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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递

悲愤的呼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
石的不抵抗政策，沈阳、长春及南满铁路沿
线地区的重要城市相继沦亡。在日本军部、
内阁的支持下，关东军有恃无恐，向北满、
辽西扩大侵略。千百万东北人民也不得不
流浪他乡，在寒冷的雪夜中唱着《流亡三部
曲》。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提出“组织东北
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25 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
接着，北平、上海、长沙、开封、广州等地各
界民众陆续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政府
出兵抗日。中国历史进入局部抗战阶段。

流亡的东北人民悲愤的呼声，紧紧揪
住了同样饱尝故土沦陷之苦的宋斐如的
心。他心痛于故乡尚未光复，东北却又陷入
敌手。雪夜中，他因为思乡而失眠。他相信，

“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必须有
相当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修养和经过无数次
的艰难的实际斗争，才有正确认识成功的
希望。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修养，就不能了
解和把握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同时，如果
没有把握客观的规律，也就不能有正确的
主观行动，而就会必然地变成盲目的空洞
的行为。”为此，他搜集相关材料，撰写有关
东北事件的评论文章。

1931年12月出版的《新东方》月刊，针
对九一八事变制作了一期“最近远东问题
专号”。在这卷专号上，宋斐如发表了《东北
事件的经济解释——日本经济的衰落与东
北事件》（署名：蕉农）、《东北事件与帝国主
义战争》（署名：沉底）与《东北事件与日本
社会革命》（署名：剑华）等3篇专论。此外，
宋斐如另有相关佚文：《日本果非侵外则不
能存立吗？》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
方法》。

形势的发展果然如同宋斐如在《东北事
件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推测那样不幸而言中
了。“国联”（国际联盟）处置东北事件的中日
问题的态度，不但没有引发一般人期待的所
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战争”），反
而“怂恿”日本帝国主义干预在侨居外国人
最多、帝国主义商品集散场、外国军备完全
的淞沪地带，再次发动侵华战争。

投奔冯玉祥

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宋斐如深刻体悟
到，光是写文章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呼吁中
日两国民众团结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难
的祖国，于是毅然辞去了北大的教职，投奔
主张抗日救国的冯玉祥将军。

据载，冯玉祥 1931 年读过的书有 52
种，其中就包括宋斐如经常发表文章的《新
东方》。此外，冯玉祥也没有忘记正在遭受
日本殖民的台湾，他对台湾是有感情的。同
年 8月 12日，他“读《台湾伤心史》，真令人
伤心，其四百万人有五分之四为我国人，而
日本人则名之为新国民。有志救国者当如
何？”9 月 20 日，他又在日记中再次强调：

“台湾原是四百万人，内有五分之四为中国
人，日人名之曰新国民。”

《台湾伤心史》很可能就是宋斐如（笔
名“蕉农”）译成中文的山川均的《殖民政策
下之台湾》；1930 年 9 月 1 日，北京新亚洲
书局以《台湾民众的悲哀》为书名刊发。这
也许就是冯玉祥日后邀请宋斐如上泰山讲
学的机缘吧。不管事实是否如此？总之，正
因为冯玉祥有那么强烈的求知欲望，宋斐
如又敬佩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冯玉祥将
军；他于是辞去北大教职，通过陈豹隐的推
荐，登上泰山，为冯玉祥讲学。

1932年 7月 4日，宋斐如登上泰山。当
天，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见宋先生等，谈
政治经济报告的事，定为每星期一、三、五
日来谈，下次将谈研究的纲领及其办法。”

7月11日的日记中载，“宋斐如说经济
学的动静两点，颇有意思。”

7月27日的日记中载，“宋先生报告国
际政治、经济情形甚详，又谈及南美洲等地

革命浪潮之高涨，有一日千里之势，堪为注
意。我以为这是好现象，不革命没有出路。”

当年 10月 7日，冯玉祥离开泰山来到
张家口。宋斐如也随同冯玉祥到了张家口。
在那里，他与各路抗日志士讨论抗日形势，
商谈抗日大计，负责主编宣传刊物《抗日救
国》，唤醒民众，奋起抗日。除此之外，他最
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与冯玉祥等人讨论并撰
写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李顿调查报告书的
批判文章。

1932 年 1 月 24 日，国联完成“国联远
东调查团”分别来自英、美、法、意、德 5 个
资本主义大国的团员委任工作，28日日军
即发动“上海事变”，2月 5日，整个东北沦
入日军之手，3月1日发布“满洲国”建国宣
言。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冯玉祥清楚地认
识到：这是一个“有强权无公理之世界”，因
而对国联调查团的“调查”不抱任何幻想。3
月 15 日，冯玉祥也在日记中激愤地写道：

“国联如此混账，诚是一个强盗组织。中日
的问题绝不是强盗组织的国联所能解决
的。”宋斐如也通过同年七八月发刊的《新
东方》发表《东方民族运动与中国西北开发
——帝国主义侵略的新转变与东方民族运
动的新阶段》，清醒指出：“资本主义最后阶
段的帝国主义，专靠本国无产阶级的极度
榨取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剥削之两管

‘补血针’来延长他们的残喘。”
同年 10月 2日，国联李顿调查团发表

长达20余万字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
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犯中国边界，而
是为了对付“赤色危险”，同时主张东北脱
离中国管辖，设立所谓“满洲自治政府”，并
提议在中国东北组织特别宪兵，不准中国
军队驻扎，规定“自治政府”聘请外籍顾问，
把一切政治、财政、警察等权力都交由外国
人组成的顾问会议控制。这个调查报告立
即激起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慨。

10月10、18、19日，冯玉祥针对李顿调
查团报告书，连续召开了3次讨论会。宋斐
如也参与了讨论。24 日，国联大会通过决
议，基本接受调查团报告书。26日，国民政
府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对报告书表示原则
接受。同一天，冯玉祥又与宋斐如、北大经
济系毕业的张勃川（张百川，1909-）及徐
先生一起讨论反调查团报告书的写法。其
后，宋斐如前往北平看病，张勃川也有事暂
离泰山。冯玉祥于 11月 12日托人“给宋带
五十元医费”。宋斐如与张勃川随后又回到

泰山。19 日起，冯玉祥又同宋斐如、张勃川、
徐先生和王先生一起阅读已经写好的《反调
查团报告书》。其中，宋斐如负责撰写第五章
至第十章。他们逐章阅读讨论，因为“九、十两
章关系太大，故改为携回详看”。冯玉祥并在
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宋先生文字活而轻视
人，人似尚慎重。”20日，冯玉祥“将反调查团
的报告书第九章、第十章大概看了一看”。21
日，冯玉祥校看完《反调查团报告书》，“当晚
即交彭秉信往北平送去，请高兴亚先生斟酌
修改。”30日，冯玉祥在日记中清算当月所做
的重要事情时强调指出：“作《反调查团报告
书》，宋、张两先生颇努力。”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集中反映了西方列强
对日本采取的欲抑又纵的绥靖政策，从而大
大助长了日本法西斯争霸侵略扩张的野心。

1933年1月8日，冯玉祥领导的“《反调查
团报告书》换面已成”，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
批判斗争也告一段落。2月14日，国联十九人委
员会决定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并宣布不承
认伪“满洲国”。27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终于成为一纸空文。

组办研究室形式的学习

1933年 8月 17日，冯玉祥回到泰山西麓
的五贤祠，以“读书救国”为口号，开始了第二
次在泰山的隐居。8月25日，宋斐如也来到泰
山五贤祠，并与冯玉祥“谈现代世界潮流与我
等今后应负之责任”。

据冯玉祥日记中载，其间他与宋斐如谈
到设置研究室，扩大邀请进步学者，进行有计
划的讲学事宜。冯玉祥同时提出了设置办法
的五点考虑：“一、须有长久性。二、须有一固
定地方。三、如何能推进一切。四、注重研究讨
论。五、找人才。”他“以为此事关系极重大也”。

在10月11日，冯玉祥同宋斐如商谈了由
宋斐如草拟的研究室设置办法，并在当天的
日记中写道：“拟确实去办，我们以后的努力
是什么，须有一个计划”，并把“研究室弄一个
确实的办法”，列为“本月要办的几样事”之
一。30日，冯玉祥结算这个月所做的事，其中
第三条是“研究班（室）已成立”。

孟醒仁、曹书凡《冯玉祥传》载称，“研究
室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安排冯玉祥个人的读
书学习，也扩大到他的随员。研究人员经常有
七八人，主要为冯玉祥讲经济学原理、政治
学、辩证唯物论、国际政治、古典文学以及物

理、化学、史地等。每周上课二至四次。每次两
小时。地点设在冯居住的五贤祠。……冯的住
室墙上有‘救国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
人’的联语，为读书和工作的座右铭。……讲
学则在冯的会议室内，听课的主要是冯玉祥
和他的夫人李德全，冯的少数部属也参加听
课。座谈会每隔一两周举行一次，讨论当时的
国际形势或某些专题。讨论题目确定后，由研
究室有关人员先做准备，在座谈会时做中心
发言人。参加座谈的除冯、李外，还有随冯的
高级军官、幕僚等，研究室的人员全体参加。”
研究室成立之后，冯玉祥与宋斐如的互动更
加紧密。

研究班在1934年12月解散了。冯玉祥的
日记虽然没有载明理由，但对“不可对人说无
钱二字，以保我之不求人的态度”的他而言，
经济问题应该还是最重要的因素吧。就这样，
宋斐如暂离泰山，前往北平。

1935年 1月 11日，宋斐如又由北平回到
泰山。冯玉祥的日记续载：1月 13日：“宋（斐
如）先生同田先生、赖先生来……谈及在今日
政府之下，国家民族所吃之大亏，又说道说实
话之得罪人。午后，把读书之事又重新定规一
次。”赖先生，就是后来接替宋斐如担任研究
室负责人的赖亚力。由此可见，此时，宋斐如
已经准备去日本留学了。

总之，在宋斐如等人的努力下，泰山的读
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诚所谓“五贤祠下人才
济，普照寺旁是学府”。当然，这几年的读书活
动，对日后冯玉祥的革命倾向，积极抗日，一
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留学日本研究敌情

宋斐如认识到，“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少不
了日本敌情的研究，而日本研究又离不开日
文资料和正确的研究功底。”于是后来也到了
日本。

1935 年 2 月 1 日，冯玉祥同宋斐如第一
次“谈其到南京的事及见孙（科）、邓等事”。17
日，冯玉祥为宋斐如写了5封介绍信，分别给

“李（石曾）、孙（科）、简、梁（寒操）、马（超
俊）”。第二天（18日）早上9时半，冯玉祥同宋
斐如“谈他走的事”，并且提到：“我写的五封
介绍信给孙、李、梁、马、简五位，有无效果，诚
不敢定。”然后，宋斐如就带着冯玉祥所写的
五封介绍信下山。28 日，冯玉祥在日记上纪
录当月“已办的事”，其中包括“宋之留学去”。

3 月 15 日，宋斐如自上海、南京回到泰
山，并向冯玉祥报告说，他已同南京中山文化
教育馆订有二年的合同，月支150元，聘为日
本政治经济研究员；同时提到，他见了孙科，
谈了话，也看了他写的东西；见了南京市市长
马超俊，谈话数次，“并有精神团结事；也见了

‘三民主义的理论家’杨某及李石曾和薛德
煜，分别谈了话。”

其后，冯玉祥的日记有近 3 个月没提到
宋斐如，到了 6月 9日才又见到“宋先生往济
南，不知何事”的记载。20 日，又有一条记事
写道：“宋斐如先生自日本来函，并有剪报，详
说良心之不安，并问我之所以。尚未复之。”这
样看来，宋斐如应该是在6月9日以后前往南
京，任职孙科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日本政
治经济研究员；然后于 6月 20日之前派赴日
本东京帝大研究院，进行大约 3 个月的短期
研究。

9 月 24 日，宋斐如自日本回来，再上泰
山，见冯玉祥，“定规自明日起讲书。”第二天，
也就是 9月 25日，宋斐如又开始给冯玉祥讲
课。冯玉祥请宋斐如“讲其到日本所研究之心
得，言语之间，问其所以”。冯玉祥认为宋斐如

“对日本史不十分清楚”，因而深刻体认到“史
书之重而且要也”。27 日，宋斐如讲“日本农
村情形”。

10月1日，宋斐如再给冯玉祥讲“在日本
之所得”。2日，宋斐如再为冯玉祥“把日本的
政治、社会各情形，均详述了一次”。

这之后，宋斐如再下泰山，前往南京，然
后再往东京帝大研究院，继续进行日本国情
的研究。一直到 1937 年 2 月 28 日，与中山文
化教育馆订定的两年合同期满（3 月）之前，
他才从东京归国，并在南京面见已经就任军
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投入即将
展开的全国人民抗日战争中。

宋斐如为冯玉祥讲学的岁月宋斐如为冯玉祥讲学的岁月
蓝博洲

本报讯（记者 修菁）9月19
日，由台湾知名导演王小棣执导，
勾峰、纪晓君等主演的电视剧《谁
说妈妈像月亮》，在台举行首映会。

该剧改编于台湾老兵高秉涵
的故事——《山东少年传奇》，
其中包括过去30多年高秉涵帮
助200多名老兵把骨灰送到大陆
家乡的故事。

高秉涵1935年出生于山东
菏泽，1949 年因战乱流落台
湾，后遇山东籍老乡师长，受其
鼓励继续求学。1963年从军法
学校法律系毕业后，出任金门军

事法庭法官，1973年转任执业
律师。1991 年两岸开放探亲，
高秉涵回到阔别 40 多年的故
乡，虽然母亲在他回家前已逝，
但他毕竟圆了回家梦，然而却有
不少老兵没能等到这一天，便带
着思念故乡的遗憾离世了。在老
兵当中年纪较小的高秉涵，被其
他老兵托付“你不能先死，要把
我们送回家后你才能死”。

1991年开始，高秉涵抱着
老兵的遗骨，从台湾回到家乡
菏泽。无偿送老兵回家的善
举，让高秉涵2012年获选中央

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人
物，也让他的知名度迅速提
升，从此更多朋友请他帮忙把
抗战老兵的骨灰送回家乡，也
有大陆不认识的老兵家属请他
协寻失联的在台亲人。迄今他
总共抱了 200多名老兵的骨灰
坛回大陆。这些老兵的家乡，
有的在长沙，有的在成都、大
连，最远的在新疆、甘肃。

谈到执导该剧初衷，王小棣
表示，自己被高秉涵先生的义举
感动，特别希望将他的故事让台
湾社会更多人知道。

以老兵高秉涵为故事原型的电视剧在台上映

本报讯 （记者 照宁）“以香为媒”，9月 10日，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两岸青少年交流，2022
年闽台两岸青少年香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举办。

据主办方厦门集美两岸研学交流中心介绍，活动期
间，10位台湾青少年和11位大陆青少年化身为彬彬有
礼的“小香童”，一起踏上寻香体验之旅。他们走进闽
台小镇，在百年闽南古厝中寻找乡愁记忆，在古城墙遗
址、城隍庙、功德坊等地方寻找历史，感受两岸同根同
源的亲情。

台湾学生黄宥荃说：“看到这些带着‘古早味’的
场景，突然就想到了余光中的乡愁，这是镌刻在每人心
中难以磨灭的。很开心能参加这场活动，让我了解到两
岸人的乡愁乡情。”

在闽台香文化研学馆，“小香童”们开启“香趣香
识”的课程，以了解香的历史、类型和用法以及两岸一
脉“香”承的文化渊源。在香文化体验环节，“小香
童”们净手焚香，感受颇具仪式感的净手仪式。而后，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耐心轻柔地压制打印，体验古法篆
香。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闽南天然香制作技艺是福建省
非遗项目之一，香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悠久的历史，先
辈们的精神智慧让人叹服。”台湾学生黄炫程说。

厦门集美两岸研学交流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香道文
化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悠久，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雅
的艺术性一直受历代文人雅士推崇，我们通过此次活
动，让两岸青少年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博大精
深，同时也为两岸青少年架起沟通桥梁，让他们收获珍
贵友谊。

“以香为媒”两岸“小香童”
在厦门研习香文化

▲冯玉祥泰山读书研究
室陈列的部分成员照片。

▶1932年11月15日，北
平西北书局出版宋斐如《土
地政策研究》。

作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修菁)“守望精神家园——第八届两岸
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暨美丽中华行旅游推广活动9日在台
湾高雄市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开幕，本月活动展示的主题是
广西非遗文化，诠释广西繁花似锦的多元民族特色。当
日，两岸嘉宾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参加开幕活动。

中华文化联谊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副会长高
政在视频致辞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
和归属，守护好文化遗产，传承好历史文脉，弘扬好中
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厅长甘霖介绍了广西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诚邀宝
岛朋友到当地体验。

高雄会场，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冀通过非遗文化增
进两岸同胞的了解和认识。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施国隆也
指出，希望未来两岸在非遗领域有更多深入交流。

据介绍，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设置壮美广西·
锦绣八桂——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非遗文化互动
工坊、非遗保护讲座、非遗剧目展播交流等环节，集中
呈现广西多彩的非遗文化。活动由中华文化联谊会、海
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台湾人间文教基金会、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共同
主办。

“第八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
在高雄开幕

本报讯（记者 修菁）9月20日，教育部召开“教育
这十年”“1+1”系列第十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
大以来内地（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教育合作交流情况。记
者从会上获悉，10年来，内地（大陆）高校累计招收港澳
台学生7.9万名。其中，2021学年，内地（大陆）高校共有
港澳台在校生 3.82 万名，较 2012 年的 2.53 万增长了
51%。内地已连续多年成为港澳学生赴港澳以外地区升
学首选，越来越多的台湾学生选择到大陆就读。

教育部港澳台办主任刘锦介绍，目前，内地与港澳中
小学、幼儿园已缔结“姊妹学校”2593对，覆盖内地29个
省（区、市）；设立“内地与港澳高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近
3000项，惠及港澳师生近10万人。10年来，教育部累计
开展对台交流项目1300余个，两岸1000多所高校参与，
约6万余名台湾师生赴大陆参访交流，师生交流覆盖范
围更广、程度更深。

教育部：

越来越多的台湾学生选择到大陆就读

第四届中华文化与两岸文创产业融合发展论坛16
日在闽江学院举行。论坛以“传统技艺数字新生”为主
题，两岸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议题进行学术分享。

上海台商周报社长杨文山作了题为“甲骨文字及数
字化运用与文创设计的结合”的发言，探讨以甲骨文为代
表的文化遗产如何走出“清冷库房”，借助大数据、云平
台、人工智能等技术有温度地增强文化自信。

“为了让甲骨文深入、有机地融入当代生活，除了学
术研究外，也需要艺术设计、科学技术对其进行艺术化、
数字化的打磨。”杨文山表示，应该让甲骨文成为融入衣、
食、住、行、用的精神文化元素，共守中华文脉。

福建工程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台湾教授林建德提
出，文化产业的内涵强化和价值提升仰赖文化自信的建
立，坚定的文化自信需要发达的文化产业支撑，数字化为
文化产业转型提供新动能。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
究员宋凯认为，应该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探索传播和推广
中华传统服饰艺术的全新路径，把技术、艺术以及传播进
行有效结合。

中华文化与两岸文创产业融合发展论坛，是两岸专
家学者、文创业者共同分享两岸创意成果、创业商机与项
目合作的平台。当天，10余名两岸专家学者、文创业者
被聘为论坛项目咨询专家。 (闫旭)

两岸专家共探传统技艺的“数字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