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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按照全国政协委员读书计划，民
建界别全国政协委员吴志明在“委员读书漫谈
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结合
民建界别特色和过往工作案例，分享交流了民建

“在坚定‘四个自信’中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
团结”的内容，本文是演讲内容的摘编。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堪称“学界泰
斗，人世楷模”，他在待人接物上谦逊
随和，堪称表率。

一天，一名北大毕业生大清早去找
蔡元培写推荐信，当时工作了一个通宵
的蔡元培刚刚和衣躺下，准备休息一会
儿。听到有人敲门，便又强打起精神，
把门打开，将对方请进办公室。然而，
这名毕业生竟然因为蔡元培开门迟，便
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不受欢迎，就满腹牢
骚地向蔡元培发了一顿无名火，而后愤
愤离去，这让蔡元培感到非常惊愕，可
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谁料，第二天，这名毕业生又来找
蔡元培，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张求职表
格，希望蔡元培能为自己写一封推荐
信。当然，这名毕业生知道蔡元培推荐
信的分量。

蔡元培并没有因为对方前一天的无

礼行为而对其冷落，而是像什么事都没
有发生过一样，他接过表格看了看，拿
起笔便为他为了一封言辞热情的推荐
信。对方接过推荐信，面露喜悦，谢过
蔡元培，满心欢喜地走出办公室。

事后，一位老师好奇地问蔡元培：
“听说昨天他对你满腹牢骚地发火，为何
今天你还为他写推荐信？”蔡元培听后，
哈哈一笑，说：“对方年轻气盛，我们要
学会包容和谅解。再说，他申请的工
作，是到一个偏远山区教书。这对一个
从北大毕业的学生来说，能有如此高的
思想觉悟，放弃城市生活，主动去艰苦
的地方工作，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所
以，就算他昨天的脾气再大，我也觉得
他非常可爱。所以这封推荐信是一定要
写的，并且要认真地写，一丝不苟地
写。”听了蔡元培的话后，这位老师默默
地点了点头，从内心更加钦佩蔡元培。

蔡元培的推荐信
张雨

民建先贤的历史抉择

民建是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及
其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建立的具有政
治联盟性质的政党。创始人黄炎培、
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
人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理念，是民
建组织的思想源头和精神支柱。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国
人民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
抉择，为促进国共和谈，黄炎培、冷
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延
安期间，黄炎培亲眼目睹了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延安人民生活安居乐
业，与国统区人民的水深火热形成了
鲜明对比，特别是与毛泽东长谈达十
几个小时，其中关于“历史周期率”
的对话，至今仍是统一战线史上的一
段佳话。

这次延安之行，使黄炎培眼界大
开，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
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为日
后民主建国会的筹组和发起奠定了思
想基础。回到重庆以后，他不顾国民
党当局的阻挠出版了《延安归来》一
书，盛赞中共政策和解放区形势，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随后，黄炎
培、胡厥文等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及其
联系的知识分子在重庆成立民主建国
会。

自成立以来，民建就积极参加和
开展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
爱国民主运动和地下斗争。1948
年，民建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
号”，宣布接受中共领导，配合解放
战争，参加新政协，迎接新中国的成
立。民建先贤在历史的抉择中坚定地
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道路，
这是民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自
信的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早期的重要力量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民建成员响
应号召，踊跃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

美援朝运动。据统计，在整个抗美援
朝运动中，仅上海民建会员以个人或
企业名义捐献总额累计达到人民币
2684 亿元，可购置战斗机 179 架。
历史证明了民建会员在国家危难之
时，所表现出的团结一心、保家卫国
的使命担当，这是民建坚持维护国家
安全的坚定信念的真实写照，也印证
了，只有中华民族大团结，才能战胜
强大敌人的不变真理。

1953 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
路线后，为了推动国家对民族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对工
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任
务，民建积极组织会员及其所联系的
工商业者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帮助
他们在思想上适应所有制变革的要
求，在行动上配合政府，比较顺利地
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我国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民建与工商联协
作，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教育，认识社
会发展规律，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
义觉悟，收到积极效果，并逐步形成
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
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辟了我国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
期，多党合作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民建在工作上和组织上都呈现出勃勃
生机。

1979年1月17日，深冬的北京
像往年一样寒风凛冽，不过对民建、
工商联界别人士来说，这一天非同寻
常。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
弢、古耕虞5位老先生应邀来到人民
大会堂福建厅，与邓小平共同商讨改
革开放的宏图伟业。胡厥文、胡子
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对经济
建设、改革开放以及为工商业者“摘
帽”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谈话
从早上一直进行到中午，邓小平风趣
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
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五老
火锅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

段佳话。在这次会谈后不久，原民族
资本家领衔先后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中国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工
商经济开发公司、上海工商界爱国建
设公司。

至此，在祖国感召、民建及工商
联前辈们协力奔走呼号下，许多海外
的华侨华人捐资投资参加祖国建设，
侨智侨资侨力成为国家改革开放早期
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理论，强调现阶段要致力于基
本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

1989年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颁布，是中国
特色政党制度发展的里程碑，有力促
进了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的发挥。

1993年3月1日，时任民建中央
主席孙起孟代表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
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
3月 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人大一
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
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
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是民建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的制度自信的集中体现，是画好最
大同心圆的根本保障。

发挥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

民建七大后，全国各级民建组织
积 极 对 外 联 络 ， 促 进 祖 国 统 一 。
1997年 6月 30日，成思危主席作为
中央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香港政权
交接仪式，亲身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
史时刻。1999年12月19日，成思危
主席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
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在港澳会

员、会友的联系，推动他们为香港、澳
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实
施贡献力量。民建中央多次邀请在港澳
会员、会友组成香港工商界人士访问
团，赴广西、江西、上海、江苏、云南
参观访问，考察城市建设、工业开发园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并结合西部
大开发，为招商引资服务，增进了在港
澳会员、会友对国家整体发展的了解和
认识，加深了他们的爱国之情。

此外，民建继续加强对台联络，配
合中共和政府开展对台工作，积极创造
条件与台湾进行民间交流，促进两岸关
系和谐发展。

民建九大后，民建中央把联络工作
与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工作有机结合，
继续加强与港澳台工商界、教育界的交
流与合作。2008年4月，民建中央组织
大陆学术界、经济界人士代表团，访问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专业及
资深行政人员协会等机构，较好地推动
了内地与香港学术界和工商界的交流。
同年5月，民建中央与台湾世新大学在
北京联合举办两岸金融发展学术研讨
会。6月，民建中央组织大陆老龄人口
问题专家访问团赴台湾出席了两岸老龄
福祉问题研讨会。

此外，民建中央还组织访问团赴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考察两国对多元文化
的保护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接待来自
美国、意大利等7国金融界、教育界和
联合国发展署的官员，就促进环境保
护、中小企业发展及加强中外企业合作
等问题交换意见，推进了国际交流与合
作。

进入新时代，民建始终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
发挥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继续
加强与台港澳地区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交
流交往工作，加强与友好组织的交流互
动，通过举办两岸财经论坛、接待港澳
台青年和知名人士来内地参访交流、组
织会员企业赴“一带一路”国家访问交
流等活动，展示祖国发展成就，讲好中
国故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在坚定“四个自信”中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吴志明

倪强、黄成林著的《赵朴初传》中有
“送‘垦荒’者”一节，写的是赵朴初襄助
新四军的往事。

七七事变后，赵朴初作为中国佛教
会主任秘书(相当于秘书长)，与广大信
众一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还
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
联会”)常务委员，常到上海四马路(今福
州路)、云南路(今云南中路)口的仁济善
堂办公。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难民
们为躲避炮火，纷纷逃进租界。他们露宿
街头、无家无食，据当年《立报》载：“难民
不下130万人。”

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党军队溃退
西撤，上海成了“孤岛”，难民问题怎么处
理，成了困扰赵朴初的一大难题。1938
年春，得知新四军成立的消息后，赵朴初
心中一动，何不假借“生产自救，移民垦
荒”为由，将难民送到温州垦荒，然而再
把青年送到皖南新四军去？

但那时要将人送出上海却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一是要经费，二是要有合适的
交通工具。赵朴初找到时任国民党第三
战区难民赈济委员会主任黄涵之，此人
手中掌握大量经费。赵朴初对黄说：“目

前收容所有大批难民，一旦战事扩大，孤
岛不复存在，难民将失栖身之所。现得知
温州一带有许多荒山野地，且未遭日军
践踏，经联系，那边同意接纳上海难民前
去垦荒，交通经费需我们支付。”黄涵之
正为难民云集上海街头之事头痛，于是
满口答应。

经过一番运作，第一批700多名难
民青年于 1938 年 8 月 16 日登上英商

“太古”轮。为了掩护，船上还安插了不少
乞丐、流浪汉等在里面，以此躲过了日本
人在吴淞口的盘查。送走这批人，当天，
赵朴初作有《黄浦江头送行》五言诗一
首：“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
英，怡怡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归浩
汗。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诗作对未
来寄予了美好的希望。

1938年底，赵朴初又组织送去了第
二批300余人。1939年初，再次组织送去
300余人。党中央为此特电表扬：“能从
日寇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
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在党
外爱国人士支持下完成的壮举。”

赵朴初曾说，把青年送到新四军中去，
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赵朴初襄助新四军
周二中

柳亚子 《北行日记》 1949 年 3
月 19 日记载：余提议开除梁漱溟；
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
关系，差强人意。（注：此处开除，
为柳亚子建议民盟中央开除梁漱溟的
民盟盟籍。）

此记录相当突兀，因此时梁漱溟
任民盟秘书长，学术成就很高，而且
突然如此，与柳氏《北行日记》的风
格及主要思路相悖，实在是值得推
敲。问题在于柳、梁二者之前关系一
直不错，为何竟突然如此。

查1949年之前梁漱溟同柳亚子
的关系，并不糟糕，甚至说两者是同
一阵营的战友。如 《聚焦台前幕后
（下）·亲历者说出的历史真相》中记
载：“梁漱溟还与在港名人何香凝、
廖梦醒、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以
及著名文化人茅盾、夏衍、金仲华等
取得了联系，他们均承诺支持梁漱溟
办报。”史飞翔在《有一种沉默叫惊
醒》 写道：“1942 年 1 月 3 日下午，
梁漱溟、陈淑芬的婚礼在桂林市区一

家旅馆的宴会厅举行……然后由著名
诗人柳亚子和戏剧家田汉先生宣读

‘贺婚诗’。”《桂林文史资料 （第11
辑）》 中也记载：“1944 年 5 月 28
日，亚子五十八寿辰。桂林文化界共
百余人，在社会服务处礼堂为他举行
了盛大的庆祝茶会，田汉同志主持并
讲了话，还有金仲华、宋云彬、朱荫
龙、千家驹、熊佛西、林砺儒、梁漱
溟等先后发了言。认为先生具有‘敢
怒、敢骂、敢笑、敢哭’这一革命诗
人的本色。”这一些论述充分证明柳
亚子同梁漱溟之间关系算不错的。

二人的分歧源于梁漱溟在 1949
年1月至3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第一篇重要文章是《过去内战的
责任在谁？》，发表于1949年1月22
日的《大公报》上。这篇文章主旨有
二：一是“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
共产党”，二是“今天好战者即已不
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
不要再打！”第二篇是《论和谈中一
个难题》，发在 1949 年 2 月 13 日

《大公报》上，梁漱溟提出：“第一、
凡事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应表示负责
精神，自认作事失败，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人民，一律随同蒋先生下野，
闭门思过。第二、国民党这样做了之
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
已。今后只要各方讲理而不用兵，共
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达
成改造，绝不用兵，以免重苦人民又
毁国家。第三、在国共两方之外，公
推信誉素著之公正人士 （五人或七
人），负责邀集证人采集证据，考察
过去事实，确定破坏和平造成内战惨
剧者究是哪些人。”还有第三篇《敬
告中国共产党》，发于1949年2月13
日《大公报》，指出“从正面说，就
是须要容纳异己；从负面说，就是不
要用武力”。

梁漱溟认为解放战争的主要责任
不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目前在高位
者应当承担责任，主动认罪。但同
时，梁漱溟高估了第三种势力的力
量，认为他们可以主持大局，超脱于

国共两党之外，因此才建议由第三方面
出面，积极参与政治。这样的精神设想
在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

实际上，三年前，即1946年旧政
协召开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清楚说
明了除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并没有
多少生存的空间，甚至包括宋庆龄这
样地位的民主人士也基本上无法左右
政治格局。而时间到了1949年时，这
样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因而，民主
人士并没有第三条道路，梁漱溟问题
主要出自于此。

观柳亚子《北行日记》，则可以看
出与梁漱溟大相径庭的另一番味道。
1949年 3月7日，“下午，偕子化、亚
明同乘公路车赴莱阳，宿于三里庄军属
马大姐家，其夫李正滋，参军已五载
矣。马略识字，能言拥护毛主席八项条
件，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文化水准之
高，可以想起。”1949年3月8日，“余
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
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
义！’兴奋至于极度矣。”柳亚子和梁漱
溟的态度截然不同。

因而，两人此时的政治态度发生
了重大分歧。事实上，学术界相关研
究成果早已经证明第三条道路是“死
路一条”，梁漱溟这样的态度成为其他
民主人士批评的对象，显然也就不足
为奇。

当然，梁漱溟最终还是被邀请至北
京，参与建国筹备相关工作。

（作者系柳亚子纪念馆文史研究员）

柳亚子缘何提出开除梁漱溟
张杰

汪曾祺从1939年夏以第一志愿考
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求学，大学毕业后又
在昆明当了两年中学教师。这期间，他
常去的地方，就是茶馆。

当时，“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
的语言。本地原来没有这个说法，本地
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

“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
一个“泡”和茶馆联系在一起，贴切而
又形象。

昆明的茶馆大致分两类，大茶馆和
小茶馆。汪曾祺他们学生泡的是小茶
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不长的
两条街，风翥街和文林街，这两条街上
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汪曾祺经常去的
是钱局街上的老茶馆。大学二年级那一
年，汪曾祺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
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
自看各自的书，有时整整一上午，彼此
不交一语。那时，他就开始学写作。茶
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时时
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什么影响呢？
汪曾祺说，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
联大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
比较正派的。很多人能自诩清高，鄙视
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
来对付恶浊和穷困。第二，茶馆出人
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只是穷泡，
除了闲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
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
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
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
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
的。有一年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
期终考试，汪曾祺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
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第三，泡茶馆
可以接触社会。汪曾祺对各种各样的
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跟泡
茶馆有一定关系。汪曾祺的最初几篇小
说，就是在钱局街那家茶馆里写的。汪
曾祺说，如果他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
那么他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
出来的。

汪曾祺“泡茶馆”
崔鹤同

叶圣陶是一位被编辑催稿逼出来
的童话作家，这位催稿的编辑叫郑振
铎。

1922 年 1 月 7 日，中国首本儿童
期刊 《儿童世界》 正式问世，计划每
周出版一期。最初几期的内容，几乎
都由郑振铎一人撰写。除了自己创作
的童话、图画故事外，还改写、引进
了不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为了把刊
物办得更好，郑振铎充分利用身边的
优势资源，竭力动员青年作家写稿。
不久，王统照、周建人、叶圣陶、赵
景深、顾颉刚、吴天月等一批青年作
家，都成了 《儿童世界》 的重点作
者。尤其是叶圣陶，越写越多，也越
写越好。

叶圣陶早在1921年冬天，就有写
童话的打算。那时，他是小学教员，
有空闲，也有创作的灵感。正好郑振
铎来约稿，真可谓刚想睡觉呢，别人
给个枕头。于是，一头催稿急，一头
写稿勤。一来二去，叶圣陶就上了道。

那段时间，叶圣陶写童话如有神

助。一次，他仅用三五天，竟然写下
《小白船》《傻子》《燕子》《一粒种
子》 4 篇童话，速度快得连他自己都
不敢相信。还有一次，他用了短短的
六天，就写出了 《地球》《芳儿的梦》
《新的表》《梧桐子》《大喉咙》等5篇
童话。据与他同住一个房间的朱自清
回忆说，叶圣陶除了备课外，就是勤
奋地写童话。有一天清晨，窗外传来
工厂汽笛的声音，叶圣陶忽然高兴地
说：“今天又有一篇了！”于是拈笔抻
纸，一挥而就。1922 年 6 月，叶圣陶
完成了中国现代童话的开山之作 《稻
草人》。

在郑振铎的催逼下，叶圣陶一共
写了 23 篇童话，都发表在 《儿童世
界》 上。1923 年，这些童话结集为
《稻草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
行，影响很大。此后，叶圣陶又创作
出一批精品童话，结集为 《古代英雄
的石像》，由开明书店出版。鲁迅曾撰
文称：“《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
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

被“逼”出来的童话作家
王剑

▶ 1949 年 9 月，民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
代表、候补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沈子槎、黄
炎培、冷遹、杨卫玉、胡厥文；中排左起：章
元善、陈巳生、胡子婴、陈维稷、孙起孟、盛
康年；后排左起：章乃器、莫艺昌、施复亮。

政协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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