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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齐燕铭同志的名字，我是上世纪40年代开始知道的。
1943年，延安上演过一出京剧《逼上梁山》，演出很轰动，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剧本是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杨绍萱写的，编剧与导演就是齐燕铭。
毛泽东特地致信杨、齐，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
高度评价：“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
我那时在延安，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熟悉他本人。
　　同燕铭同志熟识，是建国以后了。
5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曾经两度共事。
1956年国务院设立专家局，他兼任局长（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
我兼任副局长之一（我的主要工作在中宣部科学处）。
1975年国家计委设立经济研究所，我兼任所长（我的主要工作在国务院政研室），他是这个所的顾问
之一。
关于这两段共事，我写过一篇回忆，收入了我的《朋友和朋友们的书》里，这里不再赘述。
　　我的印象中，燕铭同志是一位儒雅、善良、有些书生气的共产党人。
我知道他早年就读中国大学，颇受吴承仕教授影响和栽培，毕业后在多所大学包括母校中国大学任教
。
除了国学造诣，燕铭同志还多才多艺，善诗词歌赋、金石书画，而且对京剧一直有兴趣并有研究。
这样的人，党内实在不太多。
他多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在城工部、统战部、国务院都是总理得力可靠的助手。
60年代后，总理派他到文化部，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这是专门同知识分子、同文化人打交道
的工作。
分配燕铭同志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是用其所长。
他不仅文化素养和思想水平高，思维缜密，考虑周到，办事细致，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知识分子
，同文化界、知识界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与之有良好的沟通。
　　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手，燕铭同志席不暇暖，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很得周恩来
赏识；作为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他对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和可贵贡献。
可是他后来的遭遇，却令人痛惜。
1963、1964年，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严厉批评当时的文艺界，说“各种艺术形式—
—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
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文化部被戴上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样的帽子。
燕铭同志因此受到严厉批判，被免职外放；“文革”一来，更是历经磨难，身陷囹圄，备遭摧残。
直到1974年，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燕铭同志才被“解除监护”。
粉碎“四人帮”以后，燕铭同志担任了全国政协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正当他倾心竭力、重新施展才能时，疾病却夺去了他的生命，其时，“文革”结束刚两年，十一届三
中全会还没召开。
他走得太早了！
想起这些，就唏嘘不已。
　　燕铭同志一生中的一“誉”一“毁”，很有些耐人寻味。
一“誉”：一封信函，备加赞赏；一“毁”：两个批示，极尽指责。
历史证明，那“誉”至今经受了考验，那“毁”却是根本错误的。
“文革”后，燕铭同志恢复了名誉；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化工作也有了新的评价：建国十七年的文化
工作包括燕铭同志主持文化部时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两个批示背离了实际，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
的一系列错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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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铭同志平反了，但他多年的遭遇却令人沉思。
在曲折复杂的政治生活中，燕铭同志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科学工作的党内干部，心理可能十分复杂
：一方面，他们自觉遵循中央高层的决策，“紧跟”最高领导人的部署；另一方面，他们心底又有许
多困惑、许多痛苦。
良知使得他们把知识分子当成朋友，“指示”又迫使他们不能不把知识分子作为斗争对象。
政策“宽松”时，他们尽其所能缓和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尽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政策收紧时，他
们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哪一天自己的一切努力又将被政治运动吞没。
造成他以及许多类似于他那样的个人遭遇，是我们党的历史悲剧。
几十年里，在文化方针路线方面、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我们党有太多的深刻教训。
　　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的观念和政策发生了大问题，可以说是走向了严重的误区。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应该如何确定？
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
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
级中的一部分。
这个决定还特别指出，高级职员，如工程师、教授、专家，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也就是说，
把他们也划入了工人阶级范畴。
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无疑应代表中央高层集体的共识。
　　然而，50年代初，党确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叫“团结、教育、改造”。
这个政策蕴含的意思，就是认为知识分子还没有确立工人阶级立场，思想上还属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
阶级，还要通过“改造”来转变立场。
既然没有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知识分子是否还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呢？
问题又变得模糊和暧昧了。
事实上，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三反”、批判《红楼梦
》研究、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集团和内部肃反等等，几乎无一不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对象，很
难说把他们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年初，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明确肯定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
级的一部分”。
那次会议，我参与了一些筹备工作。
会后，中央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根据周恩来报告的意思，也肯定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
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这个指示稿的起草，我也参与了。
　　这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
但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还是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些人出身工农家庭，世界观基本上也是资产阶级的，
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划在一起。
确定反右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进行。
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断定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被打
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总之，知识分子是被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
这个观点被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成了党关于知识分子属性问题的“法定”结论。
　　60年代初，实行经济调整的同时，政治和社会关系也进行了调整。
1962年3月召开有名的广州会议（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会上周恩来、陈毅宣布为知
识分了“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桂冠。
我参加了科技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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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讲话前，专门约集聂帅、陶铸、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和我等入座谈，讨论这个问题。
我记得总理还问我：干光远，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
我也表示赞成。
回到北京，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上作报告，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
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围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
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予。
”“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周恩来的报告经过了中央政冶局讨论，是中央作出的正式结论。
这个结论，当然是对八大二次会议结论的重大修改。
　　然而，党内对周恩来作出的这个论断有分歧，有些人不赞成对知识分子属性的这个判定。
几个月后，在北戴河丌会，讲到摘掉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再度紧张。
北戴河会议再次强调阶级斗争，随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接踵而至，批昆剧《李慧娘》
，批“有鬼无害”论，批“合二而一”，批孙冶方的经济思想，批翦伯赞的史学观点，直到批《海瑞
罢官》；认为有一条文艺黑线，建国十七年来“一直专我们的政”；教育领域，则被说成是“资产阶
级统治了我们的学校”。
燕铭同志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横遭批判的。
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是陷于灭顶之灾，被侮辱成“臭老九”，排列于地富反坏右之后
。
　　纵观从建国到“文革”的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从来是“灰头土脸”。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他们阶级属性判定上的严重错误，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皮毛论”，即所谓“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长期以来，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毛”，它只能依附于某个阶级的“皮”。
依附和依赖于统治阶级而生存。
今天来总结历史的教训，我觉得，认识知识分子问题，必须突破“皮毛论”这个框框。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独立的社会主体，而且是代表社会最为先进的力量，也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中
坚。
任何社会、任何政党、任何政府，如果不是依靠（绝非仅仅是“团结”）知识分子，而视知识分子为
敌人、为“异己”，那只能是对历史的反动，其结果只会被前进的人类社会所抛弃。
　　《我的父亲齐燕铭》就要出版了。
它的出版，对读者了解燕铭同志的生平、业绩、思想和人格，无疑会有所帮助。
前些年，他的女儿齐翔延告诉我编这本书的事，我答应作序。
今年是燕铭同志去世三十周年，现在书稿即将付梓，我写下这些活，既是兑现我的“承诺”，更是表
达我对他的纪念。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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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齐燕铭(1907-1978)，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是党内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自四十年代起，他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勤奋，忘我工作，鞠躬尽瘁，长期担任政务院、
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还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全国政协机关党组
书记，文化部党组书记等职务，为国家政府建设、统战工作、文化工作和全国政协的筹备和召开等等
，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齐燕铭同志学识深厚、才华横溢，诗文、书法、篆刻均齐名家之列。
本书史料丰富，内容详实，对于了解当年历史情况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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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一、自由温暖的家庭(1907-1919)
二、活跃的青年时代(1919-1923)
三、中国大学——走上革命之路的摇篮(1924-1930)
  (一)有革命传统的大学
  (二)老师、战友一吴承仕
  (三)创办学术刊物
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1-1937)
  (一)抗日救亡运动
  (二)党的特别小组
五、奔赴抗日前线(1937-1940)
  (一)离家走向抗日前线
  (二)政训班和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三)从重庆到延安
六、革命圣地延安(1940-1946)
  (一)延安岁月
  (二)《逼上梁山》与《三打祝家庄》——琼剧改革的先河
  (三)延安整风审干
七、国共和谈——重庆、南京、北平(1945-1949)
  (一)重庆谈判
  (二)南京谈判
  (三)最后一次国共和谈
八、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948-1949)
  (一)中共中央城工部，被派往北平筹备新政协
  (二)筹备和出席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九、新中国的政权建设(1949-1960)
  (一)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建设的开拓者
  (二)政权建设中的统战工作
    1．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统战小组
    2．国务院建文史馆、参事室
    3．经手处理统战工作的几个实例
    4．与民主人士结下深厚友谊
  (三)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主要奠基人
  (四)在国务院期间参与的几件事
    1．总理办公室的工作
    2．宪法起草工作
    3．人民群众信访工作
    4．怀仁堂改建与政协礼堂的建设
    5．国庆十大工程的建设
十、中国专家局——知识分子之家(1956-1958)
  (一)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依据
  (二)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成立中国专家局
十一、文化部一最热爱、最倾心的事业(1960-1965)
  (一)保护文物
  (二)古籍保护整理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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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戏曲
  (四)文艺路线、文化部整风
十二、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不该发生的故事(1965-1974)
  (一)大革文化命的风暴席卷全国
  (二)应从冤假错案中反思什么
十三、“解除监护”，立志研究新中国经济史(1975-1978)
  (一)解除监护
  (二)立志研究新中国经济史
十四、文革后的第一届政协会(1978)
  (一)五届政协——“文革”后第一次聚会
  (二)政协工作的恢复
十五、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与兴趣
  (一)诗词
  (二)金石
  (三)书法
  (四)收藏
结束语
附录一：逝世与追悼会
附录二：齐燕铭生平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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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活跃的青年时代　　1919-1923　　齐燕铭小学是在家里学的，自己读许多书，自学的能力很
强。
但他比较偏重文史类。
从中学第二年开始，他就对课外的东西兴趣很浓。
他刻图章，写篆字，作旧诗，看小说和杂志，读《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研究新文学，迷恋沈
雁冰、郭沫若、冰心的作品。
《晨报副刊》更是齐燕铭最喜欢的读物，从1920年至1926年，每期从不间断，而且都整整齐齐装订成
册。
其父也十分喜爱购买新书和杂志。
如《新青年》、《改造》、《向导》，等等。
父子互相传看和交流，都非常感兴趣，思想非常活跃。
文化思想问题常常成为家庭谈话的中心。
齐燕铭对“五四”以来各种新潮的思想都十分关注，什么德先生、赛先生，各种丰义装满了脑子。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许多书，他也去读。
其实是一知半解。
同时，北京大学、师范大学许多名人的演讲，年仅十三四岁的齐燕铭也常常去听。
他还标点古书，作白话文，学照相，练习演话剧等，整日过着紧张忙碌的生活。
这时他认识了一位罗庸先生（北京大学的教授）。
在学问方面，罗先生对齐燕铭有很大帮助。
另外，中学时期还有几位要好的年青朋友，如潘伯鹰、贺孔才、屠仲方。
他们常在一起讨论学问，谈论人生，并共同研习书法。
中学三年级时还一起参加示威请愿和游行，赶走了一个腐败的老校长，最终取得胜利，拍通电，写传
单，感觉非常得意。
　　总之，中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没有受过任何压力和遇到什么困难，似乎一帆风顺。
但是，到了考大学时却碰了壁。
因多年在家自己学习，偏重文科，虽然读了大量课外书，但对数学、物理、外文等比较忽视。
大家公认他是家中最聪明又勤奋好学的，而升学竞成了问题。
小学、中学都在正规学堂就读的弟弟们都考上了清华、北大、燕京等一流学校，而齐燕铭经过补习数
学、英语才考上了私立的大学——中国大学。
这对齐燕铭是很大的刺激。
进入大学后，他一下变成了埋头用功专心于自己学业的好学生。
很快他就成了老师吴承仕的得意门生，一心钻研自己的功课，整天钻在图书馆，对有关的参考书一本
也不放过。
　　三、中国大学——走上革命之路的摇篮　　1924-1930　　（一）有革命传统的大学　　中国大学
成立于1912年，是孙中山先生为培养建国人才而创建的，刨建之初，由宋教仁、黄兴先后出任校长。
中国大学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大学。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大学就有人参加北平共产主义小组。
早在大革命时期（1920年10月），中国大学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并领导了有组织的
革命活动。
此后，中国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者。
在五四运动、一二九参动和以后一系列抗日爱国救亡的革命活动中，中国大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
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坚。
它也是革命力量成长的摇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大学涌现出大批坚定的革命者，如李达、段君毅、崔月
犁、杨易辰、任仲夷、杨秀峰、张致祥、吴承仕、黄松龄、张友渔、曹靖华、孙席珍、浦洁修、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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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等等，他们都出自这所学校。
　　（二）老师、战友——吴承仕　　齐燕铭1924年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时年17岁。
读了两年页科后转入本科。
1926年，齐燕铭结识了吴承仕先生（章太炎的大弟子，经学权威），开始用功地钻研古书，立志以朴
学为终身之业；大学二年级时即计划写两本书：《经学史》和《史记集注》，于是便整日与线装书为
伴。
他的同学张致祥说：“他很用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他是吴承仕先生的高足。
”也就在这一年，齐燕铭与同班同学冯慧德相遇。
冯慧德，江苏无锡人，幼年父母双亡，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只身来到北平上大学。
她热情、大方、勤奋好学，与齐燕铭经过长期相处，相互有了深刻的了解，开始恋爱。
但他们的恋爱经过四五年，班上同学、老师竞无人察觉。
他们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分析文章并相互赠诗，相互鼓励，立志将来要成就一番事业。
通过探讨人生、探讨学问，他们认定对方就是自己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
1930年6月大学毕业后，他们结婚了。
　　1928年，这一年家中发生变故，祖母去世，叔父失业，家庭经济发生困难。
齐燕铭便寻找家教的工作，以便贴补家用。
从1929年秋开始，齐燕铭到巾学仟教，先在市立第一女中，1930年在私立大同中学、1931年又到保定
省立第六中学教书，有时同时教几所学校。
这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学潮此起彼伏，使齐燕铭受到很大震动。
当时保定的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得很活跃，使他的思想很受启发。
他努力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翻译著作，希望能解答现实牛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同时他也受到革命
形势的推动和鼓舞。
　　1933年暑假他从保定回到北平之后，经常与吴承仕老师交谈时局问题，把自己在保定的感受告诉
老师。
鉴于“九一八”以后的形势，日寇侵略中国，国民党腐败、不抵抗，他认为光搞学问不管政治不行，
要学生死读书也不行了。
他还向老师介绍、推荐一些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籍。
如：《史的唯物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围家的起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胡愈之的
《莫斯科印象记》等。
吴先生开始阅读这些书，并被书所吸引。
炅先生是严肃冶学的人，一旦钻进去，发现了真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认定只有科学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
齐燕铭的心与炅老师想到了一处，这使他们成为忘年交。
最终，他们共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们开始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治学和研究历史。
齐燕铭这时写的《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学史》，就体现了他用新的观点来治学的努力。
　　（三）创办学术刊物　　他们共同创办的学术刊物《文史》，于1934年4月问世。
创刊号由齐燕铭、孙席珍共同编辑，出版后分别寄赠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并请他们写稿
。
不久，鲁迅就署名唐俟写了《儒术》一文，发表在6月份的第二期上（见鲁迅《且介亭杂文》）。
通过来稿，他们结识志同道合的人。
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陈伯达、谭丕模都经常为《文史》写稿，后来都成为朋友、同志。
这时，每当学运军警就关城门，清华因在城外，学生进城常常受阻，使中国大学自然成为当时的学运
中心。
齐燕铭与吴老师、张致祥他们商量，要把进步学生吸引到中国大学来。
他们采用的办法首先是出好大学招考的试题，通过作文了解学生的政治思想，思想好的给以高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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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容易被录取。
因全校入学考生的国文考卷都由他们几人判卷，他们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
此后他们每周都在一起讨论时局问题和救亡运动，不仅在中国大学也在文教界开展工作，与社会取得
广泛联系。
除在中国大学、中法大学、民国大学和东北大学教书外，齐燕铭的社会活动也非常多，带学生外出开
会，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对社会开展宣传活动。
1979年3月张致祥同志回忆说：“《文史））、《盍旦》杂志的出版，从设计封面到跑印刷厂，以及找
书摊代销刊物等事务工作，都是燕铭一个人干的。
”　　“一二九”运动时，齐燕铭和吴承仕老师都一起站到青年的行列中，投入伟大的革命潮流。
这一时期，他从学习革命理论进而参加革命行动。
可以说，中国大学是齐燕铭走上革命道路的摇篮。
同时，他在这几年里，熟读了经史子集和许多历史与文学的经典著作，在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为以后做好革命工作熟练地掌握了工具和武器。
他深深热爱自己的母校，以后也经常怀念她。
　　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1-1937　　（一）抗日救亡运动　　从童年开始，齐燕铭已经耳闻
官场的腐败，所以中学时代他就立志决不做官，而选择了教书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但到中学教书后，他才发现，学校也并非一块与世隔绝的净土，教育界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干净清廉
。
那时的教育往往是欺骗青年，不少的教员根本就是混饭吃。
齐燕铭思想里产生了许多疑问。
同时，齐燕铭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引起他深入的思考。
回到北平后，他经常与早已成为莫逆之交的吴承仕老师促膝长谈，表示今后要多关心社会问题、研究
社会问题。
此后，他们几位，包括吴承仕、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陈伯达，每周总要有两三个晚上长谈，讨
论时局，研究办刊物和社会活动计划等。
他们办的《文史》（文史哲类理论刊物）由于内容进步，引起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的注意，出了四期
即被迫停刊。
十是他们考虑把以学术为主要内容的刊物，改为紧密联系时局、以杂文为主的刊物。
这以后，由吴老师出资，又创办了《盍旦》月刊。
“盍旦”一词出自《札记坊记》，是“夜鸣求旦之鸟”，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心情。
该刊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发表短篇政论性杂文，针砭时弊，评论国是，十分尖锐。
由齐燕铭和张致祥主编，每期印1600-2000份，影响很人。
刊物中的一些文章触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一年后被迫停刊。
　　（二）党的特别小组　　1935年，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和炅承仕他们曾经正式的陈伯达提出
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经过组织（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批准，包括吴老师、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在
内，几位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党的特别小组，直接由陈伯达负责与中共北方局发生联系。
他们可以阅读《红旗》等党内文件。
此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积极频繁。
为系里聘请进步教师，开设哲学、俄罗斯文学等课程。
配合中国大学学生运动驱逐亲日派校长和教务长。
他们针对何其巩想当校长，同他谈判，要求他保证不镇压学运，给学运以合法地位和活动条件。
此后经过多方努力交涉，逐步使中大的学生运动得到校方特别的宽容和照顾，给予救亡运动很大的方
便。
后来学联和民先队部就设在中大，中大遂成为学运的中心。
齐燕铭他们除办刊物、写文章外，又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文化界救亡运动、北平文化劳动者协会，努
力扩大在文化教育界的影响。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父亲齐燕铭>>

《盍旦》被迫停刊之后，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与中大教授黄松龄、张友渔合作办《时代文化》（中型
政治思想文化综合刊物）。
出了五期后，为了扩人范围，又将《时代文化》更名为《文化动向》，作为平津文化界的中心刊物。
同时，党组织通过陈伯达提出“新启蒙运动”的口号，由张中府等发起成立“启蒙学会”。
这些活动齐燕铭都积极参加。
11月22日，齐燕铭、孙席珍、曹靖华、张致祥等89人住《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宣言》上签名，要求作家
们联合起来，为“争取作家的切身利益的保障，言论出版的自由”，争民主，争自由。
“七七事变”以后，形势日趋紧张，北平民众团体组织华北各界牧国会，组织救护队、交通队，还分
发各种各样的宣传品，出版《情报》等，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特别小组的同志们全身心地投入列抗
日救亡运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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