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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冬，《半月谈》杂志创刊五周年，

启功应邀创作了一首七言绝句《小诗奉题半

月谈杂志》：“朔望兼评胜汝南，民情国是共

相谙。删繁摘要珊瑚网，温故知新半月谈。”

诗作用典贴切，内涵丰厚，古意盎然，

新见迭出。其中第一句和第三句，分别嵌入

两个富有意象化的典故，使全诗更加典雅

厚重，耐人品味。

第一个典故是“月旦评”，又称“汝南

评”，典出《后汉书·许劭传》，说的是东汉末

年，汝南郡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在清河岛

上开办清议讲坛，对当时的人物进行品评，

常在每月初一发表评议结论，一时影响朝

野舆论，被誉之为“月旦评”。诗的首句“朔

望兼评胜汝南”中的“朔”，又称新月，指农

历每月初一；“望”，则称月圆，指农历每月

十五。“朔望兼评”紧扣“半月谈”刊名，不仅

契合刊名的内涵，又与古代的一段品评佳

话相媲美。

第二个典故“珊瑚网”，语出《新唐书·

西域传》：“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

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

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

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即腐。”

说的是，用特制细密铁网迅速捞起的珊瑚

树，得到的不仅是奇珍异宝，而且因其打捞

及时，保持住了新鲜本色，不会腐烂变质。

诗人巧用典故，借喻《半月谈》张开珊瑚网，

捞起新海鲜，力避“失时不取即腐”，广泛搜

集天下要事和最新信息，进行提炼精粹，突

出刊物既要言不烦文风精悍，又内容鲜活

讲解及时的办刊风格。

诗的第二句“民情国是共相谙”，突出

了刊物面向基层，讲解时政，把握党心民意

的交汇点，上联天线，下接地气，力争使上

下两头都满意的办刊理念。第四句“温故知

新半月谈”，突出刊物心中装着读者的需

求，在形势政策教育、时事考试等方面设置

与读者需求相链接的特色栏目，发挥了“时

事政策顾问、学习生活益友”的特有功能。

仅仅只有四句的小诗，句句紧扣《半月

谈》的核心理念和办刊特色。有人评曰：启功此

诗“堪作半月谈品牌的宣传广告语”，启功其人

“堪称《半月谈》的真知音”。

启功诗赞《半月谈》
夏明亮

民盟先贤倡导主办

1919 年 ， 四 川 青 年 王 光 祈 、 陈

愚生等 6 人和李大钊发起成立了著名

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张澜得知情

况后，安排秘书杜象谷邀请王光祈、

陈愚生面谈。

当时的四川地理位置偏僻，资讯

比较落后，报刊很少，他致函民盟发

起人之一的鲜英，嘱咐他与陈愚生在

重庆办报，在四川宣传新思想、新文

化，《新蜀报》 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鲜英欣然接受张澜的安排，马上

联合川东道尹叶秉诚、四川省政府秘

书长沈与白以及重庆城防司令袁承武

共同出资 1 万余元办报，并担任董事

长和发行人。陈愚生 （少年中国学会

副主任，1923 年因病辞世） 与刘泗

英 （著名报人，曾任新中国日报董事

长、青年党中央秘书长） 分别担任第

一任社长与总编辑。

1921 年 2 月 1 日, 《新 蜀 报》 创

刊，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

为宗旨。土纸竖排单面印刷，日发行

量最高 2 万份。由于连续刊文支持学

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为，最终触怒反

动当局，《新蜀报》 报社遭到查封，

陈愚生被迫辞职。后经张澜等人疏

通 ， 聘 请 周 钦 岳 任 总 编 辑 ， 复 刊

发行。

中共党员接力主笔

周 钦 岳 担 任 《新 蜀 报》 总 编 辑

后，聘请从法国勤工俭学一同归来的

陈毅担任“域外见闻”等栏目的主

笔 ， 至 1926 年 ， 陈 毅 共 发 表 时 评 、

短 篇 小 说 、 白 话 诗 和 杂 作 等 十 多

万字。

陈毅 1923 年去北京读书后，周

钦岳改聘 1922 年加入中共的萧楚女

担任主笔。萧楚女曾被誉为“四川传

播马列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旗手”，

1923 年 6 月，他在 《新蜀报》 上开辟

与 读 者 互 动 的 栏 目 “ 社 会 青 年 问

答 ”， 文 笔 犀 利 、 风 趣 幽 默 。 两 年

里，他以激昂深刻的文字，赢得了读

者喜欢，被当时的知识界称为“青年

的百科全书，黑暗中的领路人”。这

期间，报纸发行量达到 3000 份，占

重庆报纸的 1/3。也因此深为军阀憎

恨，最后被驱逐出境。1933 年 5 月推

出的“新蜀报四千号”发行纪念册

上，称萧楚女为 《新蜀报》 的第一个

大功臣。

1927 年 “ 三 · 三 一 ” 惨 案 爆

发，《新蜀报》 总编辑周钦岳和经理

宋南轩被迫离开重庆。报纸生死存亡

之际，鲜英重新担任社长，聘请杨丙

初担任总编辑，一同努力带领 《新蜀

报》 走过艰难岁月。

周 钦 岳 到 武 汉 任 国 民 革 命 军 第

11 军第 26 师政治部主任，后参加工

人 运 动 和 抗 日 救 亡 运 动 。 1935 年

秋，经当时的社长袁承武专函催促，

周钦岳返回重庆，续任 《新蜀报》 总

经理、社长。

1949 年 11 月，周钦岳赴北平参

加政协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四

川省政协副主席。

涤新废旧启迪新机

萧楚女被驱逐后，周钦岳又邀请

国民党左派、经济学家漆南薰担任主

笔。从 1925 年秋到 1927 年 3 月 31 日

牺牲，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漆南薰

积极热情地宣传革命，几乎每天为报

纸撰写一篇“社论”或“时评”，此

外 还 写 了 大 约 300 篇 文 章 ， 近 百

万字。

《新 蜀 报》 意 见 独 立 ， 观 点 明

确。1935 年 1 月 1 日在 《本报改版启

事》 申明：“国家民族之立场，即为

本报之立场，人民大众之公意，即为

本报之意见，凡足以推动时代，有利

国家民族者，本报无不竭诚努力，否

则，亦尽量指陈，垂涕纠正。此为本

报之根本立场，过去如此，今后自亦

当如此。”

抗战时期，重庆有史以来成为中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指挥和

外交活动中心。到 1939 年底，全市

登 记 注 册 的 报 纸 共 20 家 。 1941 年 5

月左右 《新蜀报》 销售量已经接近

7000 份 ， 几 乎 可 以 与 《大 公 报》

齐肩。

抗战期间，各报纷纷以实际行动

支持抗战，《新蜀报》 也不改“民众

喉舌”本色，敢为人先——

1937 年冬，《新蜀报》 记者温田

丰由上海，转武汉，经西安，进入陕

北 ， 于 1938 年 1 月 14 日 抵 达 延 安 ，

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四度通信。毛泽东

以 幽 默 而 通 俗 的 话 语 ， 肯 定 地 说 ：

“只要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抗战必

然 胜 利 ！” 同 时 挥 毫 落 笔 为 《新 蜀

报》 题写了一张条幅：发扬民气，建

设新四川，造成抗日战争的有力根

据地。

温 田 丰 写 成 的 《 延 安 通 讯 》

《毛泽东的印象和谈话》 等文章，首

次在重庆报刊向重庆读者介绍陕北的

风貌及中共领袖的风采。

1939 年 1 月张澜与黄炎培、梁漱

溟等国民参政员在鲜英公馆“特园”

发表宣言，反对汪精卫的叛国罪行，

宣言送到重庆各家报馆，仅 《新蜀

报》 一家登载，此为大后方公开声讨

汪逆罪行的先声。

1939 年 2 月 1 日 《本报十八周年

纪念》 描述：“本报诞生，恰当战后

新思潮澎湃之际，发刊地域，是在号

称‘魔窟’之四川，报名新蜀，顾名

思义，原期涤除废旧，启迪新机。”

见证民盟盟员成长

抗日战争时期，是 《新蜀报》 在

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时任社

长周钦岳为报社延揽了一批文化人才

甚至大家，如漆鲁鱼、姚篷子、金满

成、高天、萨空了、刘尊祺、温田

丰、赵铭彝、萧崇素等人到报社工

作，像老舍这样的文化名人也为报纸

撰稿。萨空了等人后来加入民盟，成

为重要成员。

1940 年 萨 空 了 经 范 长 江 介 绍 进

入 《新蜀报》，“皖南事变”爆发后他

被迫离开重庆到达香港，恰逢梁漱溟

在香港创立民盟中央机关刊物 《光明

报》，应邀担任了报社经理。

1942 年 冬 ， 周 钦 岳 聘 请 高 天 接

替萨空了的工作，后被国民党压迫离

开。1946 年前往香港加入民盟，担

任民盟香港、九龙支部执行委员兼秘

书主任，1949 年 8 月参加民盟总部机

关报 《光明报》 组建工作，担任第一

室主任。后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赵 铭 彝 1936 年 就 进 入 《新 蜀

报》 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成为抗战

时期宣传话剧的最有成绩的媒体，抗

战胜利后加入民盟。

后来任重庆民盟主要领导人的冯

克熙，经曹禺介绍认识了赵铭彝，被

赵引荐给周钦岳，旋即被安排进编辑部

工作。这是他参加革命、投身民主运动

的重要起点。冯克熙 1945 年在重庆加

入 民 盟 ， 后 来 成 为 盟 内 有 影 响 的 活

动家。

勉励创新影响日深

《新蜀报》 堪称重庆报界翘楚，在

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它最早与读者

互动，坚持每日出版，采购新式转轮印

刷机，改用电气铸字，还是抗战期间重

庆 200 多家报刊中唯一一张能够套红的

报纸。

副刊也是 《新蜀报》 的一大特色。

最初，副刊名为“文峰”，后改为“蜀

道”。抗战期间，《新蜀报》 副刊开辟的

“金刚钻”“新副闲话”栏目备受读者喜

爱。他们把“一钻日本帝国主义，二钻

勾结敌人之汉奸，三钻贩卖仇货之奸商

……十钻一切不合理的语言行为”作为

自己的目标和策略。“金刚钻”每天用

二三百字嬉笑怒骂的短文，揭发抨击一

人或一事。“新副闲话”专栏始终不与

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妥协。“蜀道”还

因展开过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

的讨论，受到文艺界的注目。

1936 年 10 月 31 日 《新 蜀 每 周 画

报》 创刊，8 开 2 版，每周六出版，王

敦主编。内容多为反映抗日的时事照

片、漫画、木刻等，有时也有艺术照和

关于美学的论文。

《新 蜀 夜 报》 是 《新 蜀 报》 的 晚

刊，1937 年 12 月 15 日创刊，发行人由

《新蜀报》 总编辑杨丙初担任，日出 4

开 1 张。该报没有社评和短评，设有言

论性专栏“金刚钻”。

抗战时期，《新蜀报》 先后开辟了

多个文艺副刊来宣传抗战文艺，其中，

“蜀道”跨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特

征也最为明显，从诞生到发展的整个过

程中都始终坚持“进步”和“兼容”并

举的编辑方针，成为推动重庆抗战文学

进程的主力军，更成为了全国抗战文艺

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政协原社法

委主任）

追寻民盟人创办的《新蜀报》
胡雁冰

《新蜀报》 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

“ 党 报 ”， 存 在 了 29 年 、 出 版 了 10579

期，它是重庆第一份新闻性日报，也

是重庆近代史上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大

报，它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价值值得挖

掘和研讨……

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比鲁迅小

两岁。1902 年，他们在日本弘文学

院结识，由于共同的革命志向和在文

学上的合作，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1908 年 ， 许 寿 裳 介 绍 鲁 迅 加 入

了光复会。1909 年 4 月，原本想赴德

留学的许寿裳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

学堂教务长。鲁迅因二弟周作人与羽

太信子结婚，家里经济负担加重，也

不能赴德留学，便向许寿裳求助。由

于许寿裳向新任监督沈钧儒力荐，鲁

迅得以到学堂任教，解了他的燃眉

之急。

辛亥革命之后，许寿裳到教育部

任参事，就向总长蔡元培力荐鲁迅进

入教育部，使鲁迅由一个乡村中学教

员，“摇身一变”成为京城的国家公

务员。鲁迅在 《朝花夕拾·范爱农》

中，曾提到过这件事，说“季茀写信

来催我了”。

在教育部供职期间，两人朝夕相

处，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共话。

许寿裳给予鲁迅多方面的切实帮助。

1922 年夏，许寿裳出任国立北京高

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延聘鲁迅先后

在女师大担任讲师、校务维持委员会

委员和国文系教授。

1927 年 夏 ， 鲁 迅 和 许 广 平 来 到

上海，生活拮据。这时，国民政府决

定组织大学院，秘书身份的许寿裳向

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再度力荐了鲁迅，

担任“特约撰述员”，每月薪金 300

元，可以说是给鲁迅雪中送炭，也使

他后来能在上海能安心写作。

当 然 ， 鲁 迅 也 给 许 寿 裳 施 过 援

手 。 1926 年 8 月 ， 鲁 迅 到 了 广 东 任

教，马上设法请中山大学聘许寿裳为

教授。鲁迅在上海，许寿裳的女儿患

病到上海求医，鲁迅为之奔走医院，

担任翻译，颇为热心。

1936 年鲁迅病重，当年 5 月许寿

裳专程去上海探望。许寿裳在回忆鲁

迅的文章中写道：鲁迅“神色极惫，

不 愿 动 弹 ， 两 胫 瘦 得 像 败 落 的 丝

瓜。”7 月 1 日，他又到上海慰问鲁

迅，并“竭力怂恿出国疗养，回家后

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其情殷殷，

其心拳拳。7 月 10 日，许寿裳又看望

鲁迅。鲁迅将 1935年底写赠许寿裳的

题诗 《亥年残秋偶作》：“曾惊秋肃临

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浓

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

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

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取出给许

寿裳。鲁迅还强撑病体，送他到楼下

门口。想不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病逝的时

候，许寿裳在北京，未能送鲁迅最后一

程。1937 年 1 月 31 日，许寿裳南返上

海，马上去拜访许广平，并偕往万国公

墓，以花圈献于鲁迅墓前，并口占一

绝，痛哭老友，诗云：“身后万民同雪

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

土，长夜凭谁扣晓钟。”

鲁迅逝世仅几天，许寿裳就跟胡

适、陈仪、魏建功、汤尔和、沈尹默、

齐寿山等人联系，筹备成立鲁迅纪念委

员会，积极筹募纪念基金。并于当年的

10 月 28 日写信给许广平，提醒她保存

鲁迅文物，征集鲁迅手稿，为出版鲁迅

全集作准备。他在收集鲁迅遗文方面，

竭尽全力，特别在收集书简、诗稿方面

出力最多。并为全集的顺利出版四处奔

波，打通关节。他根据许广平和广大热

爱鲁迅的读者的强烈愿望，满怀深情地

撰写了 《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

的鲁迅》。

鲁迅称许寿裳为 35年的挚友，许寿

裳称鲁迅为平生的诤友。许寿裳说：“我

和鲁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友谊，‘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互相关怀，不异于

骨肉。”许广平感叹他们的友谊是“求之

古人，亦不多遇”。

许寿裳与鲁迅的手足情
崔鹤同

1928年初，蔡元培推荐李四光担任武

汉大学新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和新校舍建筑

设备委员会委员长。

李四光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对大

学选址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大学校园应

当“有山有水，动静相宜，方能启迪学生之

灵性”。在此理念引导下，李四光首先把新

校址选在了洪山脚下。后来筹委会委员叶

雅各到武昌县调研，发现“卓刀泉东湖嘴一

带”环境不错，便极力向李四光推荐。李四

光等人带着干粮，骑着毛驴，来到珞珈山

下。看到这一带山石峥嵘，景色秀丽，他们

被陶醉了。李四光一遍又一遍地说：“再没

有比这更合适的校址了！”随行的委员也都

交口称赞。回去后，李四光主持了武汉大学

筹备委员会第二次谈话会，正式确定武昌

东湖珞珈山一带为武汉大学新校址。

11月底，李四光到上海物色新校舍总

建筑师人选，最终聘定深谙中国工程技术

的美国工程师开尔斯；又请来湖南大学土

木工程系缪恩钊教授做监理工程师。开尔

斯先是乘坐飞机在珞珈山上空俯瞰校区全

貌，次日又登山实看，建议将新校址由珞珈

山南麓改至北麓，以狮子山为中心，各院系

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小山上，南麓则建成 18

栋欧式别墅，作为宿舍区。

李四光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他带领

武大人在珞珈山一带开拓洪荒，辟山建校，只

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将这片原本人烟稀少

的荒山野岭，变成了美丽的大学校园。

1932年 5月 26日，武汉大学隆重举行

新校舍落成典礼。李四光作为筹委会代表到

场祝贺，他说：“十年前，我在回国途中曾经

设想，要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建设一所大

学，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校方请他题

词，李四光拿起毛笔，写下两行大字：“用创

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

如今，在武汉大学第四教学楼对面的

树丛里，矗立着一座雕像：李四光站在一头

毛驴旁，举手遮阳远眺，正深情注视着他曾

经洒过汗水的珞珈山和东湖。这就是他当

时选择校址时的场景还原。

李四光为武汉大学选址
王剑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喜好书画，

早年在北京曾师从汪蔼如学画，后来在

上海拜花鸟画家王梦白为师，抗战时期

还随汤定之学画梅花。

梅兰芳在 1913 年和 1914 年两次到

上海演出，经友人介绍，与书画大师吴昌

硕相识。彼时，吴昌硕已年届 70，梅兰芳

年仅 20 岁，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

交。吴昌硕深爱梅兰芳的京剧，时常去观

赏他的表演。梅兰芳虽未正式拜师吴昌

硕学画，但一直以师礼事吴昌硕，讨教绘

画的图案和色彩，以期提高自己的艺术

修养。后来，梅兰芳每次到上海演出，都

要到吴昌硕府上拜访，游园作画。吴昌硕

非常器重梅兰芳，他曾对弟子们说：各种

艺术有相通之处，戏剧演员能在业余学

习绘画，像梅兰芳这样勤学苦练，将来必

有大成。

1920 年，梅兰芳在上海演出结束，

返回北京前，专程向吴昌硕辞行。吴昌硕

赠送给梅兰芳一幅《梅花图》，并题写了

两首《为畹华画梅》诗：“翻风舞袖翠云

翘，嘘气如兰堕碧霄。寄语词仙听仔细，

导源乐府试吹箫。”“画堂崔九依稀认，宝

树吴刚约略谙。梅影一枝初写罢，陪君禅

语立香南。”

1921 年 4 月，吴昌硕之子吴东迈离

京，梅兰芳画了一把“花卉绶带鸟”扇面，

请他带回赠给吴昌硕。吴昌硕收到后非常

高兴，亲笔题跋留念：“客岁春夏间，畹华

来沪，有过从之雅，尝作画奉贻，别去匆匆

逾年矣。迈儿归自京师，出画扇，则畹华之

贻，画尤美妙。当设色写生时，必念及缶庐

颓老，重可感也，迈能珍惜之。沤尹（词人

朱古微，字疆村）曰：是亦善承缶旨也。辛

酉大暑日，书此一笑。时缶年七十八。”吴

昌硕在长跋中对梅兰芳推崇有加，亦见证

了他们忘年之交的深厚情谊。

吴昌硕结缘梅兰芳
周惠斌

1912 年，17 岁的刘海粟背着 200 块

龙洋去上海闯天下。他准备用这笔钱帮

自己的老师周湘把布景画传习所扩展为

图画美术学校。

到上海后，他迅速找到自己同学乌

始光，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对方。两人一

拍即合，立刻带上龙洋去找周湘。当周

湘看到刘海粟带来这么多钱时，大为震

惊。当他听完海粟的来意后，被深深地

感动了。但此时的他办学失败，早已对

办学已失去了信心，直接表示想把教具、

设备和校舍盘给刘海粟，并鼓励他开辟

一个新天地。

刘海粟听后犹豫了，不知如何是好。

周湘见状，连忙安慰他说，自己早有盘给

别人的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主顾。如今刘海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又

有办绘画传习所的经验，由他来办学，定

会有很好的发展，自己也就感到欣慰了。

刘海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老师

的激励下，他和乌始光决心共同创办中

国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为中国扩展新

美术打天下。万事开头难。为了办好学

校，乌始光还辞掉了先前的工作，全身心

地投入到了办学之中。

与此同时，刘海粟起草了办学宣言。

一是我们虽没有什么学问，却自信有这

样研究和宣传的诚心；二要发展东方固

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三要在极

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

术的责任。因为艺术可以救济现代中国

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

刘海粟写好这份宣言，又想起了姑

父曾经就读苏东坡的《赤壁赋》时对他的

教诲：“休得目中无人，再有成就，比起前

人，也犹似东坡所说，‘渺沧海之一粟’，

自大谓之‘臭’。”他的心灵顿时受到了猛

烈的震撼，事业刚刚起步，决不可自骄自

大。为了时刻警惕自己，他决定改个名

字，提笔就在《宣言》的后面写上了“校长

刘海粟”五个字。他还动手制作了一只木

框，蒙上白布，将几支笔绑在一起，写上

几个醒目的美术大字：上海图画美术院。

1912 年 11 月 23 日 ，刘海粟和乌始

光把这块自制的衔牌，挂到了上海乍浦

路上一幢普通的石库门门前。中国美术

史 上 第 一 所 美 术 专 科 学 校 就 这 样 诞

生了。

刘海粟办美专
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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