下决心编写《金文编》，这个
想法也得到邓尔雅的鼓励和支
持。此后 6 年，容庚潜心研究，
日夜摹写铭文，终于写成四册稿
本。

1922 年，容庚北上求学，途
经天津时携带《金文编》稿本拜访
罗振玉。当时，罗振玉已名满天下，
是古文字研究著名学者。看到《金
文编》后，非常激动，向时任北大国
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马衡写信推
荐，称赞容庚“治古金文，可造就
也”。因为《金文编》内容丰富，学术
性较高，容庚最终被免试破格录取
为国学门第二期研究生。

在北京大学半工半读时，容
庚获得更多名师指点和研究资
料，继续修订 《金文编》，1925
年，《金文编》 写成。初版共有 6
个序言，除容庚自序外，分别有罗

振玉、王国维、马衡、邓尔雅、沈
兼士5位导师的序言，展现了学术
界对该书的认可和推崇。

书成之后，罗振玉推荐给商
务印书馆出版，但由于当时研究
金文需求较少，出版费用昂贵，
最后没有出版。罗振玉获知消息
后，再次施以援手，以其经营的
书店“贻安堂”名义出资印刷
发行。

《金文编》因考据严谨、博采
众长，获得优良成绩，容庚本人
也 在 学 界 一 举 成 名 。 1926 年 3
月，容庚受聘为燕京大学襄教
授，一年之后破格晋升为教授，
担任 《燕京学报》 主编，又先后
受聘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会委员
等职。

在京 20余年间，容庚广交良
师益友，开阔学术视野，先后编撰
《宝蕴楼彝器图录》《秦汉金文录》
《中国文字学形篇》《中国文字学义
篇》《颂斋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
图录》《商周彝器通考》 等专著，
终成一代学术大家。

容庚撰写《金文编》
付 裕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
行开学典礼，蔡元培校长发表了《就
任演说》，对青年学生提出 3 点要
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
友。”他的演讲稿虽然只有区区
1500 余字，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
是北大的新气象和北大学生应有
的模样。让在场所有人眼前一亮，
大家都被蔡元培的演讲魅力所折
服。大家情不自禁地以雷鸣般的掌
声给予回应。

一次，北大举办重要活动，有一
场在第二院大礼堂举行的音乐会，
观看演出者需持票进入。但演出开
始前，一些无票的学生捷足先登占
了有票学生的座位，一时间造成秩
序混乱、人声鼎沸，当下有人将情况
告诉了蔡元培。

蔡元培赶紧来到礼堂，然后站在
讲台上，面带微笑地发表了简短的演
讲：“请无票的学生自觉退出礼堂，我

们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礼堂，而不是沙
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
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
以感人。”话音刚落，台下立刻掌声如
潮，有几百名无票的学生都站起来，
依次排列陆续退出了礼堂。

北大学生川岛曾回忆当时的场
景：“大家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
话，望着台上蔡先生始终含着微笑
点首。我座位的周围一下子空了出
来，眼看着没票的人一个个退去，有
票的人一个个进来，第二院中还是
那么静穆和严肃，音乐会还是按时
开幕。我鼻子一酸，情不自禁地溢出
两行热泪。多少年过去了，蔡先生的
微笑依然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始终
不肯消退。那天，蔡先生的演说很
短，但令人回味悠长。蔡先生短短的
几句话就让几百名无票学生退出礼
堂，这不能不让我惊叹于蔡先生的
演讲魅力。”

蔡元培的演讲魅力
张 雨

北大哲学教授汤一介与同是北
大教授的妻子、国内比较文学研究
领域的拓荒者乐黛云，被称为学术
界的“双璧”。

汤一介与乐黛云相识于北大求
学时期，两人伉俪情深，相知相伴数
十载。汤一介曾撰文回忆：“在我读
了《绞刑架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
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
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
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
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
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汤一介形容自己与妻子的关系
如同“儒道互补”。在性格上，汤
一介较内向，乐黛云比较开朗；汤
一介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做事讲
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
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

两个人刚好互补。在治学上，汤一
介古代文化基础好，有家学渊源。
他的父亲汤用彤是一代国学大师，
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融
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
学大师之一；乐黛云外文好，接受
新思想、新信息多，两个人也是互
补。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都想做
些对社会有益的事，都喜欢帮助别
人、都喜欢看文学书，听西方古典
音乐。他们共同出了一本随笔集，
是“连理丛书”中的一种——《同
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他们
希望在广阔的天地里，比翼齐飞。

2014 年 9 月 9 日，汤一介去
世，乐黛云写了一副挽联：“未名
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
将永随”，向一起走过 60 载风雨
的爱人深情告别。

汤一介夫妇“儒道互补”
王 剑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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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
委员李汉宇结合非公有制经济领
域统一战线工作，分享了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民营经济发展
和工商联工作逐渐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民营经济发展道路，工商界人
士与党休戚与共、肝胆相照，工商
联团结带领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听党话、跟党走的历史。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
月十二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
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