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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春，抗战全面爆发的
第二年，乍暖还寒，春寒料峭，一
天，国民党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一次抗
战形势座谈会，出席者都是从全国各
地聚集到这里的社会名流，当时洪深
正在武汉演出抗战戏剧 《飞将军》，
是写抗日空军的戏，此戏激励了很多
空军将士奋勇杀敌，血洒蓝天。因
此，作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的负责人，
他和金山也应邀出席。

当时抗战的形势不明，但不容乐
观。很多人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的，
尤其是参加座谈会的国民党副总裁汪
精卫，大会邀请他发言，他先说了一
通什么形势吃紧之类的乱七八糟的
话，又说当前抗战形势怎么怎么危
险，多地都要沦陷，盲目抗战只会带
来更大的牺牲！作为国民党副主席、
副总裁，这汪精卫的讲话简直就是说
别抗战了，投降吧。

一听到副总裁这样说，参加座谈
会的人都傻了，但是由于汪精卫是国

民党高官，因此大家敢怒不敢言，就在
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我对汪主席的讲话有意见！大家的目光
定格在一个学者模样的人身上，这个站
起来怒怼汪精卫的人就是洪深。

洪深以演说家的姿态驳斥了汪精
卫的亡国论调。并且他逐一批驳，有
理有据，把汪精卫的观点批得体无完
肤。洪深不但是导演，还是戏剧演
员，他的口才是不容置疑的，他一边
批驳，一边鼓动，把在场的观众鼓动
得热血沸腾，抗日的热血开始燃烧，
参加座谈会的人抗日热情都被点燃
了，大家高呼口号，坚持抗战，反对
投降，汪精卫一行一看形势不妙，赶
紧溜走。

洪深的风采深深感染了在场的群
众，大家纷纷跑过来和他握手致意。
主持人一看场面已不可控制，只好仓
促宣布散会，金山唯恐洪深因得罪汪
精卫而出事，赶紧拉着他回到演出队
驻地。

洪深怒斥汪精卫
刘兴尧

鲁迅从小就非常喜欢谜语，小时
候的夏夜，鲁迅总是喜欢躺在家门口
的大桂树下的小桌子上，他的祖母摇
着芭蕉扇，教他猜谜语。后来，鲁迅
到绍兴乡下安桥头的外婆家，结识了
一些少年朋友，他就常和他们在一起
猜谜语。后来，时隔多年，鲁迅还在
他的小说《长命灯》里描写了儿时的
猜谜乐事。

鲁迅还经常幽默地用谜语来写
信、题书名和笔名。1933 年 6月 20
日的晚上，鲁迅在给林语堂的信中这
样写道：“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
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段盖虫二
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这里说
的“虫二”就是一则非常有趣的谜
语。据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
候，到杭州饱览了西湖美景之后，就
在这里信笔题写了“虫二”两个大
字，这两个字就是一个谜语，暗中隐

藏着“风月无边”的意思。鲁迅借
“虫二”这个谜语隐藏的“风月无
边”之意来讽刺林语堂编的《论语》
杂志里都是谈风月的小品文，这些谈
风月的小品文很是无聊。

另外，鲁迅写的《且介亭杂文》
这本书中的“且介亭”三个字也是一
个有趣的谜语，隐藏着“半租界亭”
的意思。当时，鲁迅住在上海的闸
北，那里虽然不是租界，但是，洋人
在这里却霸道而跋扈得如同租界的亭
子间里，鲁迅把在这“半租界亭”里
写成的文章汇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取
了一个《且介亭杂文》的谜语式的书
名。

鲁迅还有不少谜语式的笔名，比
如他的笔名“华圉”就是一个谜语式
的笔名，这个笔名隐藏着“当时中华
是个大监狱（圉）”的意思，借此来
比喻当时社会的黑暗。

鲁迅和谜语
王吴军

我的老领导李文汉，虽已离开
我们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
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总在眼前回
闪……始终挥之不去。他生于 1930
年 4 月，1949 年 4 月，随军南下到九
江。曾担任第一届江西省九江市政
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2022 年 10
月 13日上午，安详地走完了他 93载
不懈奋斗、奉献的一生。

第一届九江市政协副主席

1955 年 3 月 11 日，政协江西
省九江市委员会召开第一届第一次
会议，大会选举李文汉同志担任第
一届市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2021
年 6月 30日，经过一年的筹建，九
江市政协文史馆正式对外开放。他
作为唯一健在的首届市政协领导，
听到消息后，激动不已。虽已 92
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他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大事、喜
事、盛事，是献给党的百年华诞的
一份厚礼，也是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的一座丰碑。在解放初期，人民
政协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稳定
物价，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
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文汉是南下干部，九江是他
的第二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九江市百废待兴。他作为市
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九
江专署对资改造办公室主任，为落

实党和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导方针，
他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企业，广泛
宣传发动群众，全市抽调2000多名干
部组成对资改造工作队和5000多人组
成的宣传队，形成全市对资改造的强
大声势。1955 年 10 月，全市私营企
业 参 与 户 数 达 到 55.5% ， 产 值 占
50.8%，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协统一战线
组织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与此同时，他向市委提出建议，
采取三种实质性的措施，一是通过

“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确定工商业
者合营后的工薪和利润分配；二是通
过政协、人大及企业董事会等组织，
安排一定的“席位”，使他们感到政
治上的信任，增强了接受改造的信心
和决心；三是在他们当中培养一批先
进分子，以带动全市工商业者更好地
接受改造。不少工商界人士感动地
说，共产党的政策得民心、暖人心。

1956 年 1 月 21 日，第一届市政
协在烟水亭人民影剧院前广场组织召
开了全市工商界 3000 多人参加的大
会，庆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
利，有力地推动了九江对资改造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受到时任江西省省长
邵式平的表彰。

藏书、说书、赠书

李文汉一生爱书，视书如命。他
弘扬人民政协认真学习的好传统，藏
书是他的爱好，说书是他的乐趣，赠
书是他的人品。

但凡到过他家的干部，对他的书
房都感兴趣，各种书籍琳琅满目、一
应俱全。从中国的四大名著到世界名

著，从唐诗宋词元曲到历朝历代古籍
字典，应有尽有。有一次，我送汇报
材料给他审阅，他拿出珍藏的好几个
版本的 《康熙字典》 给我看，让我爱
不释手。他的妻子说，李文汉的工资
收入有一半以上花在藏书上。

李文汉对干部像亲人，从不摆
谱、端架子，从不搞空洞的说教，而
是在与干部交流看书学习的体会中，
启发、教育干部。20 世纪 80 年代初
期，九江市财政局分配来一批九江财
校毕业生。如何把这批新生力量用
好、培养好，始终是时任局长李文汉
牵挂的一件大事。有一天，市长有急
事找他商量，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叫
我跑一趟。走进财政局，从工财科传
来他的声音，我轻轻地进去，坐在一
旁。他对大伙说，我对庄子很欣赏，
他的人生观，让他对世间一切事物有
了更深的理解。在唐诗宋词、《红楼
梦》 里都可以看得到庄子的影子，这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源
泉。你们很年轻，要多读书，多看名
著，财政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接着，他一字不漏地朗诵起 《红
楼梦》 里的 《好了歌》，让大家敬佩
不已，也令我受益匪浅。后来，这批
毕业生不负众望，成了财政局的中坚
力量。

李文汉用干部有心、爱干部有
情，体现在不知不觉的行为举止之
中。财政局局机关同志都知道他喜欢
喝茶，特别是春茶。有一次，一位干
部从外地出差回来，带给他一斤好茶
叶，让他品尝。没想到，第二天，他
回赠了一套精装本的中国四大名著，
并叮嘱说，年轻人要多读书、读好

书，对今后人生道路有好处。让这位
干部感动不已，至今铭记在心。

局长的专车成了公务车

李文汉一生严于律己，带出了好
家风。在平时与他的交谈中，我感受最
深的是他通达乐天，对人充满善意。然
而，对自己的家属、子女从严要求，从
不利用职权图便利、谋私利。

20世纪70年代末，上级给他配了
一台伏尔加小轿车，他明确告诉家人
和子女，这小车是党和政府配给我
的，你们不能坐。他的妻子有眼疾不
方便，始终坚持走路上班，从不沾他
的光，子女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局
里其他领导乃至一般干部有公务急
事，谁都可以坐。机关干部笑着说，
文汉局长的专车成了公务车。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刮起知青回
城潮。已下乡到江西省星子县 3 年多
的大女儿找爸爸交谈，也想回城。他
却说，你在那里挺好，哪里的山水不
养人？大女儿二话没说，立马返回知
青地。靠自己的努力，扎根农村，奋
斗基层，当过知青排长、法官、县妇
联主席，一步一个台阶，走上了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领导岗位。

二女儿在国有企业下岗后，有人
建议他出面过问一下，李文汉回答
说，老百姓的子女可以下岗，我的女
儿也不能搞特殊化。二女儿凭借自己
勤劳的双手，打过工，摆过地摊儿，
做过家政，夫妻俩患难与共，勤俭持
家，把子女抚养成人。开始，二女儿
对父亲有些怨言，后来，也渐渐理解
了父亲的良苦用心，由衷地敬佩父亲。

李文汉经历得多、见得多，在他
55岁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向组织
上主动提出，不当局长，腾出位子，
让年轻人干。

作为他的老部下，在痛失老领导
之后，写下此文以追思的方式，告慰
老领导。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十二
届九江市政协委员，九江市政协原副
秘书长）

他从政协走来
——怀念老领导李文汉

王龙宝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贺敬之文
学馆珍藏着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一幅画
《瑟人病梅馆画意》。画中几棵梅枝纠
缠在一起，枝条形状各异，以墨的浓
淡区分前后层次，将梅枝的虬曲之态
表现得淋漓尽致。梅花以没骨法描
绘，用或浓或淡的红色随意点染，再
加以枝干的点点绿意，充满勃勃生机
的春天气息跃然纸上。一位梳着长
辫、身穿长袍的园丁，手持锄头，望
着竞相怒放、千姿百态的红梅。题识

“辛酉年春日为柯岩敬之嫂兄写瑟人
病梅馆画意，黄永玉于三里河”。钤
印两方：“永玉”“黄”，左下钤闲章
一枚。

《瑟人病梅馆画意》是专为贺敬
之、柯岩夫妻所作，创作于1981年
春天。1953 年，贺敬之与柯岩结
婚，被称为“诗坛伉俪”，相濡以
沫，珠联璧合。1977年，贺敬之出
任原文化部副部长，1980年2月，兼
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就
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创作和落
实政策工作。在此期间，他认真贯彻

中共中央在文艺战线上的方针政策，
为长期蒙冤的文艺界人士落实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排
除各种干扰，拨乱反正，整顿和繁荣
文化艺术事业。

黄永玉此时赠画贺敬之，是借龚
自珍《病梅馆记》一文的含义，借古喻
今。龚自珍的散文《病梅馆记》采用小
品文样式，运用以梅喻人，借题发挥、
托梅议政的曲笔，透过植梅、养梅、品
梅、疗梅的生活琐事，由小见大，表达
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正如龚自珍
《己亥杂诗》中的一首所云：“九州生气
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
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981 年，正值百废待兴之时，
人们纷纷冲破思想领域的藩篱禁锢，
迸发出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憧憬着
美好的未来，黄永玉援古证今，托物
言志，体现了他对贺敬之恢复工作后
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正本清源、推动
文艺繁荣的由衷赞叹，也寄予了深深
的期冀。时至今日，观者仍能从中受
到感染和鼓舞。

黄永玉赠画贺敬之
郑学富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与赵
朴初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赵朴初曾说：

“1952年周总理要我到北京来。1953年
我就到北京，1954年把家搬来。这以后
和周总理见面机会多起来了，谈的多是
宗教方面的工作，有些外宾与佛教有关
系的，周总理就叫我参加，如会见缅甸
领导人吴努就叫我陪同。”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
赵朴初得知后大哭了一场，写下了
《周总理挽诗》：“大星落中天，四海
波倾洞。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相业史谁
传？丹心日许共。无私功自高，不矜
威益重。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
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长思教诲
恩，恒居唯自讼。非敢哭其私，直为
天下恸。”赵朴初回忆了与周恩来的
交往，高度评价了他光辉的一生。

1977 年 1 月周恩来逝世一周
年，赵朴初写下《金缕曲·周总理逝
世周年感赋》：“转瞬周年矣。念年
前、伤心情景，谁能忘记？缓缓灵车

经过路，万众号呼总理，泪尽也、赎
公无计。人似川流花似海，天安门、
尽是觇民意。愁鬼蜮，喜魑魅。古今
相业谁堪比？为人民、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雪侮霜欺香益烈，功德长留
天地，却身与：云飞无际。乱眼妖氛
今净扫，笑蚍蜉、撼树谈何易？迎日
出，看霞起。”既表达了赵朴初对
周恩来的怀念，又表达了粉碎“四人
帮”的畅快之情。

1986 年 1 月，赵朴初作词一
首，《折桂令·为周总理逝世十周年
作》：“十年前情景难忘，望不尽梨
花，遮断红墙。泪雨弥天，哀歌动
地，国瘁人亡。喜今日平生愿偿，遍
神州凤翥龙翔。一瓣心香，祭告忠
良。”彼时周恩来逝世虽已10年，但
赵朴初对他的思念却一直没减。

又是一个10年过去了，1996年
有关部门筹拍电视艺术片 《百年恩
来》，他们恳请赵朴初为该片题字。
赵朴初当时虽然已90岁高龄，仍欣
然命笔。

赵朴初诗祭周恩来
顾 燕

进步学生口中的“民主教授”

“五一口号”发布之前一个月，
即1948年 3月29日，是黄花岗七十
二烈士纪念日，也是华北学联成立
的日子，北大学生会决定在北大举
行纪念大会。数千名来自北平、天
津的学生和青年聚集在北京大学民
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
揭露国民党召开“国大”、操纵会议
的真相。樊弘与许德珩、袁翰青 3
位教授不理睬国民党特务的威胁，
冲破重重阻力，抱着永诀家人、舍
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毅然出席纪念
大会并发表演讲，支持学生运动。3
位教授来到位于沙滩的红楼北大民
主广场上，作救国救民的讲演，慷
慨激昂，振臂高呼，台下群情振
奋，成千上万的学生们鼓掌叫好，
一呼万应。

北平当局如临大敌，派出数千名
警察将会场重重包围，阻断交通，许
多来北大参加大会的人被阻挡在包围
圈以外。许多青年学生受了他们的影
响走上革命之路，樊弘与许德珩、袁
翰青3位教授被青年进步学生们赞为

“民主教授”。
在纪念大会上，3位民主教授分

别发表了讲话，激烈抨击蒋介石、国
民党的反动统治。樊弘说：“刚才袁
先生告诉诸位只有一条路，我认为有
两条路，一条路是由少数人掌权，为
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压迫全国大多
数；一条路是工、农、兵、学、商各
阶层的人联合起来，向国民党独裁集
团要回政权，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
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权跟他们夺
回来。”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1948 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
竹，战争迅猛发展，人民解放军即将

对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逐步实施包围，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
《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迅
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
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
响应，中共中央致电华北局及其城工委
员会，为筹备可能召开的新政协，邀请
平、津地区的代表性人物，樊弘、许德
珩、袁翰青、劳君展、王之相、费孝
通、徐悲鸿等赴西柏坡协商，后来经中
共中央慎重考虑，为了各位民主人士的
安全，暂留北平，为后来北平的和平解
放做一些工作。

1948 年底，国民党见大势已去，
准备将北大南迁。樊弘和楼邦彦教授
等公开演讲，积极反对南迁。在中共
地下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的南迁计划
破产。此时樊弘首先想到的就是北大
校长胡适，他回忆：“当时希望胡适校
长不要出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
者，希望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作一些
贡献，并到胡适家苦劝其留下来。但
最终胡适没有听从劝告，还是离开了
北大。”至此，他与胡适的情谊也终
结了。

1949年1月26日，留在北平的樊
弘与许德珩、袁翰青、薛愚、楼邦彦、

王心正、孟昭威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
人士的名义发表了《拥护毛主席八项主
张》。

1949 年 1 月 31 日，在中国共产
党、各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北
平和平解放，由于常年的战乱，已无粮
食可言，傅作义将军派人为樊弘送来面
粉两袋，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49
年2月，今收到傅作义将军处送来面粉
两袋。”

共产党的老朋友

1949年9月，樊弘受邀参加中共中
央为民主人士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与
樊弘握手时，连声称赞他是“社会科学
家”，之后他又多次接受周恩来的宴
请，并受邀到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授
经济学理论。

1949年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樊弘出席并担任财政经济组副组长（章
乃器任组长），会后受邀与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国大典。

十届三中全会之后，樊弘被推选为
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的是，会后

不久，他就因病卧床不起，1988 年 4
月18日，结束了他精彩的一生，带着
微笑离开了人世。

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
堂举行，聂荣臻、胡启立、许德珩、严
济慈、费孝通、雷洁琼等参加悼念并送
上花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等
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向樊弘遗体诀别，
首都经济界、教育界200多人以及中共
中央、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参加
了樊弘先生的告别仪式，《人民日报》
刊登了悼文，给予他的一生很高的
评价。

2019年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
际，由全国政协主办，全国政协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撰的 《人民政协
成立70周年纪事》中，收录了全国政
协70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人物、重要
事件、重要活动，并于 2019 年发布，
同时还为我及家人寄来了两套，以纪
念樊弘先生为人民政协事业作出的
贡献。

今年是“五一口号”发布 75 周
年，也是樊弘先生逝世35周年，中国
共产党仍然没有忘记这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贡献的老朋友。

（作者系樊弘先生亲属、成都市政
协委员）

民主教授樊弘
张 涛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 《纪

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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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的祖辈是

爱国民主人士、经济学家、教育家樊弘，他

是与许德珩、袁翰青、劳君展、王之相、费

孝通、徐悲鸿等受中共中央邀请赴解放区协

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29位民主人士之一。

▲

樊
弘
（
第
二
排
右
一
）
出
席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第
一
届
全
体
会
议
，第
一
排
左
起
：

邓
初
民
、翦
伯
赞
、谢
觉
哉
、李
木
庵
、范
文
澜
、

王
学
文
；
第
二
排
左
起
：
张
志
让
、胡
绳
、阎
宝
航
、

侯
外
庐
、樊
弘
；
第
三
排
左
起
：
陈
伯
达
、吴
觉

农
、钱
端
升
、艾
思
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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