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的母亲牛玉华曾

以 《春天的日记》 为书

名，整理并出版了 1949

年春天时，她到北平参加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期间的日记。这批日

记弥足珍贵，讲述了许多

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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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日记”

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牛玉华作为华东妇女代表团的代表
和随团记者，在北平西苑机场和香山两
次见到毛主席，并在香山与毛主席握
了手。

在大会召开之前和之后，她于3月
21日、4月7日、4月21日三次听取了
分别由邓颖超、李立三、彭康传达的毛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精神，并
用大会纪念册和自己的日记本做了详细
记录。毛主席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3月
5日，而邓颖超、李立三、彭康传达毛
主席报告的时间是3至4月，都是在春
天，所以可称为“春天的报告”。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革命的
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会议，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
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
和迎接全国胜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
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从政治上、
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主持了
这次会议，做了近 5 个小时的主旨报
告。毛主席的报告强调“夺取全国胜利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并提出

“两个务必”的要求。出席会议的中央
委员有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
席11人，因各种原因缺席20人。李立
三和邓颖超是作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出席这次会议的。以毛主席的这个报告
为基础，后来形成了七届二中全会决
议，彭康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
长，在山东济南向有关人员（包括牛玉
华）传达了这个决议。

对于邓颖超和李立三的传达报告，
《春天的日记》 一书中做了有关记载。
其中，邓颖超着重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团
结民主人士的政策。

邓颖超的传达

在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主旨报告后
的第16天即3月21日，邓颖超作为中
央妇委会副书记向参加中国妇女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党员代表做了传达，
《春天的日记》对此做了特别记载：

三月二十一日，晴，北平。大会筹
委会召开代表中的党员大会，由邓颖超
大姐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团结民
主人士政策的精神。这个问题，在刚来
北平时就听到了一次间接的传达，还讨
论了一次。现在，又直接听取邓大姐的
报告，可见问题的重要性。邓大姐告诉
我们，她来北平参加这次大会之前，先
到西柏坡去请示了毛主席。她的这个报
告，就是根据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
会上报告的精神，说明为什么要团结民
主人士和怎样团结民主人士的问题。

牛玉华于1939年在家乡山东高密
景芝镇前屯庄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作为
华东代表团中的党员代表听取了邓颖超
的传达报告，并用流利、刚劲的笔迹在
自己的日记本上做了详细的记录。

这个原始记录共有11页，3000多
字。在记录的开头，写到邓颖超所说的
话：“今天我的报告不一定报告好，因
为我是太兴奋了！我看见许多老同志，
有些是新同志，过去没见过，虽然面孔
不熟，但是我们的意志是一致的。”

“对民主人士问题，不仅在二中全
会上做了决议，而且以前就提到过，我
临走时去请示毛主席，他提得最多的是
关于这个问题，他说，每个党员都要有
一个统一的态度。今天的大会是全国妇
女的大检阅、大操练。大家在这样的会
上是会碰到不少这样问题的，大家有的
认识正确，但也有的认识还不够明确，
各代表团对这个问题也反映了不少的意
见，我想讲三个问题。”

接着，邓颖超就三个方面做了报
告：一、现在来到解放区各民主党派各

界人士的介绍。二、各民主党派与我党
关系。三、我党对民主人士的政策。

邓颖超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对民主
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情况非常了解。她在
介绍了来到北平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
士，以及与中共的关系后，着重传达了
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关于团结民
主人士的政策，也就是毛主席报告的第
九部分。

牛玉华在日记本上是这样记录邓颖
超报告的：“我党对民主人士的政策是
根据中国革命任务提出来的，根据二中
全会精神，在革命胜利以后，要迅速发
展生产，对付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发
展生产，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因为这
样，我党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
策，必须在全党思想工作上确定下来。”

“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
看成自己的干部一样，和他们诚恳坦白
的（地）商量，给他们工作，使他们有
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我
们是从团结出发，对他们的错误与缺点
要适当的（地）斗争和批评，是为了达
到团结的目的，马马虎虎是不对的。另
外对他们采取关门主义、敷衍态度是不
对的，开开门，我们把他们舞一下（原
文如此），才会看出孙行者。”

“我们要掌握原则性与灵活性，我
们说错了一句话，只要检讨承认，而且
向那个朋友去承认就成了。首先是开门
的问题。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下
的政治协商会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
即将成立，革命即将成功，对民主人士
的认识必须确定，必须反对左的关门主
义、右的尾巴主义、迁就敷衍态度，而
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我们承认各民主党派，对他们的
活动不要奇怪，对他们的小事情、生活
问题不要注意。既要团结，又要斗争。
我们是革命的先锋队，把他们团结在我
们的周围。我们要把我们单纯的眼光锻
炼的（得）灵活一些。”

对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在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报告”，牛玉华记录稿中的
许多行文都是与之相契合的，特别是提
到“孙行者”，那是报告中引用的文学
典故。

李立三的传达

李立三作为中央委员在西柏坡参加
了七届二中全会后，与党中央机关来到
北平，于1949年 4月初向参加中国妇
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传达了毛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主旨报告。对
此，牛玉华在 《春天的日记》 里做了
记载：

四月十二日，晴，天津。本来今天
启程回山东，但汽车开到火车站，因临
时事故又开回来了。抓紧时间整理李立
三同志向我们传达的毛主席在七届二中
全会上的报告，因为立三同志的口音有
些听不懂，我记得不够准确，好几个人
互相帮着校正补充。好在将来会有正式
文件，现在只整理一个大意罢了。就是
这样，也抄写了将近一整天的时间。

这个根据现场记录整理过的传达

稿，牛玉华是抄写在妇代会赠发的红皮纪
念册上的，共31页，10000多字，10个
部分，标题是：1、（原记录缺损）；2、
干部问题 （工作队）；3、今后工作方
向；4、在城市中依靠谁；5、新解放区
的农村工作；6、党的经济政策；7、外交
政策；8、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联合政府；9、团结民主人士；10、干部
思想作风问题。

这个经过整理的记录稿中，有一些极
其新鲜、活泼、生动的语言，反映了毛主
席作报告的口语化特点和通俗易懂的
风格。

彭康的传达

彭康 （1901-1968），江西平江人，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
华中局、华东局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
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西安交通大
学校长。

彭康传达报告的日期，牛玉华在妇代
会赠发的红皮纪念册上所标注的是1949
年4月21日，根据《春天的日记》，这一
天她是在济南。

牛玉华在北平参加完全国妇代会后，
随与会山东代表先乘汽车到达天津，后又
乘火车，走走停停经过5天才到达山东济
南。对于彭康的传达，记录稿有 17页，
5000多字，以 《彭部长传达二中全会决
议》为标题，记录稿开头的是这样的：

今天向大家传达二中全会决议。二
中全会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二次中
央委员会议。二中全会是代表了有历史
意义的大会，全国革命正要走上全国胜
利的时候召开的，在这样的胜利形势
下，我党工作也有大的转变，这是中国
共产党二十几年来历史上革命形式上的
转折点，在此时开二中全会，是胜利的
大会，也是历史的转折点——从农村到
城市，大革命后党的工作是在农村中，
今天这个时期已经结束而转变到城市为
重点，因此二中全会又可说是城市工作
会议。因此这个会议对革命、对人民都
有重大意义，这会上做了一个决议，我
来传达一下。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做了一
个报告，大家一致通过，就成了大会的
决议。

邓颖超、李立三的传达还是以毛主席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为中心内容，彭
康的传达则是以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形式
来传达的。传达分10个部分，记录稿的
标题是：1、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力量用什
么方式？2、人民解放军的任务；3、工作
重点；4、城市依靠谁？做什么？5、新
区与老区、南方和北方的工作区别；6、
经济政策经济方针；7、外交政策；8、
政协会议；9、团结民主人士问题；10、
干部思想作风问题。

在彭康传达报告的第十部分“干部
思想作风问题”，牛玉华做了如下字迹疾
草但仍能辨认的记录：“革命很快就要胜
利了，我们要巩固这个胜利，还要很长
时间，因此毛主席号召我们：不要骄
傲，不要以功臣自居，要注意：老百姓
拥护是好的，但是资产阶级捧场要与人
民的拥护区别开，要注意：拿枪的敌人
我们会对付，但是不拿枪的敌人也要注

意，不要麻痹，今后：①不做寿，②不
送礼，③不取地名，④虚心学习，不要
骄傲，建设城市，建设国家。提高马列
水平，理论水平，技术水平，提高生
产。”

还有三次传达

作为党的宣传工作者和妇代会代表，
牛玉华在1949年初春短短的一个多月的
时间里，分别在北平和济南三次听取关于
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而且都做了详
细的记录。

根据牛玉华的回忆录，1949年4月4
日妇代会全体代表在香山受到毛主席和党
中央领导人接见后，还听取了刘少奇关于
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讲话，此次讲话因是
在接见现场没有能够做记录。在全国妇代
会的开、闭幕会上，董必武、朱德在致辞
中也强调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这样，
牛玉华听到的有关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讲
话，有记录和没有记录的，共有六次
以上。

在 《春天的日记》 中牛玉华写道：
“参加了十几天大会，又学习了朱总司令
的讲话，在我脑子里印上了最深的几个
字：整个中国革命的重心已经由乡村转到
城市”。她在回忆录中也写道：“这一次在
北平住了一、二十天，收获最大的是刘少
奇亲自给我们讲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

2020 年 10 月，笔者代表姐姐刘慧、
妹妹刘承军、刘舒平，将母亲牛玉华
（1917-2009） 生前保存的含有“春天的
报告”记录稿的妇代会纪念册，捐赠给了
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在这个笔记本扉页
毛主席像的旁边，有我母亲的题记和签
名：“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下午三时，我
荣幸的（地）与他握手。牛玉华”。

2023年7月，这个笔记本在香山革命
纪念馆“永葆青春活力——香山时期中国
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专题展览”中展出，
也是在同一年，这个笔记本被北京市文物
局评为一级文物。

希望这本含有“春天的报告”记录稿
的纪念册，为继往开来发挥其独特的
作用。

春天的报告
——记母亲牛玉华三次听取并记录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传达的日记

刘力群

明剔红牡丹纹渣斗通体髹朱
漆，在菱形格锦地上雕花卉纹，
器腹、颈内外壁均雕俯仰相间的
牡丹花和花蕾。

此渣斗足底髹赭色漆，左侧
近足处针划“大明永乐年制”行书
款。旁刻乾隆壬寅新正御题诗句，
并钤“比得”“朗润”二方章。

明剔红牡丹纹渣斗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日
前，国博讲堂推出的“科技的力
量”系列讲座获评全国科普日优
秀活动奖项。

据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
将展览、科研、科普有机结
合，促进优质科普资源的共建
共享。配合全国科普日，国博
讲堂围绕“科技的力量”专题
展览组织科普讲座，从破译神
秘难晓的古地图到解读精密尖
端的大科学装置，从探索科学
技术的路径选择到探讨科学精

神与人文精神，这些讲述从不
同层面和多元视角，拉近公众
与科学之间的距离，帮助观众
更好地理解从古至今中国科学
技术与工业发展历程的基本脉
络，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突出
科学成就。

据了解，国博讲堂将继续探
索具有国博特色的科普传播模
式，打造涵盖“博物馆学大课
堂”“历史与人文”“文明的足
迹”“美育公开课”等不同专题
的立体化讲座体系。

国博讲堂获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奖项

在福建金门县金城镇贤厝
里，坐落着一座简朴的明代民
居，这是明代忠臣卢若腾的故
居。卢若腾因秉性刚直不阿，弹
劾朝廷权臣不怕丢官，惩治地方
豪强决不容情，恪尽职守，气节
感人而被地方百姓称为“卢菩
萨”。

卢若腾，字海运，号牧洲，
文号留庵，明末清初福建同安金
门贤厝人。卢若腾的学业由祖
父卢一桂亲授，卢一桂崇尚根
本之道，只许卢若腾读经史，
学习性理，研诵秦汉文及唐宋
大家之作品，这也造就了卢若
腾为文“文如其人、言为心
声”，为官充满民族大义的品
性。1640年 （明崇祯庚辰十三
年），卢若腾中进士，授兵部主
事，升郎中。

明末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之
中。卢若腾与黄道周、沈方、沈
佺期等朝中大臣经常以气节相
勉，不参与争权夺利，而以为民
办实事为荣，对以权谋私、祸国
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当时杨嗣
昌督师湖广，手握兵权却玩忽职
守，沉溺于礼佛诵经，浪费大量
钱财。卢若腾上疏陈其罪状，最
后使得朝廷撤了杨嗣昌的官职。

任武选司郎中时，卢若腾负
责京卫武学，三次上疏弹劾定西
侯蒋维禄，因此得罪了权臣，被

外迁为浙江布政使，后又改任宁
波、绍兴巡海道。但其始终以
国事为重，不屈不挠，再次上
疏弹劾内臣田国兴利用职权、
揽带货船、滥用民力、辱及州
县官员、阻塞闸口交通等罪
状，最终使田国兴受到惩处。
在浙江任上，卢若腾克己爱
民，兴利除弊，铲除豪强，并
平定胡乘龙等匪徒，百姓安居
乐业，称其为“卢菩萨”。

清兵入关后，卢若腾全力抗
清，隆武元年 （1645 年） 被命
为浙东巡抚，驻扎温州，督师北
伐。当时温州发生大饥荒，卢若
腾带头捐俸赈济，获隆武帝嘉
奖，加兵部尚书衔。后来，清军
攻破绍兴，直逼温州，卢若腾固
守平阳，城破之时，亲自率兵巷
战，背部中了三箭，幸好被靖海
水师所救。

养好伤后，卢若腾再次组织
义师抗清，但终因大势已去，遂
隐居著书。后来，坚决不降的卢
若腾追随郑成功，成为其重要幕
僚。1664 年，卢若腾病逝于
澎湖。

卢若腾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作
品风格，史学家认为其具有“以
诗补史之阙”的特质。其一生著
有《留庵文集》《方舆互考》《岛
噫诗》《与耕堂随笔》《岛居随
录》等作品。

卢若腾：恪尽职守气节感人的兵部尚书
本报记者 照 宁

明
剔
红
牡
丹
纹
渣
斗
，
高11 .5

厘
米
，
口
径16.3

厘
米
，
足
径11

厘
米
。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

卢若腾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