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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荣耀双奥城，
鸟巢宽怀会群英。
大雪飘飘助吉祥，
火树银花献晶莹。

二

百国参赛若大同，
六亿人次传炬红。
五环斑斓普天庆，
三千名将笑春风。

三

虎年虎威骑虎行，
神州神采聚神梦。
俄奥遥遥独领先，
我急紧追不放松。

四

巾帼积怒踢骄雄，
后发定局稳三赢。
绝克越日迎晨曦，
妙破韩局开胜境。

五

最是奇迹谷爱凌，
突越极限举世红。
一跃飞滑腾空起，
满屏欢歌赞不停！

贺冬奥
李福成

书画摄影欣赏书画摄影欣赏

《“光”中见鹿》

◀《欣欣向荣》宁娴岭 作（宁夏美协会员，民建宁夏区委会会员）

▲书法 马雪宝 作（灵武市政协委员，灵武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该书采用散文笔法，
以纳兰性德、曹雪芹、庄士
敦、鲁迅、王国维、徐志摩、
林徽因、胡适等古都人物为
写作对象，试图通过这些文
人丛中的旧闻轶事、政界学
界的陈迹残影，再现旧北京
的社会风貌、世态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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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由190多篇短小的随
笔组成，作者按内容把它们梳
理分为8辑，有“红旗如画”的
年代记录、有“海阔山遥”的景
色描写、有“岁月走过”的心路
重现、有“光影逐梦”的摄影抒
怀、有“人到老年”的深沉思索、
有“为文之道”的感想阐发、有

“温情笑容”的人生哲理、有“云
中点评”的书信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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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和1994年，中国邮政分别发行
了两组题为“爱国民主人士”的纪念邮票，
纪念 8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
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陈其尤、陈叔通、
马叙伦、许德珩，称他们都是有抱负、有
骨气、有胆魄、有学识的民族精英，为中
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人
物。其中，九三学社的主要创立者和优秀
领导人许德珩缘何登上国家邮票，我们或
许可以从他的经历中知晓一二。

“一介纯粹的爱国者”

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历史清晰明
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
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结局。它蕴
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
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
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
们带向新的未来，而“五四”运动的风云人
物之一，便是年仅29岁的许德珩先生。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
急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
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
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
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德珩《北京学生届宣言》，
1919年5月4日

这是当时广为人知的两则学生宣言
之一。虽是用文言文写成，但难掩赤子之
心。一寸山河不可失，一份尊严不可丢。
从开会、起草宣言、写标语，南下大串联，
再到“五四”当日走上街头，火烧赵家楼，
最后成为被捕的 32名学生之一，许德珩

始终是积极分子。陶希圣曾记录当时的
许德珩演讲形貌，称他“每会必发言，每
次发言都是两脚直跳，两手捶桌子，说得
那样起劲”，切中时弊，鼓舞士气，有“大
炮”的美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是学生时
代的书生意气与爱国热情直到今日依然
具有强大的感召力量，成为了一代又一代
九三人的精神底色。

“为了民主与科学”

1920年，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6年
后，受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鼓舞，他
回国执教，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
政治教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秘
书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又
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开设
社会学课程，用自己的精神影响当时的青
年学子，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

我辈无缘聆听许先生教诲，只能在
文字资料中寻觅先生当年传经解道的风
采。马句教授在《回忆许德珩老师在北京
大学》一文中记载，当年先生之课，在北
大甚受欢迎，教务处不得不把他的课安排
到当时北大最大的教室里。先生以洪亮
的江西口音曾在这儿即兴向学生阐明自
己对于中国的希望，他说：“抗日战争胜
利了，我又回到了母校，我愿意同你们青
年学生站在一起，继续高举五四运动民
主、科学的大旗，为建设一个民主、科学
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了民主与科学，先生疾呼如是，所
行亦为此。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社会主

义社会学理论第一人，他在讲课中联系实
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关照中国现
实，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加以鞭
挞，在北大的土地上播撒了民主与科学的
种子。作为月入数百元的大学教授，却家
境清贫，如许先生所言，自己和妻子的收
入都用来搞抗日活动，一生上无片瓦，下
无立锥之地。

同时，他还用实际行动支持当时学
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文献记载如下：

“1946年 12月末，北大学生发动了抗
议美军暴行运动，他联合北大 48位知名
教授，上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
抗议。1947年 2月，国民党北平当局出动
大批军警搜捕进步民主人士和学生，他同
张奚若教授联合了 13名北大、清华著名
教授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保障人权，释
放被捕者。1947 年反饥饿反内战，1948
年反迫害和护校，他都带头声援。

一串串数字，映照出当年中国进步
青年对祖国的一腔热血，但是从中也可以
看到作为师者，许德珩给予学生的道义支
持。他永远将自己看做是中国的一分子，
真正做到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中国
的光明未来奋斗终身。

“心怀天下 奋斗终生”

《文史博览》中评价许德珩先生是中
国近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

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
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
动的结果；他曾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
主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全国政

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
始终不曾改变最爱的教师身份；他亲手创
建了九三学社，担任九三学社第一至第七
届中央主席，却又在 89岁高龄时加入中
国共产党。

纵观许先生的一生，无论他处于人
生的哪个阶段，都视国家的民主、独立、
富强为己任，心怀天下，志在救民。作为
社会学专家，他在及其危险动荡的环境中
一边教书，一边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著作。1936年，他出版了《社会学讲
话》一书，这本书是在遭到蒋介石政府的
二次逮捕入狱之后所写的，而入狱原因则
是因为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往事风起
云涌，平淡的字句中我们或许可以揣摩到
先生当时的心境，悲愤但仍然以笔为刀，
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人民坚
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希望。

新中国成立前夕，受周总理的邀请，
许德珩作为九三学社代表出席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
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作为中国水产部首
任部长，他为水产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许德珩先生
的一生，是上下求索、不懈奋斗精神的生
动写照，他的人生轨迹，见证了百年中国
的沧桑巨变。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当下
的祖国虽已不同往日，我们仍应以先生为
楷模，坚定革命信仰，不惧山高路险，爱
国为本，实干为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辛勤耕耘。
（作者系九三学社石嘴山市委会社员）

缅怀九三先贤许德珩的历史履痕缅怀九三先贤许德珩的历史履痕
韩 冰

王炳楠 摄（民盟宁夏区直环保科技支部）

■ 荐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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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东方
有一个神秘的画廊
一幅幅神奇图画
走过了岁月沧桑

走进这画廊
你能听到遥远的呼唤

看见过往的炊烟
那是祖先们住过的地方

在世界的东方
有一幅漫长的画卷
一幅幅神奇图画

刻在贺兰山岩石上

打开这画卷
飞鸟走兽图腾崇拜
农耕狩猎乘骑征战

那是祖先们铸就的辉煌

贺兰山岩画让人无限遐想
历史的记忆远古的呼唤

这是艺术的画廊
这是祖先留下的辉煌

贺兰山岩画
李高中

（作者系金凤区政协委员）

公元二零零八年，

夏季奥运北京办。

一曲《北京欢迎你》，

五洲健儿聚欢颜。

二零二二立春天，

“双奥之城”史无前。

高歌《一起向未来》，

冬奥盛会喜空前。

虎头鞋子虎头衫，

“四季节气”美图现。

《我和我的祖国》颂，

《奥林匹克颂》五环。

鸟巢火焰很璀璨，

冰天雪地飞龙燕。

冰墩墩和雪容融，

坚强洁白有特点。

三千多名运动员，

共襄冰雪摘桂冠。

以德相处友谊深，

文明科技举世赞。

大国外交意非凡，

世界同享冬奥年。

奥运精神齐传递，

五星五环旗招展。

《盛世中华 双奥北京》
贺久杰

（作者系自治区政协机关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