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 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
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
会，同年7月14日至8月15日在《人
民日报》 等报纸发布征集国旗图案的
启事。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热烈反
响，短短一个多月，筹备会就收到了
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投稿者包括工
人、农民、教授、教师、学生、作家
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从遥远的海外寄
来23幅，朱德总司令、历史学家郭沫
若、诗人艾青也亲自设计了国旗图案。

负责审定新中国国旗的是筹备会
下设的第六小组，组长是著名教育家
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和沈雁冰，
其他成员有田汉、郭沫若、陈嘉庚等
各界知名人士。经过反复认真地评
选，最后从应征图案中，选出比较好
的、旗底为红色的 38 种图案，编成
《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

前三种图案都是红底，黄星，加一黄
条，只是星、条的位置、大小、长
短、宽窄不同，但是意义是一样的：
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解放军，黄条象征中华民族经济
文化的发祥地黄河。在各组讨论中，
赞成这种图案的代表超过全体代表的
半数。多数代表表示，国旗要大众
化，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制作。

1949年 9月 21 日晚 7时，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
平胜利开幕。新华社报道说：“主席
台上的布置简洁而美丽。主席台正面
悬挂着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和毛泽东
的画像，中间和两侧挂着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的会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军旗，会场的休息室内挂满了全国
各人民团体、各部队和各地区的贺幛
和锦旗。”

9 月 23 日晚上，毛泽东、朱德宴

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陈明仁、高树勋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
领。在交谈中，提到了国旗图案的讨
论。张治中建议说，黄条分割红地，
如同分裂国家，这不符合将革命进行
到底和国家统一的要求，再说用一条
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
到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听了以
后，感到有道理。

9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丰
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歌座谈会，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
旗上标出中国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
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
定有什么该国特征，苏联之斧头镰
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
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
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
表国家特征可在国徽上表现出来。他
拿着一幅放大了的五星红旗的图案

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的革
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
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
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
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
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
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
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
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949年 9月 27日，在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根据
代表们的意见，对国旗说明又做了进
一步修改，正式将国旗定名为：五星
红旗。参加政协会议的诗人艾青心潮
澎湃，当即赋诗一首《国旗》，发表在
1949 年 9 月 29 日的 《人民日报》 上：

“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团
结的旗。四颗金星，朝着一颗大星，
万众一心，朝着人民革命。我们爱五
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心，
就没有了生命。我们守卫它，它是我
们的尊严，我们跟随它，它引我们前
进。革命的旗，团结的旗，旗到哪
里，哪里就胜利。”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地飘扬在蓝色
的天空中。

张治中建言国旗图案的审定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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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
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如何继承
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这是摆在国共两
党面前的一件大事。以董亦湘为代表
的一批共产党员不仅参加了对孙中山
先生的追悼活动，在追悼会上发表演
讲，同时，在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方面
更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当年4月24日，也就是孙中山先
生逝世一个月后，《民国日报》觉悟副
刊发表了一篇很独特的文章，题目
是《发起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征求同
志》。这是董亦湘等共产党人牵头发
起的。

征求函正文不到 700字。开篇分
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现在西方
被兵的乡村还布满着兵烟；流离的老
小还是四方飘浪着；而东方底战鼓，
又已越敲越响了。虽然现在表面是一
个和平局面，可是我们的劳动者，一
方面要弥补过去大战的损失，一方面
又要担负未来大战的准备，全世界底
被压迫者反而更苦了。”征求函同时肯

定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孙中山
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为国民
革命，奔走了四十年。以四十年之经
验所造成的种种计划主张，当然可
作我们进行中国革命以达世界和平
的路径。”孙中山在《遗嘱》中曾言：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
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
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
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
之民族，共同奋斗……”此征求函
就是对《遗嘱》的呼应。征求函呼
吁：“我们愿集合同情于中国和平
与世界和平者，共同协力掘发此四
十年结晶的经验所示的坦途，俾我
们可以一直向前。”文后还有研究内
容与联系方式。

董亦湘等共产党员的做法，是真
正坚持并践行了孙中山“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殷殷嘱托。

（作者为常州市名人研究会董亦湘
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本文由董亦湘烈士
的外孙丁旭晴先生提供材料。）

董亦湘倡导研究孙中山
周二中

革命教育家徐特立在长沙稻田师
范当校长时，有几个学生因打饭时发
现菜里有一只死苍蝇，在厨房与工友
吵起来，且打碎了一篮碗。工友很生
气，坚决要求徐校长挂牌开除这几个
学生。

第二天，徐特立真的挂了牌，不
过上面写的不是开除学生的公告，而
是一首诗：“我愿诸生青胜蓝，人力
物力莫摧残。昨夜因为一小事，打破
厨房碗一篮？”徐特立的牌子挂出
后，引起了学生们的特别关注，打碎
厨房一篮碗的几个学生看后，悬着的
心终于放下了，意识到徐校长已原谅
他们了。他们赶忙去向工友深刻检
讨，工友此时觉得自己也有错，如果
不是因为一个死苍蝇，也不会发生打
碎一篮碗事件。于是，他们向学生们
保证，以后会更加注意食品卫生，绝

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发生。于是，学生
和工友握手言和了。学生和工友对徐
特立化解矛盾的高明方法都心悦诚
服。就这样，一场打碗风波被徐特立
的一首小诗轻松平息了。

徐特立历来主张教育学生“不应
该用强制的方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
态度”。他认为“我们的教育是革命
的教育，其目的是救国民，不是教顺
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以及自己没
有了解的盲从”。在他看来，学生犯
错误固然需要批评，甚至惩罚，但这
种“惩罚”应是善良的，不能采取

“记录档案”或“开除”等激烈的手
段，而是以长者的善良告诉他们应该
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他的做法既
使学生和工友都受到深刻教育，又给
学生和工友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充分
体现了他的内心仁慈。

仁心徐特立
张雨

“为建新中华”而积极奔走呼号

1947 年 11 月，党组织安排郭沫
若来到香港，领导中国学术工作者协
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工
作。此时，香港聚集着大批民主人士
和文化人士，郭沫若非常清楚自己身
上的政治责任，对于党的号召和指
示，总是坚决贯彻执行。他不辞劳苦
地出席各种政治活动、撰写文章、发
表谈话，“为建新中华”而积极奔走呼
号，作舆论准备。

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发布
了“五一口号”，郭沫若于 5月 5日与
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
12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拥
护这一伟大号召，认为当前筹备新政
协会议“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
同人等之本旨”；同时又致电国内外各
报馆、各团体，呼吁“全国人士自宜
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
反动，实现民主”。

5 月 8 日，郭沫若应 《华商报》
编辑部之邀，出席“目前新形势与新
政协”座谈会。会上，郭沫若首先发
言，他详细阐述了“五一口号”的重
大意义和新政协的性质及召开的原
则，第一次提出了中共中央在新政协
的领导权问题。

他说：“中共中央五一的号召对于
促进民主团结，促进胜利，具有历史
意义。”“正切合目前人民的需要。”

“对于什么人来召开的问题，我坦白表
示我们应请中共召开，实际上中共在
中国革命战争中，居于领导地位。”各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坦白承认中
共的领导权，坦坦白白承认毛泽东先生
为中国人民领袖，承认新民主主义为今
后中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今天民
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就是坦白地促进
全面的胜利。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
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
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人家害怕中共，
我们就向他说明中共可亲而不怕。人家
说中共要坚强领导，未免太骄傲，我们
就说中共事实上在替我们打冲锋。”表示

“自己就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
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
常光荣”。

他还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或无党派人士，在讨论中共“五一
口号”时，不要把第五条口号孤立起
来，而是要整体去考察，此外，还必
须把毛泽东先生的文告、双十节宣
言、土地法大纲、工商业政策等一齐
研讨。只有经过这样一段时期的酝酿
研讨，才能得到一个共同的意见，到
那时，新政协会召开的时机也就成
熟了。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

5 月 20 日，郭沫若发表了长达一
万余字的 《为新政协催生》，在文中，
他对新旧政协的性质、组成成分和任
务进行了详细的对比，说明了它们本
质上的不同，他指出“新政协的本质
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它的指导原则”“是
面向着要以人民为主的真正民主”。
新政协是“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买办资本主义宣战的”“是革命性的
产物”。新政协的任务是“重新建设
新政府”、拟定和平建国 《共同纲
领》《宪法》 草案、《人民代表大会组
织条例》 等。并号召大家努力支援前
线，扩大宣传，“以大无畏的精神响
应中共的主张，研究毛泽东的思想，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郭沫若还通过多种形式，热情呼
唤新中国的诞生。在 1948 年端午节，
郭沫若联络在港诗人领衔联名发表了
《我们的话》，欢呼“全国范围的革命
胜利就要到来，在亚洲大陆上，一个
新的中国就要诞生”；表示“在这大风
暴的日子，大解放的黎明，作为一个
诗人，他不仅要带着他的歌唱来参加
人民革命的行列，而且更要带着他的
为人民服务的点滴实际工作，来共同
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他憧憬着明
年端午到南京或北平去纪念诗人节。
1948 年 11 月初，郭沫若应邀到香港
南方学院演讲，他讲述解放战争胜利
发展的形势，情绪激昂，热血沸腾，
到后来，完全是在朗诵诗篇：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
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
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
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
让我们举起双臂，欢呼新中国的春天
的来临吧！”

根据中共安排，郭沫若作为第二
批北上民主人士，化名“丁汝常”，于
1948 年 11 月 23 日夜离港北上，他

“决心摒除一切的矜骄，虔诚地学习、
服务，贡献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
迎接人民的新春”。与他同行的还有马
叙伦、翦伯赞等30余人。这次北上是
一次秘密行动。为了北上人士的安
全，郭沫若放了一个烟幕弹，他从 8
月 25 日起，在 《华商报》 副刊连载
《抗日战争回忆录》，每天一篇，本来
是随写随发，得到北上的确切时间
后，他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
报社，给人以自己没离开香港的假
象。《抗日战争回忆录》于12月5日连
载完毕，此时他们已进入东北解放区。

将此身“慷慨付人民”

1949年 2月 25日，郭沫若与李济
深、沈钧儒、马叙伦等35人从沈阳乘
火车赴北平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
代表，特别是作为教、科、文诸界别
的无党派人士的领军人物，开始正式
介入到新中国的策划和筹建中，他乐
此不疲地参加各种会议、访谈、聚
会，将此身“慷慨付人民”。

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召开。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讲话，
盛赞新政协，强调“在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下，在毛主席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
照耀之下，我们将要永远走着上坡
路，而永远不会下降了”。他是筹备会
无党派小组的召集人，在多次小组会
上，“折冲于各位代表之间，灵活地而

又坚定地贯彻党的方针和主张”，为日
后政协会议的正式召开做了许多有益
的工作。会议闭幕时，他被选为新政
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委
员会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5小组负责
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宣言，组
长是郭沫若、副组长是陈劭先；第 6
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郭
沫若是第6小组16名成员之一。

当年 7 月，筹备会登报公开征求
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曲。启事中
提出应注意中国特征的要求，就是采
纳了郭沫若的意见。现存的许多应征
稿件上，都有郭沫若写的具体意见。
他还身体力行，设计了一面国旗，写
了 《新华颂》 作为国歌应征稿；在
《义勇军进行曲》 初步确定为国歌后，
又被大家推举改词。在征集、筛选、
设计和确定新中国标志的过程中，郭
沫若全力以赴，费尽了心力。对后来
国徽图案的设计，郭沫若就图案上方
谷穗相接的缺口如何处理提出应表现

“金瓯无缺”的设计思想。设计者十
分重视这一意见，将缺口设计为宝瓶
口，下衬以完整的金环。现存的国徽
图案稿上有一行小字：“郭老已看，
说‘金环可喻金瓯无缺’。”

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召开之际，
郭沫若接受 《人民日报》 记者采访，
表示“我们一定要诚恳地接受中共坚
强的领导，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勇敢
地向前进”。

1949年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
第4天，郭沫若作为领衔提案人，和李
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等44人
联名向大会秘书处提交了提案《请以大
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
代表案》，这件提案代表4亿多中国人向
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真
正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会议，由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
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
无权代表中国人民。这件提案在国内外
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在第 5 天的全体会议上，郭沫若
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作了发
言，表示坚决拥护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并说：“我们是无党派
民主人士，但我们绝不是美帝国主义所
企图引诱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
我们是民主的集体主义者，我们也绝不
是自以为站在中间路线上的所谓‘自由
主义者’，但我们确实是相当自由的，
而且自由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要自由
自在地跟着毛主席向一边倒。我们在国
内要自由自在地倒在中国共产党的一
边，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切号
召，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护以工人
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

9 月 29 日，郭沫若前往颐年堂
毛泽东住所，与毛泽东、周恩来、
李 立 三 、 李 济 深 、 沈 钧 儒 、 黄 炎
培 、 陈 叔 通 8 人 一 起 ， 讨 论 修 改
毛泽东主席自拟的就职公告稿。

10 月 1 日 ， 郭 沫 若 与 毛 泽 东 、
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
安门，参加了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作者为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政协
副主席）

郭沫若“为新政协催生”
黄华春

1949 年 9 月 21 日 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胜利

召开。在新政协会议酝酿和

筹备过程中，郭沫若做了大

量工作“为新政协催生”。

▲许广平 （左一）、沈钧儒 （左二）、郭沫若 （右一）、罗淑章 （右三）、李德全
（右四） 等民主人士离开沈阳前在火车站合影。

鲁迅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版画
艺术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也是中
国现代收藏史上著名的版画收藏家。
从少年时期开始，鲁迅就对美术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版画艺术。他
也非常喜欢收藏外国的版画，尤其是
欧洲的版画，只要见到，他就一定要
购买收藏。即使在世界版画收藏家
中，鲁迅收藏的版画之多，也是不多
见的。

鲁迅收藏外国版画，除了自己尽
力收藏以外，还委托朋友帮他购藏。
比如，他曾经委托在德国留学的徐诗
荃、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旅居苏联的
作家曹靖华等人，帮他购藏德国、比
利时等国家的版画，主要是德国版画
和苏联的版画。

在德国的版画家中，鲁迅最喜欢
的是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鲁
迅认为，她的作品如 《牺牲》《面
包》《俘虏》等体现了“深广的慈母
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悲
哀、抗议、联合抗起”。为了收集苏
联版画，鲁迅常常要冒着白色恐怖的
危险。他收集到的苏联版画作品有克
拉甫兼珂的 《静静的顿河》 木刻插
图、比珂夫的《抒情诗集》插图等。

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就对浮世
绘这种日本风俗版画产生了兴趣，但
由于经济能力有限，那时的他想要收
藏浮世绘是很困难的。直到20世纪
30年代初期，鲁迅倡导新兴的中国
木刻运动时，才开始收藏浮世绘，现
存鲁迅收藏的浮世绘版画作品有 60
多幅。其中有一些是日本朋友赠送给
他的，如歌川丰春绘制的《深川永代
凉图》，是内山书店于1930年10月9
日赠送给他的。另外，鲁迅还花费重
金购买了野口米次郎编的《六大浮世
绘师丛书》 等一批浮世绘版画作品
集，可见他对版画的喜欢。

鲁迅一生中收藏了大约有16个
国家 280 多位版画家的 2100 多幅版
画作品，实在是蔚为大观。他不仅收
藏外国版画，而且多次举办版画原拓
作品展览，还编印了 《近代木刻选
集》（一）（二），以及《比亚兹莱画
选》《新俄画选》《苏联版画选》《引
玉集》《士敏土之图》《路谷虹儿画
选》《死魂灵百图》《一个人受难》和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等 11
种版画选集，极大地推动了他所倡导
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造就了一大批
年轻的版画艺术家。

鲁迅收藏外国版画
王吴军

著名作家赵树理指导别人改稿
子，自有他的“绝招儿”。

有一次，青年作者陈登科写了一
部中篇小说《替死》，请赵树理把脉。赵
树理拿过稿子足足看了十来分钟，然
后皱了一下眉头说：“把稿子留下，再
留个电话，过几天联系你。”

陈登科等了一个星期，未有音讯。
他再次找到赵树理，询问稿子的事。
赵树理慢腾腾地说：“别着急，还没
看完。”接下来，陈登科又跑到赵树
理办公室十来趟，每次赵树理都说

“别着急”。最后，赵树理终于拿出
了小说，笑着告诉陈登科：“你不要
介意我弄脏了你的手稿啊！”陈登
科接过手稿一看，每一页上都有红
笔做出的圈点。有人打趣赵树理：

“老赵，改篇稿子，你让人家跑了十
来趟，这不是折磨人吗？”赵树理点
点头说：“你说到点子上了，我就是
要‘折磨’他。这样，他就会谨慎对
待自己的作品了。”在赵树理的建
议和帮助下，小说《替死》经过反复修
改，最终更名为《活人塘》，由北京三

联书店出版发行。一时间，陈登科名
声大噪。

无独有偶。1951年秋，赵树理回
到自己熟悉的太行山，与农民同吃同
住同劳动。房东有个姓李的小伙子，写
了一篇《义务帮耕队》，拿给赵树理看。
赵树理仔细看了看，对小李说：“你抽
时间再改一改，明天拿给我看。”第二
天，小李把改了的稿子拿给赵树理看，
赵树理说：“有进步了，你再改一遍吧，
明天拿给我看。”第三天，小李又把改
过的稿子拿给赵树理，赵树理说：“又
比原先强了，你再改一遍，相信你会改
得更好的。”就这样，小李把稿子改了
五六遍。当他把修改后的《义务帮耕
队》再次拿给赵树理看时，赵树理笑笑
说：“你很有耐心，这回改得很好了，你
寄到报社去吧！”

半个月后，小李的稿子在《山西农
民报》发表了。小李把报纸拿给赵树理
看，问：“赵老师，你怎么不把成功的窍
门告诉我，光叫我一遍一遍地改呢？”

赵树理听后笑着说：“我的窍门只
有两个，一个是耐心，一个是修改。”

赵树理改稿
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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