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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马叙伦是政治
活动家，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书法
家。1922年夏，马叙伦出任浙江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校长，一校之长，责任重大。
一天，马叙伦经过一间办公室时，听见里
面传来吵闹声。他走进去一看，发现一位
教授正在火冒三丈地训斥学生。

马叙伦问教授：“怎么了？”教授说：
“校长，你来得正好。这个学生，每天上
午的最后一节课都不上，跑到食堂买饭。
大家要是都像他这样，这课还怎么上？”
一旁的学生低着头，很惭愧的样子。

马叙伦一听，感觉事情有些蹊跷，他
让学生坐下来，和蔼地问：“这位同学，
学业为大，这一点我想你是知道的。但你
之所以早早去食堂买饭，我想你一定是有
原因的，如果你信任我，不妨说出来，或
许我能帮助你。”

一听这话，学生红着脸抬起头看了一
眼马叙伦，怯怯地说：“校长，其实我也不好
意思说，我来自农村，饭量大，每天早上吃
得也不多，所以每到第三节课就特别饿，有
时感到头晕心慌，也没心思学习，所以就偷
偷跑到食堂打饭，不想被老师知道了。”

马叙伦听到这话，略停顿了一下说：
“这位同学，你说的问题不怪你，这是我
们的责任。学校不能让同学们吃饱饭，我
很难过。我决定，从今天起，将中餐的时
间提前半小时。同时，米饭加量不加价。
希望同学们首先要吃饱，然后再好好学
习。”学生一听这话，感激地说“谢谢校
长”，说完向校长鞠了个躬，走了。

教育不能一厢情愿，多听听学生的反
映，多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找出解决
办法，也许事情才会获得一个双方都满意
的结果，马叙伦就是这样做的。

马叙伦教育有方
周二中

洪深是个文人，而且是个戏剧家，他
不但能写戏，还能上台演戏。抗战时洪深
真的穿上军装，还做了上校。

原来 1938年 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这是抗战时期国
民党在武汉成立的一个主管宣传工作的机
构，下设三处九科，管着宣传队、抗敌演
剧队等。当时请洪深担任六处一科科长，
授予上校军衔。说实话，一开始听到这个
消息，洪深还不太适应，他从心底是不想
做官的，他就是为了不去做官才去学戏
的，没想到还是逃不掉做官的命运，而且
还是做“武官”。他坚决推辞。后来，阳
翰笙劝他说，这是抗战需要，而且当时
周恩来做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
第三厅是周副主任领导的，洪深一听是周
副主任领导，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1938年 11月 13日，长沙大火，这
是国民党当局借口不把完整城市留给日本
人而自己放的。其实，受灾、受苦的还是
长沙的老百姓，当时第三厅的多支演剧队

奉周恩来、郭沫若的命令去长沙救灾，具
体由洪深负责。

那段时间，洪深这个上校可忙惨了，
他亲身参与抬尸体、发放食物等工作，为
了防止“大灾之后有大疫”，他指挥大家掩
埋尸体并消毒。最可恶的是，日本人的飞机
还经常来捣乱，根本不让好好救灾，尤其是
发放救济款的时候，虽然一人五块钱，但队
伍排得老长，鬼子飞机老是喜欢炸四处乱
跑的人，似乎有一种变态的满足。

针对这种情况，洪深爬上高台讲话，
他说，飞机来了不要慌，更不要乱跑，一
科的人不许跑，你一跑来百姓就跟着跑，
飞机轰炸会伤亡很大，如果一科的人跑
了，军法从事。领救济金的群众也不要
跑，不跑就没目标，飞机肯定就飞走了，
千万不能慌，大家一看是穿着军装的大官
在讲话，就信了。

果然，一会儿飞机来了，人群没慌，
井然有序地领着救济金，飞机转了两圈就
飞走了，大家都很佩服洪深的冷静沉着。

洪深做上校科长
刘兴尧

1918年7月，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
业后，直接被京师学务局委任为京师公立
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

老舍来到学校不久，许多学生家长到
老舍那里告状，强烈要求辞退许文烈。家长
们情绪非常激动，说：“许文烈虽然书教得
不错，但对学生要求极其苛刻，凡违纪的学
生，就会用戒尺体罚，并且还常常打断戒
尺。”老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先安抚了
家长们的情绪，而后对家长们说：“这个问
题我一定会高度重视，请各位家长放心，我
会以最快的效率把这件事处理好，给你们
一个信得过的说法。”家长们听了老舍的话
后，情绪慢慢趋于平复，继而谢过老舍后，
都离开了。

第二天，许文烈上课，老舍站在教室外
听他讲课。老舍心里暗自佩服：许文烈的课
讲得确实精彩。等他下课走出教室时，看到
老舍正站在教室外。许文烈以为老舍来训
斥他，准备匆匆离开。老舍却微笑地对他
说：“许老师，我在外面听了你多半堂课，你
的课讲得很有激情，声情并茂的，学生们能
遇上你这样有才华的好老师是一种幸运
呀，我都把自己当成你的学生了。”

许文烈没想到老舍不但没训斥自己，
而且还当面夸奖自己，反而弄得难为情：

“校长，课讲得好有什么用，我们班的学生
越来越少了。”许文烈知道学生受不了他的
严厉，很多都转校了，不等老舍开口，就主
动说了出来。

“这的确是个问题。”老舍皱了皱眉头，
但话语仍是温婉，“师者，严在该严处，爱在
细微中。教育不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渐进，
我相信你能明白我的意思。”老舍拍了拍
许文烈的肩膀：“下次我来听课的时候，我
相信你的教室里一定座无虚席。”许文烈看
着老舍远去的背影，他向老舍深深地鞠了
一躬。

后来，许文烈不再体罚学生，而是按照
老舍的教育方法去管理学生，很快，转走的
学生又重新回到他的班里，家长一致肯定
老舍的治校有方。

老舍被时人誉为“最好的校长”。因为
他就像家长们所说的治校有方，他从来不
摆校长的架子，正如梁实秋所说：“老舍为
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无论对老师还是
学生，都温婉于人，纯善于心，因而受到全
体师生的爱戴与敬仰。

老舍的温婉
张 雨

1950年 6月 14日至 23日，全国政协
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嘉庚向大会
提出了汉字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由左而
右横写、横排的提案。

众所周知，中国人自上而下、从右到左
的书写方式，与甲骨文、竹简的使用有着紧
密的关系，竖写的习惯一直延续了数千年。
清末，西风东渐，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提出汉
字应由竖写改为横写的观点，虽然得到了一
定的认可和响应，但由于传统国粹势力根深
蒂固，汉字横写横排的推行依旧步履维艰。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1949年1
月20日，毛泽东致电陈嘉庚，邀请他回国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陈嘉庚和外国人接
触广泛，对各国文化了解全面，他认为，加
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有必要对汉字
书写进行改革，由竖写竖排改为横写横排，
以便与国际接轨。因此，他在政协会议上郑
重提出了“汉字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由左
而右横写、横排”的提案。这年10月10日，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为该
协会78位理事之一。

1952年2月5日，郭沫若、胡愈之等在

中国文字改革研委会上也提出了中文“必
须自左而右地横行”的建议。在陈嘉庚、郭
沫若等著名人士的共同推动下，1955年1
月1日，《光明日报》将竖排版改变为横排
版，率先试行汉字由从上到下的竖排，改为
从左到右的横排印刷，并刊登了一篇题为
《为本报改为横排告读者》的文章：“我们认
为现代中国报刊书籍的排版方式，应该跟
着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它的需要而改变，应
该跟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改变。中国
文字的横排横写，是发展趋势。”

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
召开，会议作出“汉字横排横写”的决议：

“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
进一步推广报纸、杂志、图书的横排。建议
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
函件的横排、横写。”11月，全国17家中央
级报纸已有13家改为横排方式。1956年1
月1日，《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仅有少部
分标题和文章采用竖排。至此，汉字横排
横写在全国全面推广开来。这时，离陈嘉
庚提出“汉字横书横排”的提案已经过
去了5年多的时间。

陈嘉庚建议“汉字横写横排”
周惠斌

“亦系取学习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在与中共领
导人共事中，很快发现中国共产党重
视学习的特质。1950年 2月12日，他
致函蒲跃文说：“新政府之作风，最注
意者是组织，是学习……”1950年2月
14日，他致函贾子群说：“我在此不时
与中共首脑部接触，深知他们的作风，
尊重组织，尊重学习。”1950年2月22
日，他致函魏时珍又说：“须知中共的
基本精神，即批评与学习，他们视学习
等于生命，以批评提高警觉。”同日，致
函叶平琦说：“同时并须了解新政治的
作风，最重组织，最重学习……”1950
年 3月 4日，致函曾铁珊再次说：“中
共视学习如生命，军政要人，常常以小
学生自居。”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张澜
致函不同亲友都提到中国共产党“重
视学习”“尊重学习”“视学习如生命”，
精准抓住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的精
神特质。

受中国共产党人感染，张澜开始
重视加强自身学习。1950 年 2 月 10
日，他致函王恩洋、蒙文通说：“澜在此
亦系取学习态度，盖深知唯有学习才
能养成新的人生观，唯有学习，才能使
全国之人，燃起已将熄灭的火炬，奔向
历史的黎明。”1951年2月22日，他致
函邵慈云说：“老解放区的学习气氛，
几已弥漫任何机关、任何角落，无职业
者要学习，有职业者更要学习，青年要
学习，老年亦要学习，吾在此亦系取学
习态度。”1951年3月31日，他作《在
中央人民政府祝寿会上的谢词》说：

“今天我愈是年老，愈感觉什么都不
够，什么都要学习，都要向毛主席学
习，向今天在座诸位学习，向一班年轻
人学习。我今天80岁了，我还有一个
要好好学习的决心。18岁的青年应该
说学到老，我这个80岁的老人今天是
老要学。”无论“亦系取学习态度”，还
是“老要学”，张澜都表明了加强自身
学习的态度，努力让自己跟上中国共
产党的步伐，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

勉励亲友加强学习

张澜不仅加强自身学习，还勉励
亲友学习。1950年 2月10日，他致函

时任川北大学校长王兆荣说：“今后擘
划，度驻校代表当有指示，所望精诚合
作，频频接受新的理论，勉维现状，徐
图发展。……愿吾棣台……虚心学习，
积而久之则信誉日隆……”1950年 2
月 11 日，他致函老友王青干之子王
泽丰时说：“所望益自策励，多阅新书，
多接新人，刻意学习，蔚成抱负……”
1950年 3月 28日，他致函蒲肇楷说：

“入盟之后，并须下大决心，重新学习
……”1952年 9月 26日，他致函何清
璠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对新文学理论之阐发尤明，希
详加揣摩。”

张澜还向子女阐释学与习之间的
辩证关系，鼓励子女学有所得。1953年
10月24日，他示三子张晓岩：“我们今
天的国家人民，要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
会主义，为人做事，必当随时随处加强
学习。学是觉所未知，习是为之不已，所
学即所习，就是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尤其学要虚心，才能多受
教益；习要小心，才能少犯错误。”

张澜鼓励亲友学习，是为了让他
们建立起新人生观，以适应新社会。
1950 年 2 月 11 日，他致函老友鲜英
说：“这便需要从思想上、生活习惯上、
作风上痛下功夫，彻底改变。”1950年
2月14日，他致函杨光矩说：“因此知
识分子所应致力者，如怎样克服自尊
自大的心理，向工农劳苦大众看齐，怎
样建立新的人生观，勉与新政令相配
合，此中窍要，端在学习。”1950年3月
28日，他致函蒲肇楷说：“一定要经过
学习阶段，建立起新的人生观……”

对亲友爱好学习、学有进步，张澜
也给予充分肯定。1950年 2月 20日，
他致函吴玉章，介绍朱光潜夫人奚今
吾进入学习班，所提理由是：“……近
更坚决立志学习，请求进华北大学政
治研究所第五期学习，特为介绍，请准
收入为幸。”1950年2月20日，他致函
董必武，推介刘文辉秘书宋岳亭所作
文章，亦称：“宋君系一前进并可靠之
青年，志在学习，并不计较个人地位
也。”1953年10月19日，他致函黄应
乾说：“关于你的名位思想，已通过学
习而逐步清除，使我甚为欣慰。”无论
是向人推介，还是致信鼓励，都表明张
澜先生对爱好学习者的肯定和赞誉。

张澜不仅勉励亲友学习新理论，
建立新的人生观，而且多次为亲友、下
属提供学习资料。他曾会同沈钧儒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学
习座谈会干事会编辑的《学习资料》赠给
民盟广东省支部、西北总支部、西安市支
部、广州市支部。据笔者统计，张澜亲笔
题赠给民盟广东省支部有第一、二、三辑
合订本，题赠给民盟西北总支部有第一、
二、三辑合订本和第六辑，题赠给民盟西
安市支部有第一、二、三辑合订本和第六
辑、第七辑，题赠给民盟广州市支部有第
四、五辑。根据上述情况推测，张澜与沈
钧儒应是将《学习资料》逐期分赠给民
盟各地支部学习参考。

自费捐赠《毛泽东选集》

张澜曾自费购买《毛泽东选集》第
一卷，赠给家乡教育机构、民盟支部和
亲友，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深入钻
研”。1951年10月，由毛泽东同志亲
自主持编校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正式发售，一时间洛阳纸贵，各级领导
干部也只能凭“购书证”购买。张澜
1952 年 4 月 15 日致贾子群函中说：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虽已出版，
惟购者踊跃，特规定按前发‘购书证’
号码发售。复查前次购赠该书第一卷
五十册的原‘购书证’……”可知张澜
曾自费购买50册《毛泽东选集》。另同
函称“（购书证）已有二十张散失，故目
前凭证仅能购买该书第二卷三十册”，
可知张澜最初只有50张“购书证”，即
只能购赠50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又据1952年1月9日致贾子群函“前
由张默生携回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五
十册，希分交所属组织……”另据
1952年1月3日致张默生函“前月曾
邮寄毛泽东选集20册交你”，可知这
50册《毛泽东选集》是由张澜寄给侄
子张默生，再由张默生会同贾子群分
配的。其中，有20册应该是交由张默生
分配处理。至于另外30册《毛泽东选集》
如何分配，可从张澜1952年4月15日
致贾子群函称“苏联名哲学家尤金博士
所作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
……兹寄上三十册，即分赠南充各级学
校及有关方面……”并称《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发售号码轮到时，即行购买寄
上。仍希分赠各方藉供学习。”可推测张

澜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分赠南充
各级学校及有关方面”。

据民盟南充市委会干部贾德灿
《张澜情牵桑梓赠<毛选> 川北大学
遵嘱建“学委”》一文，他发现川北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前身）1952年 3月 24
日致民盟川北支部兼南充市分部临时
工作委员会公函称：“顷奉到你会转
来张澜副主席惠赐我校的《毛泽东
选集》共 10 册，除珍存图书馆供师
生学习外，敬致谢忱，即请转达是
荷。”贾德灿花费很大工夫，在西华
师范大学旧书库中找到3册题有“川
北大学惠存，张澜赠，一九五二年三
月”字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彻
底证实了其中10册《毛泽东选集》下
落。考虑到贾子群时任民盟川北支部
及南充市分部主委，可以推测川北大
学收到的10册《毛泽东选集》应是贾
子群转赠的。

2022年，笔者曾从南充书友处得
到一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系1951
年11月北京第二版出版，两处钤“川
北公立南充高级师范学校记”藏印。在
书的环衬页有题签：“南充高级师范学
校惠存，张澜赠，一九五二年三月。”与
赠给川北大学的时间相同，应是同一
批赠书。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结合赠
给川北大学10册，可以推测贾子群亦
应将10册转赠给川北高等师范学校。
还有10册《毛泽东选集》，贾子群转赠
哪些学校或机构，笔者推测应在四川
省立南充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今四
川省蚕丝学校）、川北南充高级中学
（现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等与张澜相
关联的学校范围内，因尚未见相关资
料，无法确知。此外，张澜在1952年4
月15日致贾子群函提到“（《毛泽东选
集》第二卷）俟发售号码轮到时，即行
购买寄上”。因既未见到赠书，也未发
现其他史料，最终是否购买、寄赠南充
各方，也不确知。

笔者个人喜好收藏签名本。每当
我用手摩挲这册珍贵的书籍时，特别
是通过梳理张澜晚年崇尚学习的良好
作风，笔者深深为张澜活到老、学到老
的伟大人格所感染。崇尚学习精神的
他，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作者系沈阳市政协研究室综合
调研处处长）

张澜崇尚学习二三事
燕宏博

徐悲鸿画马是中国现代绘画史
上的一座高峰，他的人物画也是独
具风格。他把西方绘画基础运用到
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技巧中，形成
了鲜明的个性，这对现代中国传统
人物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
纪三四十年代，他在重庆画了很
多有关钟馗的人物画，以钟馗打
鬼驱邪这一艺术形象，表现中华
民族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奋
起抗争的精神，展现出一位艺术
家的爱国情怀。

徐悲鸿是善画钟馗的高手，他
画钟馗与前人明显不同，只取其
名，却褪去宗教本意，并将之纳入
其写实主义的体系之内，其形、其
神、其意，均由神佛之“虚”转为
人世的“实”。从技法上看，徐悲
鸿不取传统钟馗形象的古怪、夸
张，他将西画中的素描技巧融入传
统绘画中。他笔下的钟馗形象多是
近景特写，造型生动逼真，保留了
人们所熟悉的络腮胡，同时也加入
了自己的想象和审美趣味，如浓眉

大眼、宽口阔鼻等等，少了一般钟馗
形象的丑陋和狰狞，却更像是一位英
武刚烈、坚贞不屈的英雄好汉。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徐悲鸿随中央大学的搬迁来到重庆沙
坪坝。1938年夏，日军已侵占了大
半个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民
不聊生。面对山河破碎和日军的频繁
轰炸，徐悲鸿以笔为戈，创作了大量
宣传和讴歌抗战军民的美术作品。他
曾说：“战士为国不怕牺牲，我徐悲
鸿只能用自己的画笔去战斗了。”这
一时期每年的端午午时至刚至阳之
时，他都创作钟馗图以强化驱凶除煞
之气势。

1938 年 6 月 2 日端午节中午时
分，徐悲鸿在沙坪坝奋笔疾书，画了
一幅《钟馗》。民间有端午节在大门
和堂中悬挂钟馗像的习俗，徐悲鸿借
端午节挂钟馗像驱鬼的习俗，抒发忧
愤之情，寄托爱国情怀。一身浩然正
气、刚劲雄强的钟馗侧首回望，似在
藐视那些猖獗一时、祸害人间的邪恶
势力，又似在魑魅魍魉的肆虐和淫威

下，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与右侧矮
小猥琐、颔首低眉、头顶果盘、手提
酒壶的小鬼形成鲜明的对照。

《钟进士》 作于“己卯 （1939
年）端阳正午”，表现了钟馗顶天立
地的高大形象。徐悲鸿就依据此描绘
钟馗奇伟之相貌，虬髯飘拂胸前，腰
佩宝剑，侧身而立，威风八面，不怒
自威，他双手倒背，握着一只空酒
杯，等待小鬼开酒侍候。小鬼赤身裸
体，形象丑陋，屈膝跪地，一手抱着
酒坛，一手握着坛盖，小心翼翼地打
开酒坛。作品以钟进士喻中华民族扬
威不屈，不畏强敌，终将战胜日本侵
略者，让其俯首称臣。体现了中华儿
女勇于战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徐悲鸿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钟馗
题材的作品，诸如《持杯钟馗》《持
扇钟馗》《持剑钟馗》《钟馗饮酒》
《侧面钟馗》《捉鬼钟馗》等。这些作
品将钟馗描绘成身材伟岸、相貌堂
堂、神态威严、嫉恶如仇的人物形
象，塑造成人间正义的化身，紧握宝
剑，除暴安良。与其对应的是身材矮
小、鄙陋卑劣的小鬼，象征日本侵略
军，并将其画成没有头盖骨，以表示
其野蛮愚蠢。

徐悲鸿不仅以作品鼓舞人民，
还在海内外举办义卖募捐画展，多
次将售画筹募的巨款捐献给祖国，
支援抗战。

徐悲鸿与钟馗画
郑学富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

朋友、著名民主革命家

张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副 主

席，当时已是 77 岁高

龄。在工作中，他发现

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

的精神特质，便见贤思

齐，加强自身学习，且

勉励他人学习，留下了

一段佳话。

▲

张
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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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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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

▲ 徐悲鸿作《钟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