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2024年3月21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sherryfelton@sina.cn
联系电话：（010）88146865·朝花夕拾 11责编/李冰洁 校对/宋磊 排版/陈杰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创建九三学社
为和平“发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
了维护其独裁统治，极力抢夺胜利
果实，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看透
这点的许德珩开始为和平“发声”。

1945 年 9 月 3 日，日本签字投
降。这一天，许德珩等人在重庆青
年会大厦举办“民主科学座谈会”
庆祝胜利。会上有人提议，今天是
日本签字投降的日子，“9·3”这个
数字意义重大，而“民主科学座谈
会”这个名称政治意义不强，应当
修改，于是大家便展开了讨论。最
后，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许德珩等人
决定将会议名称改为“九三座谈
会”，并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

1946 年 5 月 4 日，还是在重庆
青年会大厦里，九三学社举行成立
大会，许德珩报告了具体的筹备过
程，与会同志发表了自由演说，他
们一致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统一，
东北及中原的内战必须立即停止。
大会宣布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
《双十协定》中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
本方针，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在政
协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
明确指出任何党派不得有任何违反
停战协定、政协决议的行为。

自此，九三学社正式登上了中
国政治的历史舞台，明确了反对内
战、主张和平的正确政治方向，以
实际行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
国统一战线中的坚强力量。

响应“五一口号”
再为和平“发声”

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在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号
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
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五一
口号”。5 月 5 日，在香港的各民主
党派与民主人士联名发表 《响应中
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
九三学社在北平闻讯后，举行会议
一致通过决议，拥护“五一”号
召。因身处国民党统治区，无法公
开发表意见，直到北平解放前夕宣
言才得以公开发表。周恩来曾指
出：“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
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
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
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
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
放时才公开活动。”

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兵临
北平城下。见大势已去的傅作义请
许德珩、徐悲鸿、周炳琳等20多位
学者聚会，商讨北平局势。学者们
一致认为北平问题要和平解决。许
德珩也积极发声，促进了傅作义接
受和平解放北平的主张。21日，傅
作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签署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十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
仪式，万人空巷，欢庆北平解放。
在此期间，许德珩与30位民主教授
一起发表宣言书，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响应毛泽东的八项和平主
张，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 年 5月 26日，许德珩等人
在巴黎参加完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后
回到北平，立即进入到新政治协商
会议的筹备工作中。6 月 15 日，新
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
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以民主教授身

份参加会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的授意下，许德珩与几位同志署名撰
写了《九三学社概要》，提交给会议代
表。19日，会议正式确认九三学社为
中国民主党派，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
之一。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
幕，许德珩作为九三学社首席代表参
会，并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发言。这次
会议通过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明确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
体，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
过北平为新中国首都，并改名为北
京，还规定了各项基本政策以及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新中国的成立
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许德珩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热泪盈眶！

拥护抗美援朝
三为和平“发声”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需要
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经济建
设，但是，一件危及国家安全的事情
突然爆发，让刚成立的新中国又面临
艰难抉择。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
发，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
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
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8
月，许德珩与郭沫若、李立三、高崇
民等人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
会代表团的名义赴朝鲜慰问。两个月
后，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
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
境。侵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

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
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
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多次、反复讨
论 后 ， 最 终 决 定 抗 美 援 朝 、 保 家
卫国。

两日后，毛泽东在怀仁堂召集各
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举行会
议，讨论中国援朝问题。许德珩代
表九三学社表示，坚决拥护党和政
府抗美援朝的决定。会后，各民主
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抗议美国帝国
主义的侵略行径。11 月底至 12 月
初，九三学社召开建社以来的第一
次全国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抗
美援朝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许德
珩在致开幕词时指出，抗美援朝是
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抗美援
朝就是保家卫国。并号召全社社员
准备随时贡献一切力量，为保卫和
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
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
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新中国最终用伟
大胜利捍卫了国家安全，保卫了中国
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
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回望过去，眺望前方。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的今天，
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新时代新
征程，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
国统一战线，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最大同心圆，以团结凝聚力量，
以奋斗铸就伟业，共同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的壮美华章！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
究院）

为和平“发声”
——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德珩二三事

陈剑锋

近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一生笔耕不辍、著述
丰硕，其中《抗战以来》《延安归来》《八十
年来》三部著作，因都有一个“来”字，被
称为他的三部“来作”。

黄炎培著《抗战以来》由国讯书店
1942年 5月初版发行，正文收录了《抗
战以来》《抗战问答》《心》等30篇杂文。
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
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
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
方协会）支持淞沪会战；在重庆期间，迁
建工厂学校，动员工商界教育界捐款捐
物支持抗战，发起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促
进国共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
立发挥积极作用。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褚辅
成、冷遹等6名国民参政员赴延安访问。回
到重庆后，黄炎培写下《延安归来》一书，
并于同年8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发行。
该书以一名民主党派人士的视角，真实记
录了其在延安亲身感受到的民主氛围，介
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令人感到亲

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
党。该书初版2万册，几日内便销售一空，
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当
局因而对此书进行查禁，却意外地在国统
区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

《八十年来》系自述体回忆录，是黄
炎培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阶
段的真实记录。全书记载了黄炎培与孙
中山、李大钊的交往；1945年 7月访问
延安时，与毛泽东的谈话；针砭旧教育的
弊端，提倡职业教育；1917年发起成立
中华职业教育社等重大历史事件。《八十
年来》于1964年10月完稿，1982年8月
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发行。

1963年2月20日，黄炎培给毛泽东
写信并附上《八十年来》上卷打印件，封
面上的“八十年来”“上卷”“前言”“第一
时期”“第二时期”等全部文字都是黄炎
培用毛笔书写的，在封面的右上方，黄炎
培书写的“毛主席赐教”五个大字尤为醒
目。此信和《八十年来》上卷书稿（书中留
下了毛泽东阅读时标注的墨迹），现收藏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黄炎培的三部“来作”
王荣 王抒滟

“南开之父”张伯苓是现代教育的
奠基者，他提倡德智体美并进的全面教
育，尤其重视体育训练，被人们尊称为

“体育校长”。
从教之初，张伯苓就非常重视体育

活动的开展，曾自行设计制作体育用
具。南开创立后，张伯苓制定的三大政
策中，列在首位的便是体育。在南开中
学，体育课为必修课，而且是“强迫体
育”。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门全部锁
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锻炼，达不
到测试标准者不能毕业。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主要靠募捐
得来。但张伯苓对体育的投入却从不吝
惜。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在校生不
过千余人，却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
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
械场，以及2个400米标准跑道的大运
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张
伯苓重视体育的程度可见一斑。

张伯苓曾言：“不懂体育者，不可

以当校长。”每逢南开的教职工运动
会，张伯苓都要带头参加，还曾荣获过
百米赛跑的第一名。他经常与学生一起
踢足球，带领学生参加比赛，由此赢得
了“体育校长”的美誉。

他在创办南开学校之初，就率先将
奥林匹克教育写入体育教学大纲；最早
发出“奥运三问”；最早发起创建了中
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早参与发起了

“远东奥林匹克运动”。
1932年，短跑运动员刘长春拟以中

国运动员身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张伯
苓获此消息后，积极联系国际奥委会为
刘长春报名。在得到同意答复后，张学
良捐助了8000银圆，资助刘长春前往洛
杉矶，正式开启了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
历史。

1945年，张伯苓组织召开中华全国
体育协进会会议，决定申办第15届奥
运会。虽然未能如愿，但是中国有了第
一次申办奥运会的尝试。

“体育校长”张伯苓
王 剑

冰心在 《我的老伴——吴文藻》
一文中说：“我们的婚礼是在燕京大
（今北大） 的临湖轩举行的，1929年 6
月15日是个星期六。”

在江阴夏港老家，吴文藻的父亲
吴焕若与人合伙开了个小米店。为方
便装运货物，吴家在夏港河边，万安
桥附近建了个小码头，人称“吴家码
头”。冰心第一次来夏港就从吴家码头
上的岸。

当年 7 月间，吴文藻父母给吴文
藻的信中表示，老吴家在夏港镇也是
有头有脸的大族，对于冰心这样的名
门望族、大家闺秀必须隆重迎娶，大
摆新婚宴席。于是，吴文藻按信中所
说要求冰心在婚宴当天坐大红花轿、
着中式礼服在夏港露一次脸。当时的
时代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才 10 年，
诸多知名文化人都以新文化斗士的面
貌示人，冰心当然不肯着罗裙坐花
轿。为此小两口还怄起了气。

1929 年 8 月初，吴文藻和冰心在
上海首先拜见了冰心的父母亲，并谈
及了冰心去江阴夏港归家的事情。刚
当上老丈人的谢葆璋比较满意吴文藻
这个女婿，便调停此事，告诫冰心

说：“值此新旧文化碰撞之际，何不中
西合璧，两全其美呢。”

8月初，冰心和吴文藻从上海坐火
车到无锡站，然后搭乘乌篷船从无锡
出发，经锡澄运河进入夏港河返回家
乡，中午缓缓驶入吴家码头。万安桥
两岸聚集着吴家的亲戚和附近的村
民，可谓是人山人海，大家争相来看
北京来的著名女作家、新娘子冰心。
吴家迎亲的花轿也早已等在那里，其
实码头到吴家也就 300 多米的道路。
乌篷船在吴家码头停靠，爆竹声阵阵
响起，吴文藻和冰心携手上岸，只见
冰心中等身材，头上剪成短发，上身
穿短白背心，内穿开衩旗袍，长得端
庄秀丽。吴文藻和冰心上岸后，按当
地的风俗冰心被扶进花轿中，然后热
热闹闹地抬到了吴家。

吴家的亲朋好友均已到齐，只等
新郎新娘来到后开筵。冰心在爆竹声
和人们的欢呼声中走出花轿，吴文藻
与她一起走过红地毡进入家中。大家
先吃糖水“团圆”，表示甜甜蜜蜜、团
团圆圆，然后喜宴正式开始。筵席共
有20多桌，隆重热烈，吴文藻和冰心
很是高兴。

冰心穿旗袍坐花轿
刘建东

1977年10月，国务院宣布恢复
高考；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
开，科学的春天到来；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
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时的中国
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而经过了十年蹉跎的青年普遍文化
水平不高，渴望提升知识和技能。

1979 年 10 月，九三学社时隔
21 年再次召开了全国社员代表大
会，社的各级地方组织也在这一时
期陆续恢复活动。摆脱了禁锢和束
缚的九三学社社员，盼望能在中共
党委和九三学社组织的领导下，围
绕四化建设、改革开放、两个文明
建设等中心工作，为社会提供智力
开发、科技咨询等服务。而包括夜
校在内的各类培训班，最能满足青
年的需要。

据统计，截至1988年，九三学
社地方组织共举办各种函授、培训
班 1691 个，学员 107018 人。由于
大部分青年已经踏上工作岗位，白
天没有时间上课，这些培训班中，
很大一部分要在晚上开课，是名副
其实的夜校。

提升学历，是20世纪80年代青
年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为此，国家
设计了多种通道，除了普通高考，
还 有 高 等 教 育 自 学 考 试 （1981
年）、电视大学 （1982年）、成人高
校 （1986年） 入学考试等。条条大
路通罗马，但想考试过关对已离开
校园多年的青年来说并不是容易的
事。所以，学历考试辅导班很自然
地成为夜校的主打课程。

九三学社安徽省地方组织创办的
“ 合 肥 青 年 夜 校 ” 就 是 一 个 例 子 。
1984年，这所夜校聘请高校和市属中
学的优秀教师，举办多种类型的文化
补习班，很受欢迎。1985年，他们又
计划新开两个教学点，主要面向“打
怪升级”的青年。当年 1 月，他们在
《合肥晚报》刊登了名为《九三学社合
肥青年夜校新开九中三十八中教学点
招生》 的长篇广告，招收高教自考班
150人、高考补习班135人、成人高考
班 等 150 人 、 电 视 大 学 补 习 班 100
人。上课时间都安排在晚上，比如高
教自考班每周有 3 晚次、电视大学补
习班每周有 5晚次，每晚都是 3学时。
青年夜校的费用，每月为 6-8 元，大
约相当于当年平均月工资的8%。有抱
负的青年，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和一
部分收入，贡献给了夜校；收获到
的，是烫金的学历证书和个人的提升。

九三学社开办的青年夜校非常火
爆。1985年 1月的 《九三学社为四化
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侧记》 一文曾引
用九三学社安徽省委会一位同志的
话：“中文、财会等3个专业招生，消
息传出，凌晨就有人顶着凛冽的寒风
排队报名。原来只准备招收 6 个班，
但不到中午名额就满了，没报上名的

人仍不肯散去。在群众要求下，只好
一再扩大，一直增加到招收 17 个班、
1000多名学生。”

受到如此欢迎，和较高的办学质
量是分不开的。在很多青年看来，九
三学社专家学者多、知识分子多，办
学值得信赖。九三学社南京市委会开
办的青年夜校，各门课程的师资，主
要由南京各高校的九三学社社员兼
任，他们都是讲师以上的高年资教
师，注重教学效果，很有吸引力。有
学员说：“任课老师都是高等院校的，
很有水平，教学质量一定高。”还有的
学员说：“（这个班）学费比其他单位
收得低。”1986 年上半年，该夜校招
收了4个班，下半年就增加到8个班，
共 441 人次。学员中，21-30 岁的青
年占比超过66%，他们学习热情很高，
有的家住郊区，离学校超过 20 公里；
有的家住长江北岸，上课时要在城内
借宿。不辞劳苦、勤奋努力，是那个
时代大部分青年的写照。

除了学历教育，还有不少青年是
奔着提升工作技能和业务水平来夜校
学习的。九三学社南京市委会的英语
辅导班中，有不少是金陵饭店、南京
饭店以及外贸单位的工人、干部、工
程师，他们反映：“课程对我们提高业
务水平有很大帮助。”

民主党派办青年夜校，和当时的
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随着教育事业
的发展、民主党派职能的完善，它早
已成为过去式。但在新时代，民主党
派依然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在党委的
统一领导下，面向青年开展夜间讲座
等活动，以新形式延续青年夜校。

（作者系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社
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九三学社办青年夜校
纪习尚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
家。他出生于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所
以很早就开始学历史了。

8岁那年，吕思勉母亲程夫人亲自
为他讲解《纲鉴正史约编》。后来在私
塾先生要求下，他开始点读《纲鉴易知
录》。到了14岁的时候，正好是戊戌变
法那一年，他已经能写出科举考试的文
章了。科举制被废除后，吕思勉花费了
半年时间读完了《通鉴辑览》。从他所
看的书籍来看，他在少年时就已了解中
国历史的概貌了。

到了15岁，在父亲的带领下，吕
思勉开始阅读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
毕沅的 《续资治通鉴》 和陈鹤的 《明
纪》。这时，他读书非常勤快，读这3
部书时，两天就能读完14卷，受到了
父亲的高度肯定。接着，他又读了《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和《十二
史札记》，从整体上了解了中国古代学
问的源流派别以及各种重要著作的内容
大要。后来，吕思勉又用五色笔抄录
《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评点本和

《三国志》。
学完前四史，他发现自己收获很

大，对历史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于是，
他趁热打铁，又一口气读完了《晋书》
《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等诸多史书，成为当时史学界的青年
才俊。

在21岁那年，他跟随当时著名的
元史专家、教育家屠寄学习元史。在屠
寄的影响下，他又读了《辽史》《金史》
《元史》，并补读了其余各类史书。两年
后，二十四史就全部读了一遍。后来他
回忆道：“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
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
《三国志》 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
《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
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

吕思勉早年虽读过大量史籍，在史
学方面已具有深厚的功力，但他一直非
常谦虚。其实，早在21岁之前，他所
读的史籍就已经不是一般治史者所能读
完的。所以，史学大家顾颉刚评价吕思
勉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

吕思勉学史
周 星

许 德 珩 是 我 国 著 名 的 爱 国 人

士，是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杰出领导

者。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德珩一直

在为和平“发声”，为新中国的成

立和人民政协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

献。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人民政

协成立 75 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

忆许德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二三

事，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

许
德
珩

白天到单位打卡上班，
晚 上 到 夜 校 充 电 学 习 ， 最
近，青年们青睐的“青年夜
校”频频出圈。其实，改革
开放之初，青年夜校也曾风
靡 全 国 ， 只 不 过 和 现 在 的

“软课程”相比，学历考试辅
导、科技英语、工商企业管
理等“硬课程”在当时更受
欢迎。

九三学社依托自身科技
人才集中的优势，呼应时代
要求，也曾开办一系列的青
年夜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