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 2 月，民进主要领导人
进入北平，随即正式组建总部机构并
恢复理事会正常活动。当年 6 月 19
日，经总部批准，民进上海分会正式
成立，赵朴初任副主任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央机关设在北京。当时赵朴初的工
作重点虽然在宗教事务方面，但民进
的重大活动及重要决策他一直参与其
中。

1953 年初，民进中央决定委托
赵朴初帮助筹建民进南京分会，赵朴
初感到责任重大，因为新中国成立
后，民进还没有在地方上建立分会。
赵朴初马上与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取
得联系，经过几个月的认真协商研
究，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中共南京市
委统战部致函赵朴初，信中说：“前
嘱协助中国民主促进会物色人选，准
备在南京筹建组织，已初步与胡颜
立、司晓南、桂庆和、顾雍和、金光
灿等商量同意，兹将他们所填入会申
请共五份，申请审核。”8月 18日，

赵朴初将5人申请呈报民进中央，很快
得到批复。赵朴初于 9月 24日致函中
共南京市委统战部，胡颜立等5人已成
为南京市最早一批民进会员。

当年10月26日，赵朴初专程从上
海赶到南京，召集胡颜立等5人开会，
宣布成立民进上海分会南京筹备小组。
后来，在赵朴初的指导下，民进在南京
又先后发展了20多名会员，特别是发
展了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入会，影
响甚大。1955年10月，民进南京分会
正式成立。

民进南京分会的成立，赵朴初花费
了很多心血。至今，民进南京组织的档案
中尚存有赵朴初手写函电50件，包括致
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两件，致民进总部
24件，致南京筹备组24件。

1994年，赵朴初在 《贺民主促进
会南京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中写道：

“北辰星拱，钟山云作。民主旗开，声
教远播。四十曰强，四十不惑。”既表
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又对南京民进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希望。

赵朴初助建民进南京分会
刘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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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是《新青年》的姊妹刊
物，是由北京大学受新文化运动影响
的青年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
刚、俞平伯等人在蔡元培等人的扶持
下，于1919年1月1日创刊的。

1918年 7月 6日上午，在北大每
周例行的校务会上，蔡元培首先宣布
了一个议题：关于为学生社团新潮社
创办《新潮》月刊划拨经费的问题。《新
潮》旨在介绍西洋近代思想、批评中国
现代学术上、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他的
话音刚落下，有人问道：“蔡校长，您打
算给他们划拨多少经费？”

蔡元培信心满满地说：“他们预
算是1800元，我计划给2000元，以
助其办出像《新青年》一样有影响、
有水准的刊物。”

台下顿时炸开了锅：“校长啊，您
怎么能用这么多钱支持这群毛孩子
呢？这群毛孩子本就像一匹匹野马，说
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闹出事来。所以，必
须将其拴在桩子上，以防伤人。您要是
一再纵容他们，任其撒野，势必小妖精
都成了兴风作浪的哪吒，大妖精都成

了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这样可不得了，您
不能助纣为虐啊！”

蔡元培听后哈哈大笑，说：“你们
不必担心，大学要培养的就是有思想有
作为的人才，而不是循规蹈矩的应声
虫。只要他们闹得合理，闹得有意义，
我们都要扶持。希望我们的学生多一些
哪吒，多一些齐天大圣嘛！”

就这样，蔡元培力排众议，扶持新潮社
创办《新潮》月刊。1919年1月1日，《新潮》
月刊破土而出。刊名由蔡元培题写，“新潮”
二字是用笔沉稳、字迹精致的楷书，给人以
端庄大气之感。创刊号刊登该社《启事》说，
该刊“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
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新潮》
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化和学术思想解放，反
抗传统礼教，主张伦理革命。

蔡元培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
包”的教育理念，对《新潮》这株新苗
予以呵护和扶持。《新潮》在“五四运
动”中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对马克
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在当时的北大和
中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一代
人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蔡元培扶持《新潮》
张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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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名庭芳，字永

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

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县 （今属

湖南省永州市）。1921 年 7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

宣传主任。

鲜为人知的是，在李达

的人生履历中，曾与人民政

协深深结缘，留下了光辉的

履职足迹。

1942年 6月，柳亚子从日寇占领
的香港撤退至桂林，不久被选为全国
文协桂林分会理事。在这里，他结识了
年仅25岁的杂文家秦似。秦似原名王
缉和，是语言学家王力的长子，也是全
国文协桂林分会的理事，当时正与夏
衍、聂绀弩等人主办进步杂文刊物《野
草》。

秦似十分佩服柳亚子的人品和诗
才，经常向他约稿，还主动将他在《野
草》等刊物上发表的诗词编成《怀旧
集》，准备公开出版。在短暂的交往过
程中，柳亚子发现秦似虽然年轻，却已
发表过许多诗歌、杂文和译作，尤其难
得的是他的杂文“仿鲁迅笔法，可以乱
真”（夏衍语），因而对他出众的才华十
分欣赏。在艰苦复杂的战乱环境中，两
人结成了情谊深厚的忘年之交。

1944 年 6 月，日寇逼近桂林，柳
亚子及其家人先是撤退到贺县八步
镇，后来又迁至重庆。秦似则回到自己
的家乡广西博白县。由于兵荒马乱，音
书断绝，柳亚子和文协的朋友们很久
没有得到秦似的消息。

1945年春，秦似参加了中共广西

省工委领导的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起
义失败，很多人牺牲了。不久，重庆等地
的报刊出现了秦似遇害的报道。恰在此
时，柳亚子又接到老友陈迩冬的一封来
信，说日军占领博白时，秦似“与其夫人
骈死乱军中”。柳亚子顿时陷于巨大的悲
愤之中，当即含泪写下悼诗一首：

天涯惊噩耗，怀弟涕潸然。
烽火怜非命，干戈损盛年。
文章忧患始，伉俪死生缘。
留取高名在，还凭《野草》传。
在这段时间里，柳亚子时常想起在

桂林郊外李家村与秦似同游的细节，更
加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青年才子，情
不能已之中，他又写下《再哭秦似》一首：

横死怜秦似，乡亲忆绿珠。
文章憎命达，《怀旧》共嗟吁。
健硕犹堪想，尸骨奈早枯。
李家村畔路，影事未模糊。
数年以后，柳亚子才得知，秦似夫妇

其实并未遇难，当时只是躲避到乡下去
了。而自己为秦似“遇难”而作的两首诗，
显然是误悼了。为了留下一个纪念，他特
意将这两首“悼诗”收进了自己的《磨剑
室诗词集》中。

柳亚子误悼秦似
夏明亮

李达与人民政协的不解之缘
谢景林

成舍我不仅办报刊、开公司、办
学校，还擅长新闻采访、言论写作、
报纸编辑、报馆管理等多重新闻业务
工作，是少有的“新闻全才”，其自
称为“新闻老兵”。成舍我在1956年
出版的《报学杂著·自序》中提到：

“从我十四岁那时做‘职业记者’
起，已经过四十年继续不断的工作。
为了工作，虽然每天平均至少要写一
千字，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四十年总
共写了一千四百多万字……”成舍我
经李大钊介绍，曾在北京《益世报》
改稿，还经常写些社论短评，署名

“舍我”。他的随笔、小品文、评论堪
称“小文章，大手笔”，虽然是白话
文，却极具风骨，如其中的《安福与
强盗》《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等言
论，痛陈时弊，鞭挞北洋军阀，发出
了时代的声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为士兵募集冬衣，他用的标题为：

《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一则
讽刺大后方国民党官员生活奢侈浪费的
新闻，到了他笔下，则变成 《前方吃
紧，后方紧吃》。

成舍我认为办报“第一是要说自己
想说的话；第二是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
话”。由于所办报立场公正不阿、言论
公正，加上消息灵通正确，不畏强权暴
力，完全做到民众喉舌之功能，所以深
受民众喜爱和支持，报纸销路极佳。

1935 年成舍我在上海创办 《立

报》，标榜“凭良心说话，拿真凭实据
报告新闻”，以期“达到民族复兴的目
的”。报纸以“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
看得起”“五分钱可知天下事，一元钱
可看三个月”为口号，并请来张友鸾、
张恨水、包天笑办副刊，当时《立报》
最高发行量达20万份，创下全国报纸
销售量的最高纪录。

成舍我不仅文笔过人、办报有方，
还识人爱才、颇有雅量。1925年，成
舍我创办 《世界日报》 和 《世界晚
报》，并由张恨水主编《明珠》和《夜
光》两个副刊，副刊连载张恨水的小说
《金粉世家》 长达 7 年之久，陈独秀、
鲁迅、李剑农、刘半农、钱玄同都曾是
他的撰稿人。由于张恨水不满拖欠月薪
离职，让成舍我急于物色人才。时任
《世界日报》报社经理的吴范寰推荐张
友鸾接替张恨水的工作。张友鸾当时是
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但已为邵
飘萍的《京报》主编副刊《文学周刊》
一年，有了一些办报经验。

但见到张友鸾这个20出头的毛头
小伙子时，视报纸为生命的成舍我怕张
友鸾无法胜任，加之经挽留，张恨水已
答应暂时不走。结果，张友鸾刚到报社
工作三天就被成舍我辞退了。张友鸾一
气之下，写了一封信大骂成舍我，其中
有一句叫“狐埋之而狐搰之”（语出
《国语·吴语》，意即狐狸习性多疑，得
了猎物先埋在土里，埋了又不放心，还
要掘出来看看），成舍我看到这份骂他

的信件后，非但没有生气，还特别欣
喜，说：“此人虽出言不逊，但骂得痛
快，切中要害。文章也写得漂亮，有才
气。”大夸张友鸾文笔犀利，“狐埋狐
搰”切中要害，很有才气。于是马上决
定：“这样的人才，非用不可！”立即请
回张友鸾，聘请他做《世界日报》社会
版的编辑。一年后，张恨水去职，成舍
我又将张友鸾提拔为总编辑。

成舍我是一位不畏权贵敢说真话的
真报人。他不仅保持着“从业时间最
长”“创办媒体最多”等若干纪录，“三
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
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有着

“为办报受挫最多”的名声。1928年初
在南京创办《民生报》，按照“小报大
办”“精选精编”的方针，“重视言论，
竞争消息，广用图片”，内容生动充
实，令人耳目一新。1934年5月，《民
生报》 因揭发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
（成舍我的亲戚）贪污舞弊案被汪精卫
查封，成舍我被拘禁40天。事后汪精
卫派人威吓说：“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
碰，无异于以卵击石。”并要求给汪写
一封道歉信。成舍我断然拒绝，留下一
句名言：“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体
现了一个报人的凛然正气。

《世界日报》创办第二年，因披露军
阀张宗昌枪杀著名记者林白水的消息，
成舍我惹来杀身之祸，经原国务总理孙
宝琦出面营救方才死里逃生，但他仍鼓
励同仁继续出报，因为“军阀总归要骂
的”。面对挫折和生死，成舍我曾说：“唯
有不怕头破血流者才配做新闻记者。”

成舍我将其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新闻
事业与新闻教育，以终身记者自许。直
至晚年病中口不能言，仍以笔书写“我
要说话”四字，可谓是成舍我以新闻复
兴民族的人生写照。

一代报人成舍我
王厚明

当代著名画家董欣宾早年跟秦古
柳先生学画，后考上南京艺术学院的
山水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供职于江
苏国画院，从事创作及理论研究。他
是中国画学科奠基人，继傅抱石之后
开创江苏画派新面貌，是具有流派开
创性的一代大家。

高晓声比董欣宾大11岁，他们
相识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此成为一
对知心好友。有一天他们在外午饭
后，两人聊得开心，董欣宾即兴绘画
高晓声的背影。高晓声夸赞：神似高
某，画得好！由于外出没带印章，董
欣宾临时找了块石头，硬是用剪刀凿
出了个印章，美滋滋地盖在了画上。

后来，高晓声曾帮董欣宾在各地
办画展，作推介。由于董欣宾生性心
直口快，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高晓
声就当和事佬，牵线搭桥，出面周旋，

为朋友遮挡风雨。他曾多次劝说董欣宾
应该主动卖掉点自己的画。

董欣宾点头说道：“你说卖就卖。”
高晓声拍着胸脯，打包票说：“这

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去帮你卖！假如一
幅画卖100元，那么100幅就是10000
元，你就是标准的‘万元户’了。我乡
下企业家朋友有的是，他们手里都不差
钱。我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了，也要提升
一下精神追求，不愁卖不掉的。你放心
好了！”

结果高晓声出马东推销、西推销，到
最后竟然一张画也没销掉。有人甚至
说，书店里的年画五颜六色，比这宣纸上
黑不溜秋的东西好看多了，而且还只要
一毛钱一张。高晓声听后顿时感觉异常
尴尬。无奈之下，他只好把画当礼品送
给朋友。1988年高晓声去美国讲学，送
的礼品也是董欣宾的画。

高晓声“卖”画
周 星

受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

坐落于永州的李达故居依然大部
分保留着当年的原貌，里面保存着
1948年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一封“密
语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
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
营。”李达本是中国共产党的8位发
起人之一，更是中共“一大”13位
代表之一，曾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代理书记，顺利完成了“一大”的发
起与组织筹备工作。

1924年，由于在国共合作等党
的有关政策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激烈
争执，李达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
共中央的联系。此后，李达回到长沙
继续为党工作，湖南的党组织仍把他
作为党内同志看。此后的 20 多年
中，李达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
思想上一直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他
继续投身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直坚
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
育，坚持为党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
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通过党的地下
交通将著作《社会学大纲》寄给老友
毛泽东，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
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
书”，当成撰写自己哲学著作的重要
参考资料。

1948 年 底 ， 革 命 胜 利 在 望 ，
毛泽东给宋庆龄、李达等极少数“重
要老友”寄出密语信，邀请参加新政
协筹备会，共商建国大业。李达收信
以后，心情无比激动，于 1949 年 5
月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参加新
政协筹备会议，并在6月下旬参加起
草共同纲领。

在筹备新政协时，中国共产党经
与各方协商，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

主人士”界别，以与旧政协的“社会贤
达”区别。周恩来明确指出，无党派民
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
民主人士”。李达与郭沫若、马寅初、
张奚若、董鲁安（于力）、符定一、欧
阳予倩、洪深、吴有训、王之相、丁燮
林、周谷城等共12人，作为“无党派
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人民政协第一件提案的提案人

1949年 9月 29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
13件代表提案。其中第一、第二两件
提案，合为第一类，即由郭沫若、李济
深等44人提交的第一件提案，和由黄
琪翔、张难先等16人提交的第二件提
案。两件提案内容相近，明确提出，应
致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派在联合
国机构中的代表权，由人民中国派遣正
式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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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符，观点鲜明，言简意赅，在新中
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达代
表无党派民主人士，不仅在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上作了发言，还作为44位
提案人之一，在人民政协第一件提案上
郑重签名，为多党合作、携手维护新中
国的国际地位增添一幅生动剪影。

1949 年 11 月 15 日，身兼外交部
部长的周恩来根据人民政协第一、第二
两件提案的内容，分别致电联合国组织

秘书长赖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
郑重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
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我谨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联合
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
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
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
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然而，由于以美国政府为首的西方
势力一再作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由
台湾当局占据的局面竟被延续多年。历
经22年的不懈努力，在第三世界友好
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1月1日，五
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升起，中华人民共
和国终于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
府，成为联合国的合法代表。令人遗憾
的是，此时李达逝世已5年有余，未能
亲眼看到提案实现这一幕。

从政协委员到人大代表

李达是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
加政协会议的，他在政协履职期间重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他转
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与准备参加
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
派一辆专车把李达单独接到香山。

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随后
毛泽东单独留他话旧。在故友重逢后的
长谈中，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
列里来。毛泽东说：“你在早期传播马

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
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
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毛泽东当
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
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

1949年12月，党中央郑重地为李
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泽东、李维汉、
张庆孚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
的入党介绍人，并且经中共中央特许，
没有预备期。李达在重新加入中国共产
党以后，作为“社会科学人士”继续履
行政协委员的职责，直至 1954年 9月
卸任。在随后的日子里，李达陆续当选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
职，为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发挥了积
极作用。

李达从建党到中断与党中央联系
再到重新入党，经历过人生起伏，见
证过风云变幻。对此，毛泽东曾恳切
地对李达说：“你早年离开了党，在政
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
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要留他在北京参加中央的
工作，李达却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
环境，自己的理想是创办一所“新型
社会主义大学”，便请求继续从事自己
所热爱的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历任
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
会会长。

（作者系湖南省永州市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

成舍我创办的《民生报》《世界日报》等

1949 年 6
月，李达出席
新政协筹备会
议，商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
立 的 筹 备 事
宜 。 同 年 9
月，他作为无
党派民主人士
代表出席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一
次全体会议，
当选为全国政
协委员。图为
1949 年 9 月李
达在全国政协
第一届一次会
议上发言。

成舍我是中国近代著名报
人，与张季莺、邵飘萍、林白水一
起被誉为民国“四大报人”。他从
事新闻业近 77 年，一生参与创
办媒体、刊物近 20 家，直接创办
12家，是个人力量从事新闻教育
事业最长、影响重大的新闻教育
家，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