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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可秋同志撰写的《王冶秋传》，将在冶秋同志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面世。
这是以王可同志为代表的全体兄弟姐妹祭奠父亲的纪念之作，是融化六份智慧、六腔心血、六家思念
而铸成的一个共同心愿，展示父亲为民族为国家战斗的一生。
不但如此，作者还以朴实、清新的笔墨和翔实可信的事例，生动地叙述了冶秋同志专力于文物事业近
四十年的功业，从而又充分表达了当今全国文物工作者深切怀念冶秋同志的共同心声。
因此，《王冶秋传》的出版，对于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了解新中国文物事业发展的历史，
借鉴前辈们的创业经验，都具有现实和深远的重要意义，是全国文物界的一件大好事，将受到广大文
物工作者的特别喜爱。
冶秋同志，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德才兼备，文武双全，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其前半生作为革命闯将，经历武装暴动和牢狱刑讯以及在隐蔽战线的八年统战和情报工作等等，都是
他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是他人生之旅的绚丽时空。
在人生旅程上，他饱经烽烟风雨，历尽艰难险阻，几度生死难关，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真可谓赴汤
蹈火，在所不辞。
但是，所有这些，由于年代已久，又同现实生活渐行渐远，长期处于隐蔽状态，世人知之甚少。
而今随着《王冶秋传》的问世，主人公跌宕起伏、多彩多姿的奋斗一生得到了完整的展现，还了王冶
秋一个完满的革命家形象。
如此献身革命的大行大道，虽蔽于一时，而终昭于天下，耀于无穷者，实理之当然也。
作为文物事业的后来者，我同许多同辈同仁一样，对冶秋同志充满传奇的前半生，也只略知一二。
其中包括与鲁迅先生结识交往的史实，社会上流传较广，了解得稍多一些。
但仅凭这些，也早已增生了对冶秋同志的敬佩之情。
自打踏进文物管理门庭之后，冶秋同志作为新中国文物事业奠基人的贡献，多已耳闻目睹，受益良多
。
他的名字，他的业绩、言行早已铭刻在中国文物事业的方方面面，至今仍在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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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冶秋传》共分8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家世、大革命风云、无言地送你们走上征途、结缘新
文学、八年统战与情报生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创者、文博事业在逆境中崛起等，它将我国文物事
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王冶秋同志跌宕起伏、多彩多姿的奋斗一生进行了完整的展现，并还
了王冶秋气个完满的革命家形象。
　　在人生旅程上，他饱经烽烟风雨，历尽艰难险阻，几度生死难关，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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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李铁映序金冲及序单霁翔序并非序言的序言——代前言一 家世(一)蓼城三王1.先人出自琅琊王氏2.一亭
缥缈临秋浦(二)丧父励志1.母亲宣宝舟2.励志二 大革命风云(一)革命闯将1.北京的小布尔什维克2.霍邱
文字暴动3.听课北大 “交通”平津(二)狱中受刑(三)秋与露1.《昨夜》播下爱的种子2.清苦的生活 甜蜜
的爱三 无言地送你们走上征途(一)直隶两名校1.大名七师2.保定育德中学(二)三晋三名校1.大同省立三
中2.太原进山中学3.运城第二师范(三)齐鲁三校1.济南高中2.莱阳乡村师范3.省立烟台中学(四)鄂川两
校1.没有演过的戏2.安徽中学3.蜀光中学四 结缘新文学(一)我爱这干巴巴的连翘花1.压干的连翘花2.我
们的血一点也不能爱惜的(二)鲁迅给他端了一盘瓜子1.鲁迅先生的教诲2.《鲁迅先生序跋集》六十年沉
浮记(三)海静得似春江1.张二猫子2.《青城山上》(四)笔耕不辍1.业余作家2.《琉璃厂史话》3.暮年之作
五 八年统战与情报生涯(一)先生、好友、同志(二)隐蔽战线的战斗1.拜青帮头子张树声为师2.营救周茂
藩3.劝阻王梓木出走(三)张克侠在南京秘密会见周恩来的联系人(四)北平电台事件的幸存者1.中央社会
部直接领导的情报小组2.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3.进入解放区六 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创者(一)接管北平文
物古迹1.准备2.接管3.文化部文物局的前身(二)为文博事业辛勤耕耘1.为文博事业奠基2.培养文博干部的
短训班3.保护干部爱惜人才4.“文革”抄家没有发现一件文物(三)创建中国革命博物馆1.创意2.筹备3.正
式开放(四)多亏有个王冶秋1.“两重两利”方针的出台2.保护故宫建筑群的完整性3.多亏有个王冶秋七 
文博事业在逆境中崛起(一)周恩来总理晚年执政的一项杰作1.经受住“文革”中的生死考验2.成立图博
口领导小组3.漱芳斋“殿试”与故宫重新开放4.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5.与“四人帮”的特殊斗争(
二)中国文物走向世界1.延揽文化精英2.文物外交3.蓬皮杜的法国式选择(三)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震惊世
界1.世界古尸保存的奇迹2.稀世帛书出土3.珍贵文物之外的收获(四)我国历史上第四次古代典籍大发
现1.70年代的辉煌2.文物工作的新门类3.新事业与新学科(五)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发现1.发现的偶然性与
必然性2.展现大国风范的秦俑博物馆八 结语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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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血的教训使冶秋清醒地意识到，在与凶残的敌人斗争时，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
根据“北方局暴动计划”，他在西山组织了侦缉队并担任队长，立誓要为李大钊、吴可这些牺牲的烈
士们复仇。
不久，西郊区委书记李朴园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各支部负责人。
冶秋当时担任西山支部书记，遭到奉军侦缉队围捕。
他凭着对地理环境的熟悉，连夜翻山越岭突围，但还是在拂晓时被巡夜的奉军逮住。
所幸其中有一个士兵是同乡，没有为难他。
一个军官搜完他的全身后盘问说：“你说是学生，学过英文么，念给咱听听。
”冶秋说：“当然会，念给你听：Iwaswalkinginthenightalone！
”意思是我独自在夜里行走。
军官听完，认定他的确是个学生，告诫他说：“要不看你是学生，立马把你送到司令部，那你就没命
了。
还好，算你命大，赶紧走吧！
”冶秋逃脱虎口入城，躲进未名社找到台静农。
此时组织遭到大破坏，城里也不能久留。
台静农知道事情非常危急，立刻找来华贵的衣服和茶色眼镜，将冶秋装扮成公子哥儿，连夜将他送出
北京。
当两人昂然步入火车站的月台时，只见煤气灯比平常要亮得多，士兵荷枪实弹严密布防，显然是在缉
拿要犯。
这些愚蠢的家伙哪里知道，从他们身旁走过的带着茶色镜子的“公子哥”，就是昨天夜里那个逃过追
捕的“西山侦缉队队长”。
静农和冶秋坐进头等车厢，谈笑自如，有如公子哥儿一般神气。
有两个军官谦恭地从他们旁边走过，窗外那些警察、士兵根本不敢向他们正视。
冶秋对静农说：“这些狡狯的猎犬终于还是无用的呵！
”当晚他们顺利地抵达天津，登上一条开往上海的日本船。
次日船开，二人就此告别，静农为冶秋在船上摄影留念(图一六)。
之后，冶秋由海路经大连、上海辗转回到霍邱老家，而静农返回北京。
2.霍邱文字暴动在回霍邱途中，冶秋在南京火车站与从汕头回来的同乡李何林巧遇，复又结识乔锦清
。
乔是阜阳人，也是遭张作霖通缉而逃回来的。
两人约定，谁先找到组织就通知另一人。
那时，乌云笼罩着大地，烈士们的头颅挂在城墙上和电线杆子上。
但是共产党人没有屈服，仍在前仆后继地顽强战斗。
在南北反共高潮中的劫后余生者，逃回家乡的有二十多人，他们多在叶集的民强小学以教书为掩护，
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他们那时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革命热情很高，很快就把党团县委建立起来。
张禅西当选为县委书记，冶秋当选为县委委员和团县委书记。
县委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其中就有冶秋的哥哥王青士，介绍人是冶秋和李何林。
青士早一年返乡，在县城里开了一间宣传新思想的“开明书店”，并与裴荫青女士结婚(图一七)。
1928年开春，已是阜阳县委书记的乔锦清到民强小学找冶秋，告诉他阜阳已成立皖北特委，由化名魏
金的陕西革命家魏野畴任书记(图一八)。
魏金长期在杨虎城的高桂滋旅担任政治部主任。
乔要霍邱县委参加皖北特委，并准备参加特委扩大会议。
霍邱县委建立起来后正愁找不到上级领导，乔锦清一宋犹如雪中送炭，大家情绪为之一振。
此时冶秋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筹款买枪，甚至想到像劫“生辰纲”那样，在路上打劫一批枪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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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特委召开会议，县委派冶秋和戴铸九参加，由于通知晚到，他们到达阜阳时扩大会议已经开完。
魏金单独向他们传达说，此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准备武装暴动。
此次暴动，高桂滋旅可以拉出九个连，阜阳首先发动，然后各县起事响应。
接着，魏金询问了霍邱县组织发展的情况，并介绍如何筹款买枪，谈话从傍晚直到东方现出鱼肚白。
第二天乔锦清请冶秋吃驴肉，在座的还有几位军队同志，他们仍保持北伐军人的“三皮主义”或“五
皮主义”：皮包、皮鞋、皮绑腿、皮鞭、皮带，显得十分神气，其中有李烈飞(李力果，解放后曾任唐
山市委书记、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街上正唱着“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饭馆里则高谈阔论，充满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大有“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概。
冶秋他们回到霍邱后，干劲十足，立即传达特委关于武装暴动的决定，并把县委机关移到城内的大寺
偏房小院，以便指挥。
一个多月里党团员发展到一百多人，四乡都建立了组织，通过交通员与特委和各乡保持密切联系。
4月，阜阳暴动打响，“打土豪分粮吃大户”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几万人参加了暴动，建立了皖北第
一个苏维埃政权。
但没有多久，正当他们焦急地等着进一步的消息时，李烈飞身着破军装狼狈地来到霍邱，军裤裤裆被
子弹打了两个洞，是突围逃出来的。
烈飞说，高桂滋利用土匪武装分化瓦解了那九个连的队伍，魏金和乔锦清同志被捕后英勇就义，阜阳
暴动失败了。
烈飞留了下来，担任县委组织委员。
冶秋及县委一班人，为又一批优秀共产党人的牺牲感到无比悲痛。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并没有使他们退却，反而更加深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
他们决定发动全县向反动派示威。
经过几天的准备，在7月的一个闷热夜晚，二更刚过，霍邱县城大街小巷和各大集镇、政府机关都贴
满了传单，有的传单甚至贴到警备队员的身上。
第二天，伞县从南到北二百余里出现了共产党的传单和标语：“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
”“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的走狗孙庚山”。
劳苦大众看了欢欣鼓舞，县长张东野和警备司令孙庚山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文字暴动”吓得不知所措
。
市面上盛传昨晚来了几万共产党，土豪劣绅的日子不长了。
全县一百多名党团员看到县府机关乱作一团，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他们为在霍邱革命史上千了一件惊
天动地的大事而兴奋。
但毕竟反动派掌握着武装，可以动员政府资源进行镇压。
县长张东野坐镇，警备司令孙庚山带部队展开了全县大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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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家都知道王冶秋同志是新中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又是中国革
命历史中一个传奇性人物。
称他为新中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冶秋同志当之无愧。
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
”最初形成的基本格局如何，影响十分深远。
冶秋同志的贡献和建树，遍及文物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大概是两点： 一是建国伊始
，他和郑振铎先生一起，迅速地建立起文物事业的管理机构，制定方针政策，颁布法令，几乎从无到
有地把全国文物工作纳入正确的轨道。
1950年，也就是百端待理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年，在他具体主持下，制定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
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
法》《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文件，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
准后颁布实施。
这就在新旧中国大转换的关键时刻，避免了珍贵文物的破坏和大量外流，井为新中国文物工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他最初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打倒，但在1970年周恩来
总理指名把他从咸宁干校调回北京主持全国图博工作后，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为保护
祖国文物、推进全国文博事业而奋斗。
在如此动荡混乱的日子里，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银雀山汉简、云梦秦简、随县青铜编钟、武威铜
奔马等一系列重大发现震惊了世界。
对保护祖国文物，他更竭尽了全力。
他常说：这些文物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毁了，那就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
李先念同志有一次对人谈到某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说：“你要动它一下，王冶秋要跟你拼命的。
”我当时遇到一些地方文物工作干部，常听他们说：“ 好在有；台秋同志，他是真正懂得文物的，并
且以他的声望和地位，讲的话从中央到各省的负责人都不能完全不听。
要是没有他，有些事情我们是很难顶住的。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在怀念他的诗中写道：“我爱王冶秋，坦坦心无私。
⋯⋯十年遭世乱，风义可概见。
”在“文化大革命” 那样的日子里，我国的文物事业仍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发展，这似乎是个奇迹。
它确实同冶秋同志顽强不屈的努力分不开的。
对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传奇性经历，知道的人不多。
他对我说过： “那时候，别人都看我是文化人，其实我主要做的是军事情报工作。
不过，那些军队番号、数字等等都不能用笔写下来，只能凭脑子记，又不能有一点差错。
长期做这样的工作把我的脑子也弄坏了。
” 冶秋同志是1925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
他参加过安徽霍邱农民暴动，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井曾多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
他同鲁迅先生有着密切的交往，《鲁迅书信集》中有好些信是写给他的。
抗战期间，他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
冯玉祥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次重要会议后就把会议情况告诉
冶秋同志，冶秋同志又转报中共中央。
在这段时间内，他还奉党组织之命参加青帮，利用这个关系营救被军统逮捕的地下党员。
军统曾扬言要用硝镪水化了他。
抗战胜利后，他帮助正担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地下党员张克侠同周恩来同志秘密会晤
。
以后，他又受党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那里当少将参议，通过秘密电台经常
把华北地区的军事情报向中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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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些工作；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冶秋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人刚正不阿，严于律己，爱憎
分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像这样一个人，应该有一本很好的传记，把他的一生事迹告诉后人，并且也可以帮助人们从一些侧面
了解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初期的历史。
王可同志是冶秋同志的儿子，不少事情是他亲闻或亲见的。
他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又花了很大力气，东奔西走，多方面搜集资
料，写成这本传记。
我在本书出版前有幸先读过一遍。
它写得很真实，不少细节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
王可同志要我为本书写几句话，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所以写下这些话，也借此略表我对冶秋同志
的怀念之情。
金冲及 2007年8月      为家父王冶秋写传的事，最先是由姜德明先生在1984年提出的，当时姜先生正为
安徽文艺出版社选编《王冶秋选集》，对母亲高履芳和我说：冶秋同志一生颇具传奇，经历仁富多彩
，你们应该为他写传。
我那时很赞同姜先生的想法，母亲就把父亲解放前的几个笔记本和冯玉祥先生题赠的《我的生活》以
及父亲“文革”中写的材料交给我。
但是当我静下心来思考如何写这部传记时，却顿时失却了勇气。
首先是掌握的资料太少，脑子里空荡荡。
而父亲得脑软化病已经几年，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个人经历的细节了。
他在重病前没有写下任何自传性的资料，也没有日记。
其次，我长期从事自然科学技术工作，是一个十足的“文物盲”，更不用说对文博工作的历史、现状
、方针政策有什么了解和认识了。
再者，我当时工作担子也很重，缺乏为父亲写传的时间和精力。
这样，写传的事便搁置了下来，这一搁就是二十年。
直到2004年末，我开始计划在2009年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之前完成为父亲写传的夙愿。
正巧，《中国文物报》的钱冶先生与我住在同一个小区，他鼓励我写一些回忆父亲的文章投稿。
这样，我就以《记忆中的父亲——王冶秋》为题，把记忆中亲自听到、看到和读到的关于父亲的事和
人写成短文，在该报副刊上发表。
原本想写十几个单元，构成“传”的骨架，在此基础上最后充实成书，后因该报要求内容须与文物有
关，刊登了四篇便只好作罢，不过还是起到了热身的作用。
2005年初，我开始系统搜集资料和恶补以前读书的不足，并拜访了一些老人，如曾在冯玉祥将军处负
责“先生馆”生活的张鸿杰，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父亲在蜀光中学的学生李公天等；到书市去淘相
关的书籍，居然找到如《中国帮会史》《绘图青红帮演义》之类的书，解决了关于父亲拜青帮头子张
树声为师，参加青帮的细节问题；到北京市政协查找文史资料，到市委党校查找革命史资料，厘清了
父亲大革命时期及隐蔽战线活动的脉络。
在此期间，还阅读了几十本传记、回忆录和相关史料，并把父亲的作品和他写的简历、讲课提纲和阅
读笔记等，与相应时期的史料对照研读。
这样，父亲作为革命者、教员、作家和隐蔽战线一员的前半生经历，逐渐在脑海中丰满起来，我似乎
跟着他一起经历了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品尝了人生百味。
这时很自然地产生了写作冲动，便打算以“王冶秋与历史风云人物”为主题，分别写他与鲁迅、冯玉
祥、董必武、周恩来等历史人物的交往和关系，并在历史事件中展开，再采用“倒叙”和“时空变换 
”的手法，把父亲的一生展现出来。
于是先试写了《王冶秋与冯玉祥先生》，从父亲1940年初当冯先生的国文教员切入，引出冯先生为什
么会选择父亲作教员，由此“时宅变换”到三十多年前的东至县，父亲童年受到的教育，再“变换”
到北大听课，与在山西、山东等地的教学生涯⋯⋯洋洋洒洒写了两万多字。
写着、写着就感到心里没有了底，这样写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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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向姜德明先生请教。
姜先生很客气地对我说，还是以时间川页序，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写为好；并以文中的一些文字和
措辞为例，指出我写作中的毛病。
姜先生的这番话对我真如醍醐灌顶，顿时感到自己原先的想法和写作是多么幼稚可笑。
尽管如此，那篇文字还是起了“习作 ”的作用，由此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写了。
通过访问、阅读、请教与习作，《王冶秋传》的基本结构与基调开始形成，它由家世、前半生和后半
生三个部分构成：前半生，冶秋是一名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而出生入死的斗士：后半生，他是
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苦工”，是一头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文博事业而含辛茹苦的拉磨驴子，是奠基人
和开拓者。
这些基本东西确定后，接下来就是进一步收集资料和熟悉对我来说相当陌生的文博领域。
在这方面，文博界元老谢辰生先生给了我很多帮助。
首先，他建议我向单霁翔局长写信，争取在访问文物单位上给予方便。
单局长批示支持，具体由庆祝女士为我办了相关介绍信，并协助与访问单位接头，使我的采访取得事
半功倍的效果，这是要向他们表示感激的；其次，谢先生还为我推荐了到各地拜访的文物界前辈名单
。
于是，从2005年7月开始，我自己驾车先后访问了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文物机构与博
物馆，并拜访了一些老同志，看到和听到许多新鲜的东西，开始建立起“文博事业”的概念。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不仅是老同志，就连一些中年人，谈起家父仍怀有真诚的敬意，这给了我很大的
鼓舞。
在大同，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李治国所长一边带我参观，一边向我讲述家父随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
访问云冈石窟的细节，并向我提供了许多相关资料。
在河南，省文物局长陈爱兰专门安排了一个老同志座谈会，老同志们回忆了“两重两利”方针形成的
经过，以及到北京参加出土文物展览时经历和听到的生动故事。
他们还叮嘱我说：“你一定要把老局长的《传》写出来，这不仅是你们的家事，也是我们文博界的事
。
”这沉甸甸的话语，使我产生了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成为鞭策我坚持写下去的力量。
在山东、安徽、山西和江苏，同样得到文博部门的领导与工作人员的许多帮助，听到前所未闻的事情
，学到许多知识。
在南京，我拜访了原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先生，一位有很高文学素养的学者。
宋老有记日记的习惯，向我提供了50年代参加山东省博物馆陈列设计时的相关日记，还饶有兴趣地讲
述了因喜欢父亲的作品《青城山上》而引起的动人故事。
在这次长途采访过程中，我顺道访问了父亲任教过的烟台中学、大同三中和进山中学旧址。
我第二次到老家霍邱了解家世，得到堂兄王余久、外甥刘士洪的诸多帮助。
接着，我南渡长江，访问了爷爷王人鹏任过七年县长的东至县，在这里也得到当地文物部门的许多帮
助。
回到北京后，我相继拜访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教授，文博系统的老同志谢辰生、罗哲文、沈竹
、吕济民、彭卿云、金枫、万岗、叶淑穗、鲁秀芳、杨瑾、黄逖、吴铁梅、高和、陈大章等，以及参
加过古文献整理小组工作的李学勤、吴九龙、李均明教授。
这样，经过一年多的阅读、调研、访谈、请教和试写，《王冶秋传》的各个结构单元逐渐明晰并最后
确定下来。
自2006年5月开始动笔，其间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直写到12 月初完成。
写完后，我将书稿打印出来，又分别送给姜德明、谢辰生、金冲及、罗哲文、吴铁梅诸先生审阅。
他们不但给予鼓励，还指点需要改进的地方。
姜德明先生更是逐字逐句地通读全稿，纠正错误，令我十分感动。
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特别的谢意。
我还要向所有接受我访问、带我参观、向我提供资料以及所有关心这部传记的人们致以敬意，并衷心
感谢他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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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还要特别感谢的是：单霁翔先生在百忙中关心本书的出版并作序，金冲及先生专门抽出时间
为本书写了序，谢辰生先生本来答应为本书写序，因最近身体不适而力不从心，但他特别允许在本书
附录中，一是引用他在《回忆王冶秋》一书中写的《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代序)，二是首次公布他在1980年3月为王冶秋和国家文物局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写给胡耀邦的申述信。
他们对本书的这些关爱使本书大为增色，我想他们的根本用意，是要让文博系统中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的好传统薪火相传。
我还要感谢文物出版社的李克能副总编辑、责编窦旭耀先生以及其他相关同志，他们的努力使本书得
以顺利出版发行。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兄弟姐妹的支持，特别是兄长乇路、姐姐高子、妹妹王好及外甥李松，
他们除了提供保存的珍贵照片与资料外，还审读了本书各章节，提出许多很好的改进意见。
所以，这本书也是我们子女(图一六八)献给父母亲的一份祭奠，是我们献给父亲100周年诞辰纪念的一
片心意。
值得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的是，子女们现在都过着健康平静的生活，他们的后代正在茁壮成长(图一六
九-一七七)。
此外，还值得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他生前一直挂念的侄女王绿野一家也人丁兴旺，事业有成(图一
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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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冶秋传》主人公王冶秋是我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
，德才兼备，文武双全，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其前半生作为革命闯将，经历武装暴动和牢狱刑讯以及在隐蔽战线的八年统战和情报工作等等，都是
他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是他人生之旅的绚丽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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