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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取得胜利的伟大成果，人民政协历史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史学习教育期间，
政协委员和从事政协相关工作的同志学习党史，无
疑需要学习人民政协历史，这要先从弄清人民政协
从哪里来开始。李红梅、刘仰东同志所著的《人民政
协诞生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以中国共产党领导
民主力量和社会各界创立人民政协、建立新中国为
主要线索，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精致的历史细节，梳
理和研究人民政协诞生中的重大事件、重要节点、重
要人物活动，近乎全景式再现了从1946年政治协
商会议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这一
波澜壮阔的历程，为我们学习了解党的这段历史提
供了一部深刻而不失趣味的佳作。

一

从1944年9月到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的
5年，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各党派和思想文化界探
讨战后中国命运最为活跃和丰富的年代之一。随着
新旧政协的召开和二者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对比，

“两个中国”之命运也鲜明地展现在国人面前。
《实录》用很大篇幅对于新旧政协的关系进行

记述，不但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论
述，而且深入挖掘当时民主人士和报刊媒体关于
新旧政协区别的大量言论，深刻揭示了我们党领
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人民政协的历史必然
性。难得的是，《实录》显然注意到，新旧政协之间
不但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有着本质联系。通常情况
下，我们理解新旧政协的关系，大多引用毛泽东、
周恩来的论述：在区别上，强调新政协是在完全新
的基础之上召开的，以它的组织和性质来说，绝不
是发源于旧政协；在联系上，旧政协已在人民中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新政协是沿用了旧政协的
名称。无论是彼时还是当今，也大多强调二者的本
质区别。但是，《实录》却点出了贯穿于新旧政协之
中的一条主线，即“政协路线”。旧政协的五项决议
是同当时国民党妥协而形成的，后来被蒋介石顽
固派破坏，所以决议可变，但路线不能变，党派协
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是不能变的。《实录》引用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论述指出：“政协路线就是毛泽
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政协决议已经全部
失效，“我们现在所坚持的是政协路线（精神）”，

“路线是指党派协商会议、联合政府而言”，显然是
注意到新旧政协的这种内在联系。

围绕战后建立新中国的主题，《实录》的两位
作者广征博引，生动描绘这一时期各大报章和仁
人志士议论国是的盛景。诸如，关于“五一口号”实
质内涵的研究、新政协运动协商讨论成果的总结、
民主人士在哈尔滨对新政协诸问题的协商、中共
领导人对《共同纲领》的数次修改等，《实录》都辟
出专门章节，不仅“录”而且“论”，为读者精心烹制
思想大餐，充分反映老一代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对
国家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集中展示了社会各界
众星拱月协商建国的深刻思想认同。

二

我们党在战后建立新中国的大方略是成立民
主联合政府，但具体步骤却经历了“三步并作两步
走”的变化。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前，我们党建
立新中国的步骤在具体名称、前后顺序上虽有变

化，但总的来说包括“三大要素”，即召集党派会
议、成立联合政府、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

这一思路，在“五一口号”中具体表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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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实录》所说，这明确
提出了建立新中国路径的“三步走”战略。但是，

“三步”后来怎么并作“两步走”，直接由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选
举产生中央政府了呢？

根据《实录》所记，这最初是源于民主人士的
意见。1948年章伯钧、蔡廷锴等人在哈尔滨讨论
如何成立中央政府问题时，“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
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
意见，被吸收进周恩来1948年11月起草的《中国
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即《共同纲领》前身）草稿中，
此稿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
府”。12月底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
底》中宣布，“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
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
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
中央政府。”随后，中央政治局将这一主张写入《目
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此时“中央
政府”已经没有了前面“临时”二字。

建国步骤的这一重大调整，也得到党中央正
式批准，明确载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中。这一
做法，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筹建新政协时同各民
主党派的真诚合作精神。《实录》对这一历史变化
有着多处记述。

三

史料越具体，历史越生动。《实录》注重于细节
处见精神，广泛搜集、娴熟运用各类史料，再现筹
建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宏大事件中的具体场景。其
中既有民主人士北上旅程中诗以言志的豪情逸
兴，也有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开“神仙晚会”“知北
游”的逸闻趣事；既真实揭露国民党处心积虑暗杀
杨杰将军的狡诈计谋，又生动再现共产党人营救
张澜脱险的扣人心弦，让人读来不忍释卷。

“五一口号”发布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
人同党外人士以函电、面谈等方式进行了大量交
流交往。《实录》将记录这一时期多党合作盛景作
为重头戏。有一处细节令人深受教育。1949年 6
月，邓颖超奉命南下赴沪专程邀请宋庆龄北上参
加新政协，走之前她随身携带了毛泽东、周恩来给
宋的亲笔信函。其中，周恩来信函中有一句“略陈
渴望先生北上之情”，其中“略”字被改成了“谨”
字。据考证这是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由“略陈”改为

“谨陈”，一字之差，意味深长，表达了中共领导人
对宋庆龄的尊重之情，也展示了老一辈领导人对
统战工作的用心之诚、之细。

《实录》还记述了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
恩来召开国旗、国歌座谈会的一个细节，就是在确定
参加座谈会人员名单时，毛泽东特意删去了几位中
共党员的名字，而添加上了几位党外和文化界人士。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实录》中俯拾皆是，生动再现了
我们党坚持多党合作、开展民主协商的优良作风。

四

写史重在“辨”“变”二字。所谓“辨”，就是辨真
证伪，记述真实；所谓“变”，就是把握历史的演进
变化，从中探求出兴替规律、主线主流。这是我读
《实录》后在学史读史上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收获。
通读此书，能清晰感受到两位作者对政协史实掌
故深厚的考证功力。

《实录》虽然以旧政协开篇，但并没有局限于
1946年之后，而是前溯到1944年国民参政会三
届三次会议上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记录
了各党派代表会议、党派会议、政治会议、政治咨
询会议等“政治协商会议”前身的名称变化，为研
究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组织建设的政策思想提供了
有益线索。那么，“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究竟由
谁提出？有人引述李维汉的口述回忆说是根据王
世杰的拟议商定的，有人认为是陈立夫、陈果夫提
议在政治会议中加上“协商”二字。《实录》考证后
认为，比较可信的是：“政治协商会议”最先由张治
中于1945年国共重庆期间提出使用。

对于政协历史细节的考证，《实录》中还有很
多。比如，《实录》用较大篇幅记述了新政协运动期
间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召开“双周座谈会”情况，《实
录》虽然没有点出这个“双周座谈会”同新政协成
立后全国政协召开的“双周座谈会”“双周协商座
谈会”的历史联系，但其中引用的史料无疑为研究

“双周协商座谈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注解。又比
如，对于“社会贤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
考证等，对于弄清楚人民政协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
仅从事件发生顺序上讲，却是先有新政协、后有新
中国。也完全可以说，政协初史是中共党史、新中
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录》记述的正是这样一
段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历史，无疑可以作为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有益参考。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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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回走过北京天安门
……
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
而牺牲生命者中间有一个是

你……
这是黄炎培写给自己儿子

“竞儿”的诗，也是写给为新中
国而牺牲的千千万万的“竞儿”
的诗。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
馆，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看到了黄
炎培“十一”歌者的故事和他牺
牲在上海解放前10天的儿子黄
竞武烈士的事迹。此后，何建明
的心就再也没有平静过，“就是
这样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友人为儿
子所写下的这句话，如滚烫的铁
水一直烙在我心坎而无法冷却，
因此我开始追寻那些先烈们的英

雄史诗”。
在这个过程中，何建明震惊

地发现：在中国革命历史中，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和早期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
地，从1921年至上海解放和新
中国成立之日的岁月里，革命
者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新
中国，前仆后继、浴血奋斗，
可谓血流成河……于是，从
2014年那个清明节开始，他不
停地在上海、南京等地追寻当年
烈士们的足迹，誓言要完成一部
闪耀着《共产党宣言》光芒和共
产党人品格的作品。如今，这部
作品——《革命者》已由上海文
艺出版社出版。从第一位牺牲在
上海街头的年轻党员，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牺牲的烈士，
革命者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英
勇奋斗……何建明于书中再现了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历史，
塑造了血肉丰满、英勇伟大的革
命者群像，以鲜活的事例阐释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命
题，彰显了共产党人信仰至上、
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
的伟大精神，诠释了党史的深刻
内涵。《革命者》出版以来，频
繁出现在各大图书销售榜单、媒
体文学排行榜和文坛活动中，入
选中宣部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中宣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
出版工程”“中国好书”月榜图
书。

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是
一座精神宝库，蕴藏着无穷的智
慧和力量。一直以来，研究、重
述早期中共党史的图书以理论读

物居多，文学作品比较少，尤其是
21世纪以来，全面重述早期中共
党史的报告文学几乎没有。《革命
者》聚焦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牺
牲的革命先烈，从全新角度对顶天
立地的革命者精神进行诠释。为这
部作品，何建明酝酿多年，踏访多
地，查阅史料近千万字，以日记书
信等珍贵史料，进入革命者的精神
世界。在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中，无
论是笑对敌人屠刀、视死如归的王
孝和，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蔡博
真、伍仲文，还是历尽坎坷、初
心不改的何孟雄……他们的青春
之花定格在革命激流中，他们用
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令人景仰。
书中还披露了许多少为人所知的
英烈故事，将烈士留下的书信、
日记，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
前——革命家刘伯坚、李硕勋临
刑前留下的珍贵家书，舐犊情
深，让人见之落泪；“无情未必真
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革命家
王一飞在戎马倥偬中写给妻子陆
缀雯的家书，温情倍至，展现了
一位革命者的侠骨柔肠——这些
镌刻着历史痕迹的书信，让读者
真切感受到了为革命信仰抛却俗
世幸福的革命者的伟大。

“对革命先烈的叙述，通常是
单个的，一个人一个事迹，没有
统起来，没有放在一个革命的历
史长河当中。”在近日由中国作家
协会创研部、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联合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
《革命者》出版研讨会”上，何建
明表示，在这次创作中，他给自己
设了一个难题，要把这些革命者串

起来，放在历史长河中，组成波澜壮
阔、惊心动魄、前赴后继的中国共产
党的史诗。让躺在革命烈士纪念馆
的革命烈士“站”起来，能让我们触
摸他们，感受他们的温度。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充
分肯定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价
值，指出《革命者》以磅礴的气势和
抒情的文笔带读者重回历史现场，
呈现昂扬向上、感人肺腑的文学
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者》出
版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以
该书为蓝本精心制作的“革命者的
初心”党史学习教育视频实景党
课，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发音
频、视频等多媒体爱国主义、革命
英雄主义课程，为“党史”学习教
育提供生动的学习材料，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更加有声有色、入脑
入心，以出版传承中国共产党100
年奋斗、辉煌的精神密码、精神图
谱。目前，《革命者》俄罗斯语版
已出版，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版
版权输出合同已签署，《革命者》
将带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走向更
多读者。

“用文学表现手法让党史站起
来、立起来、活起来，是新时代
作家要承担的责任”，何建明指
出，当代中国人有责任和使命认
真学习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认
真领会他们当年对共产主义的信
念、对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理想的
追求。用文学作品表现、反映历
史和时代的进步是报告文学作家
的责任，自己将以充沛的创作情
感和生动的文学作品为讲好中国
故事贡献力量。

《革命者》：书写英雄的磅礴史诗
本报记者 谢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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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诞生实录》

《革命者》

在浩瀚的文学长河中，贝克特
的戏剧独树一帜。特别是1969年
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
他的戏剧研究也日益活跃。国内对
于贝克特戏剧的译介与研究起步较
晚，虽然近年来陆续有相关书籍出
版，但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还不
多见。《贝克特戏剧研究》作者刘
秀玉教授以其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
厚的文学底蕴，从贝克特的生存体
验和戏剧文本出发，深入、系统阐
释了贝克特戏剧的艺术特色与美学
趣尚，为贝克特戏剧研究提供了全
新的诗学参照。

一、独特的生存论视角

《贝克特戏剧研究》开辟了贝
克特研究的生存论视角。作者没有
将作家作品与其生活经历进行一一
对应的僵化解读，而是基于文本，
又不囿于文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
层面把握贝克特的生平与创作活
动，形成了贝克特戏剧研究的有机
整体观。

在作者笔下，贝克特是真实而
立体的：他热爱故乡爱尔兰，却选
择自我放逐；他正义高尚，却对自
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闭口不
谈；他对人类痛苦极度敏感与同
情，却用最冷峻的方式剖析这一
切。贝克特独特的艺术形式也与他
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20世纪是
个焦虑的世纪，个体生存的价值受
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打击,对死亡
的恐惧和对生存的绝望相伴相生，
既厌生又畏死，厌倦和虚无成为时
代的主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下，贝克特敢于直面世界，并承担
起真实表达的使命。他的戏剧可能
不是救世良药，但他用“言不可
言、为不可为、行不可行”的艺术
表达方式，为我们展现“荒芜中的
绿洲”，表达“深切的人性关怀和
对生存的极大悲悯之心”。

二、公允的历史定位

《贝克特戏剧研究》避免了对
贝克特戏剧作品的先验式解读，通
过客观、理性、公允的阐释，将其
从“荒诞”的神坛上解脱出来。作
者推翻了“贝克特是一个悲观主义
者”的伪命题，充分肯定了贝克特

作品中向死而生的积极人生态度。
作者在书中这样解读贝克特精

神：“贝克特的主人公大多经历劫
难，生活在废墟里，看不到未来，可
是他仍有活下去的动力，哪怕希望像
永远不会出现的戈多，他们也顽强
地坚持。可以想见，在他们看不出
悲喜的表情下面，一定是将生死了
然于心的澄明与豁达。”贝克特戏剧
不是“荒诞”二字能够概括的，在
荒诞的形式背后，是剧作家对于那
些无法言说的痛苦的理解与抚慰，
是直面生存宿命的勇气和对人类永
不屈服精神的致敬。贝克特戏剧在
形式上极尽荒诞，他传达给我们的精
神内核却充满理性。他的作品往往不
是绝望而是振奋，不是悲观而是顽
强，不是痛苦而是安慰。

三、多元的批评维度

作者对贝克特戏剧历史的、美学
的、诗学的把握，为贝克特研究提供
了独特的观照视角和理论方法，也启
发着国内当下的戏剧理论与戏剧批
评。

国内贝克特戏剧研究起步较晚，
且多集中在对贝克特戏剧的哲学研究
和形式研究，又多以单篇作品为研究
对象，一定程度上使贝克特戏剧研究
陷入了视角单一、印象式评述为主的
僵化局面。《贝克特戏剧研究》的出
版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僵局。作
者将研究重心放在贝克特的生存体验
与戏剧本体论、戏剧美学的互动关系
上，视野宏阔，令人耳目一新。作者
认为，贝克特在戏剧创作上取得的巨
大成就是与他的现世精神和理性观照
相辅相成的，而贝克特一直遵循的简
约主义创作路线，其实就是他经历了
战争洗礼和人生悲喜之后对人生本质
问题的探索和表达。该书为读者和研
究者们建构了一个真实立体的贝克
特，引领我们客观、科学地探索大师
作品及其不朽精神。

《贝克特戏剧研究》体现了作者
开阔的学术思想和扎实的文本功底，
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
意义，是近年来国内贝克特戏剧研究
难得一见的突破性成果，也是贝克特
戏剧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
语学院）

贝克特戏剧艺术的多维研究
——评刘秀玉《贝克特戏剧研究》

赵美娜

由中国美术馆、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风
华凝粹——鲍加艺术展”于4月7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
展览是 2021 年度“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项目”之一，
展出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鲍加油画作品 50余件，全面
呈现其艺术成就。

鲍加是一位有着 60多年党龄的艺术家，创作了 《毛主席
在马鞍山钢铁厂》《毛主席在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淮海
大捷》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极目楚天》《大漠千里》等
一批以祖国建设为主题的作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
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介绍，“鲍加的艺术体现了党领导
下的文艺工作者所特有的朴素和真诚，是富于感召力的鼓舞人
民大众，展现民族精神的大美之艺！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中国美术馆回顾这位资深党员艺术家的艺术道
路，向世人展示他以艺术实践理想的生命画卷。事实证明，为
人民画像，为时代立碑的艺术家，也终将为人民所尊重，为时
代所铭记。” （张丽）

“风华凝粹——鲍加艺术展”

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日前，由中共贵州省委
宣传部、中共遵义市委、遵
义市人民政府荣誉出品，中
共遵义市委宣传部、中共遵
义市委统战部、遵义市生态
移 民 局 、 遵 义 市 广 播 电 视
台 、 遵 义 市 新 蒲 新 区 党 工
委、管委会和焦波光影 （北
京） 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摄制的纪录电影 《进城
记》在京举行首映仪式。

《进 城 记》 是 纪 录 电 影
《出山记》 的姊妹篇，以 2018
年 6 月底遵义市易地扶贫搬
迁的贫困农民走出大山、进
入城市开始新生活为素材，
真实记录了广大基层党员干
部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搬
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这一目标，全面落实中央脱贫攻坚工作决策部署和
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各项措施，上下一心、攻坚
克难的励志故事。

该影片在主人公选择和人物故事表达方面，以积极向上
为原则，不粉饰生活，不规避矛盾，力求叙事的真实性和思
想性，通过客观的观察视角，持续跟踪搬迁住户，记录了杨
多晏、覃猛等为代表的群众出山进城后如何适应新生活、创
造新生活的积极姿态以及党委政府、社区干部群策群力做好
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生动故事。

据了解，2020年 11月，该影片拍摄制作完成便获得“第
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长片十佳作品的殊荣，导演焦波
凭借此片获得第 26 届中国纪录片长片最佳编导奖。影片于 4
月2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张丽）

纪录电影《进城记》在京首映

《进城记》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