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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中央
主席武维华在九三
学社第十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指出：实践证明，
自觉接受中国共产
党领导，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九
三学社持续健康发
展、沿着正确道路前
进的根本保证，也是
我们最重要、最根本
的政治原则和历史
经验。

九三学社创始
人许德珩、梁希等与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李 大 钊 、毛 泽 东 、
周恩来等建立了深
厚 的 友 谊 。在 新 时
代 ，我 们 回 忆 许 德
珩、梁希与中国共产
党创始人交往的几
段往事，以旌先贤，
以勉后人，不断开创
统一战线事业的辉
煌未来。

梁希是我国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
的创始人和杰出的领导者。

1883年12月 28日，梁希生于浙江省吴兴县 （现湖州市南
浔区） 双林镇一个书香门第。他15岁中秀才，有“两浙才子”
之美称。1906年官费留日，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期间加入
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梁希于 1912年停学回国，在浙江湖州
军政分府从事新军训练。

1913年梁希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攻读林产制
造学和森林利用学。1916年7月，毕业返国，就职于国立北京农业
专门学校，走上了林业教学岗位。1923年自费前往德国，在撒克逊
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和木材防腐学，历时4年。

1927年9月，梁希从德国回国，到浙江大学农学院就任该校森
林系首任系主任。从1933年起，他在中央大学执教16年。一心为
国家林业发展进行科学研究、教书育人，并提出了一套林业发展理
论体系。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
坝。政治与时局令梁希感到茫然。梁希此时通过地下党组织与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及新华日报社的一些同志多次接触，搜集
了许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通过学习，他思想豁然，说：

“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梁希对时局认识的转变，是
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他从关心科学进而关心国家的未来和
希望。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梁希听到这一消息很兴奋。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一些九三学社发起人，有梁希、潘菽、
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惠、李士豪等。9月的一天，这些教
授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嘉陵江边的张治中公馆。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
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他们一一握手，寒暄落座后，便拉
起了家常。毛泽东先说不习惯重庆气候，又谈到来重庆的一路见
闻，交谈中聊起重庆的科学家朋友提供气象资料、支援良种和农业
技术的事。接着，大家就战后中国时局、国共和谈、中国前途和命
运等方面感到苦闷的问题，向毛泽东提问。毛泽东一一答复，解释
党在抗战胜利后的路线方针政策。会见结束时，毛泽东满怀深情地
说：“我十分感谢诸位教授先生们，在爱国、民主、和平方面，我
们的心是相通的。”

1948年11月梁希写了一篇专论《科学与政治》。他呼吁：“科
学离不开政治，科学好比植物，政治好比土壤，植物得有土壤才生
长，科学得靠政治之力才能发扬。封建与科学是背道而驰的。必须
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科学才能发达，国家才能富强。”此时的
梁希，已摆脱了旧观念的束缚，变成了一个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斗
争的新型知识分子。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
伯承、副主任宋任穷派员接管中央大学。8月8日，中央大学更名
为南京大学，12日成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梁希为主席。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许德珩的夫人劳君展，同毛泽东有着长久的亲密友谊。劳君展早年在
湖南周南女校读书时，即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于1918年4月在长沙组织
的“新民学会”，积极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和“五四运动”。“五四运
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行前，毛泽东曾在上海半淞园为她送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写信给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
员劳君展等通报情况。在法国留学期间，许德珩、劳君展因共同的革命
理想结为夫妇，因为各自与毛主席的共事经历，他们和毛主席的感情更
加亲切紧密了。

1936年秋末冬初，许德珩、劳君展夫妇都在北平教书。一天，徐冰、
张晓梅夫妇来探望许德珩，说到红军长征初到延安，由于国民党军队的
封锁，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食品都很缺乏，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
鞋，也没有怀表，而战争很是需要。许德珩和劳君展听到这些情况，当即
决定买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泽东。徐冰说，现在有一辆卡车要去陕
北，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办。于是劳君展和张晓梅立即到东安市场买了
一些火腿、怀表和布鞋，托张晓梅带到延安。

毛泽东1936年11月2日为此事写信致谢。1983年，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在整理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时，发现了此信：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

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
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
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
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号

“我们与你们之间，
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

许德珩与周恩来相识于五四运动时期。那
时，许德珩与周恩来分别是北平和天津的学生运
动活跃分子。后来，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许德
珩与周恩来，徐特立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旅法各团
体联合会，讨论时局和国家的前途，成为知己。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德珩作为国民
参政会参政员在陪都重庆与八路军办事处的

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和邓颖超等同
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与中共参政员一起利用
参政会的讲台宣传抗日、反对独裁、反对内战。

在 发 起 民 主 科 学 座 谈 会 后 ，
周恩来对此很重视，为了扩大组
织成员领域，让座谈会视野更开
阔，周恩来介绍安排部分自然科
学座谈会的成员加入民主科学座
谈会，如梁希、金善宝、茅以升
等人，都是知名的科学家，这为
以后九三学社的成立和发展奠定
了组织基础，决定了九三学社发
展成为以科学技术界优秀人士为
主体的民主党派。

1949 年 3 月，周恩来同志与
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来到北
平。许德珩与各界人士一道前往
西郊机场迎接。见面后，周恩来
握着许德珩的手说：“楚生兄，辛
苦了。一别两年多，你做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总理这番真诚肯定
的话，令许德珩十分感动并永生
难忘，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解放
战争期间，还知道许德珩所做的

工作。
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许德珩因为传达

有关文件和推动九三学社快速发展而受到了批
判，对于加给他的“反党”罪名无法接受并拒绝
检讨。许德珩找周总理诉苦说：你是了解我的，
我这个人怎么会反党呢？周总理劝导他正确对待
运动，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谈话结束后，周总

理把许德珩送到西花厅的门口，
并亲自给他打开车门，请他上
车。总理的无微不至，令许德珩
万分感动。许德珩说：总理给我
开车门，我还有什么怨气呢？

随后，在一次国务院工作会
议上，周总理说：许部长，我在
南开时，就很敬佩你，后来你为
革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今天
就传达文件的事情，你有疏忽，
你做个自我批评，大家是可以谅
解你的。周总理智慧地制止了对
许德珩的批判，保护许德珩逃过
一劫。许德珩每每念起此事，都
不禁热泪盈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
兵到许德珩家里抄家。劳君展无
奈，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报告
此事。总理告诉说，转告红卫兵
的头头，谁来抄许部长的家，就
把谁抓起来。许德珩家因此幸免
于难。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
京召开，许德珩与周总理同为天津市代表。在天
津代表团的小组会上总理问许德珩说：“楚生兄，
你从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许德珩回答说：

“我在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那时你已离开了，是
熊雄负责。”总理说：“噢，你还在黄埔工作过，
那要记你一笔。”许德珩看到总理清瘦的面容，联
想到很多私下关心关于总理患癌症的情况，动情
地说：“总理，你要保重身体呀。”

此后不到一年，总理就去世了，许德珩听到
噩耗，极度悲伤、整日流泪不止，遗憾这次总理
交谈他在黄埔军校授课经历的谈话，竟是两位肝
胆相照五十余年君子之交的永诀。

许德珩说，周总理是民主党派成员最真诚的
朋友、最杰出的模范。1981年1月8日许德珩在
《人民日报》发表一首词《意难忘》，纪念周恩来
同志逝世五周年并向《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献
词：

百世流芳。恨别离五载，仪容永在，铭志众心
房。情比泰山高，似海深，意难忘。人民好总理，永
相望，云天远隔，江水泱泱。

欣逢选集出版，遗教万年长。勋劳业绩，字
字好文章。处事亦寻常。无昼夜，尽繁忙。足迹
海内外，备艰难，星月皎洁，北斗辉光。

“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前途道路面临抉择。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
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
进行和平谈判。住在重庆枣子岚“雅园”的许德珩、劳君展夫妇既兴奋又
担心的心情难以平静，百感交集，夜不成寐。因为国民党当局在美帝国
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玩弄和谈阴谋，欺骗人民；一方面极力抢夺抗战
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危亿万人民关注，
何况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呢！许德珩感于此，作诗曰：

群魔乱舞闹中华，五子登科哪管它。
极目中原无净土，延安可望在天涯。

许德珩夫妇与毛泽东已阔别20余年。他们通过邢西萍（徐冰）求见
毛泽东。不久，即得到通知，毛泽东约他们去桂园见面。

9月的一天，许德珩和劳君展来到桂园。毛泽东一见面就急步向
前，一手拉着许德珩，一手拉着劳君展说：“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
了！”畅叙阔别之情，回忆在北大讨论国家前途，回忆在湖南创办进步期
刊。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们在法国和归国后的工作生活情况，二十余年
的惺惺相惜，许德珩劳君展沉浸在幸福喜悦当中。

谈话间，劳君展提到给毛泽东送怀表、布鞋和火腿的事，毛泽东表
示感谢。许德珩说，战时的重庆，物价飞涨，文教人员的生活极其困苦。
感谢毛主席委托蔡畅从延安给他带来了一卷延安自产的手工制呢，这
一卷呢子衣料，做了全家人的冬衣，解决了大问题。毛泽东动情地笑着
说：“一切都会好的，将来会好的”。

毛泽东询问许德珩在重庆的生活工作情况。许德珩谈了抗日战争
期间，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回原籍江西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
动员抗战。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于1938年来到重庆，利用国民参
政会这一合法的讲坛，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独裁统治等情况。
特别谈到他在国民参政会活动中，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
林伯渠、邓颖超过往密切，配合默契，每次国民参政会开会，总是搭乘中
共代表的车子往返。毛泽东听后爽朗地笑着说：“我也是
个合法的参政员哩！”从“国民参政会”又谈到武装斗争的
问题，许德珩、劳君展对毛泽东卓绝的军事战略才华、革
命豪情和领导风范深表饮佩！对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步
步为营走向胜利的革命形势振奋鼓舞！

谈到在重庆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
听了汇报很高兴，很支持。他勉励许德珩，要把座谈会搞
大，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担心人数太少。
毛泽东说：“人数不在多，即使人数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
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
也起很大作用吗？”。许德珩在回忆录中记述：“在毛主席
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
永久性的组织，就是后来的九三学社” 。

毛泽东和许德珩夫妇共进午餐，席间还有周恩来、华
岗、熊子容等，气氛十分亲切融洽。这是革命胜利前的一
次难忘的团聚！

由于重庆政治环境险恶，许德珩夫妇深为毛泽东的
安全担心，临别前，劳君展频频相劝：此地不可久留，
宜早作归计。

10月11日，在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平安
返回延安，许德珩夫妇如释重负，得以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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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九三学社1946年在重庆
召开了成立大会，选出许德珩等16人为理事，梁希等8人为监事，
并发表成立宣言，提出八点基本主张和三点对时局主张。从此，九
三学社作为中国的民主党派，正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1950至1958年梁希任九三学社副主席（当时就一位副主席），
主席是许德珩。

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周恩来提名梁希为林垦部部长。

当时梁希感到很不安，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周恩来：“年近七
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提笔写了
一句话：“梁先生：你是认真的人，故临时而惧，我应该向你学
习。但当仁不让，你应该向古人学习。周恩来即”。

梁希被周总理的信任所打动，激动地写下了：“为人民服务，
万死不辞。”呈给周恩来。从此梁希把全部心血献给了新中国的林
业建设。

1954年，第四届世界林业大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由林业部
副部长刘成栋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介绍了新中国林业建设
的成就，各国代表都感到惊讶，认为中国的成就为经济落后国家做
出了榜样。新中国初创时期林业的成就，为后来的林业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和衷共济存肝胆，万里江山阅鬓华。青山有证，史册永载。许
德珩、梁希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与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同
舟共济、荣辱与共、矢志不渝！

（作者单位：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1958年5月，周恩来与许德珩 （左一） 等人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劳动。

国民党宪兵监视毛泽东的
记录，其中记载了9月10日许
德珩夫妇拜访毛泽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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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5月 12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上，毛泽东任命许
德珩 （右二） 为水产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