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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穆之是我国新闻、宣传、文化界的老前辈，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宣传事业和人权研究工作的
主要开拓者之一。
他的著述丰富，七十年来不下千篇。
　　本书从收集到的300多篇文章，讲话中、精选出117篇，内容包括经历自述、论新闻工作、论对外
宣传、论文化艺术、论人权研究与人权对外斗争以及政论、杂文和诗歌、散文等。
　　本书可供广大读者特别是从事新闻、宣传、文化、外事工作的同志们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和
干部培训的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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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穆之，1916年12月生，江苏省江阴县人。
1936年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连任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
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5年，朱穆之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8226;九”抗日爱国民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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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参加实际斗争的一员（2001年12月7日）　19、刘伯承将军纵谈战局（1946年）第三部分　让世界了
解中国　20、对外、对台宣传是全党、全民任务，要全面、经常开展起来——在全国地方对外、对台
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2年7月4日）　21、边境宣传要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在全国边境
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84年4月9日）　22、对外宣传是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在华北地区
对外宣传工作协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6月22日）　23、建立系统的对外宣传工作，介绍中国良好形
象——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1月26日）　24、对外宣传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河北省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7年3月23日）　25、对台宣传工作要放得开——在
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1987年9月26日）　26、加强对外宣传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在全国宣传部长会
议上的讲话摘要（1988年1月23日）　27、研究台湾情况，做好对台宣传——在台情调研座谈会上的讲
话（1988年6月10日）　28、通过电视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在会见各地电视台台长和对外部
负责人时的讲话（1989年9月6日）　29、宣传好现实的中国是当前对外宣传工作最根本的要求——在
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0年10月30日）　30、有计划地做好外国记者工作——与外交
部新闻司、中国记协负责同志座谈时讲话要点（1990年11月24日）　31、有针对性地进行新闻发布工
作——在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座谈会上讲话摘要（1990年12月5日）　3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任务—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后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摘要（1991年6月13日）　33、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挂牌仪式上的讲话（1991年6月18日）　34、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中心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
义——在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6日）　35、系统介绍中国，及时批
驳谣言——在《中国》纪录电影系列片选题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7月25日）　36、通过旅游宣传中国
——在’92中国友好观光年对外宣传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11月22日）　37、大开放、大开发、大发
展，还要大宣传——在海南的讲话（1992年4月11日）　38、香港宣传工作改革的标准在于争取人心—
—在香港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92年5月27日）　39、对外宣传是应运而生而发展——同辽
宁的同志谈对外宣传（1992年7月27日-8月9日）　40、把经济建设摆在对外宣传的中心位置——同上
海同志的谈话（1993年2月1日）　41、对外宣传工作是朝阳工作，需要培养大批干部——在北京大学
“第三期对外宣传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93年3月3日）　42、对外宣传也要深化改革—
—在浙江几次谈话的摘要（1994年5月3日-16日）第四部分　人权研究和人权对外斗争　43、把人权的
旗帜掌握在我们手里——在人权问题对外宣传座谈会上的讲话（1991年3月28日）　44、《中国的人权
状况》白皮书前言（1991年11月1日）　45、《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前言（1992年9月22
日）　46、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来历——“西藏是一个充分行使权力的国家”吗？
（1991年3月30日）　47、达赖喇嘛的人权纪录（1991年5月15日）　48、关于西藏问题随记（2000
年-2002年）　49、答《纽约时报》记者问（1994年7月29日）　50、同西方国家的人权斗争是和平演变
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在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会暨人权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1994年12月20日）
　51、关于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与美国客人的谈话（1996年6月14日）　52、国际人权斗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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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研究——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全国理事会上的讲话（1996年11月25日）　53、充分认识人权斗争的
意义——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1997年4月29日）　54、和平、发展与人权——在挪
威诺贝尔学会发表的演讲（1997年6月10日）　55、中西人权分歧何在？
（1997年8月）　56、正确评价《世界人权宣言》。
——“在《世界人权宣言》与中国人权”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1997年12月1日）　57、为世界人权事
业作出更大贡献——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98年10月20日）　58、就我
国签署《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接受新闻单位联合采访（1998年10月8日）　59、对’89政治风波
和民主问题的看法——接受日本电视网北京支局采访纪要（1999年6月8日）　60、驳“人权高于主权
”（2000年2月25日）　61、摆事实、讲道理是取胜之道——在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二届全国理事会第一
次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5月29日）　62、追求所有人的美好目标：人权——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国
际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2000年12月16日）　63、为富不仁（2001年3月3日）　64、公道自在人心
（2001年4月）　65、关于民主的一些思索（2002年8月10日）　66、关于自由与民主（随记）（2003年
）　67、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权建设产生积极影响——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联
合召开的“东方文化与人权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2002年10月28日）　68、中国人民要的是怎样的
人权——在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2004年3月1日）　69、人权法制保障
要扶“贫”——在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法学会联合召开的“人权入宪与人权法制保障”理论研讨会
上的讲话（2004年12月23日）　70、深刻理解中国自己的人权观——《人权知识干部读本》序（2005
年11月）第五部分　文化艺术工作改革　71、如何对待文化体制改革——《改革才能开创文艺工作的
新局面》序（1989年1日）　72、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二次世界文
化政策大会上的发言（1982年7月）　73、发展民族歌剧（1982年10月）　74、改革，才能开创文艺工
作的新局面（1983年1月）　75、关于文艺队伍和精神生产问题——在电影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83年1月）　76、改革中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1983年4月）　77、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艺术（1983
年8月）　78、怎么看文化工作及文化体制改革（1983年8月9日）　79、关于开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
新局面（1983年11月）　80、锐意改革，开展城市群众文化工作（1984年12月）　81、关于创作自由—
—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出版局（社）长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摘要（1985年4月）　82、端正思想，探
讨改革（1985年4月）　83、陈云同志和文化工作——在曲艺家协会纪念陈云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
（2005年6月13日）第六部分　述作选录　84、全面准确地领会邓小平理论——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8月30日）　85、回顾20世纪80年代思想理论
战线上的斗争（2006年9月）　86、在党的十三大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部分答问（1987年10月24日、11
月1日）　87、八十党庆有感——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
）　88、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的谈话
（1991年9月30日）　89、坚持崇高理想，密切联系群众——纪念“一二·九”运动与青年同志座谈
（1995年12月-2005年12月）　90、发展有道（2005年）　91、建设和谐社会（2006年）　92、关于“文
革”后宣传工作的改革——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摘要（1980年7月7日）　93、关于宣传
现代化——会见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高级讲师安林的谈话（2005年11月24日）　94、关于文化和艺术
工作的随想（三则）（2005年）　95、关于精神污染和揭阴暗面（随记）（1990年5月）　96、中韩友
谊源远流长（1996年1月）　97、要从不利之中学会相处——与美国吉尔德·盖格能·豪义公司董事长
吉尔德的（1993年5月3日）　98、由祈雨想起（2003年6月10日）　99、骂煞和捧煞（1995年1月6日）
　100、美国正在玩火（1995年6月10日）第七部分　诗歌和散文　101、悼歌——献给一次矿难中六百
个死在矿底的工人（1934年）　102、我的灯笼（1934年）　103、黑夜（1935年）　104、吊反扫荡中
诸牺牲烈士（二首）（1942年夏）　105、吊左权副参谋长（1942年8月29日）　106、“五七”道上
（1972年春节于永济“五七”干校）　107、和袁宝华同志诗二首（1995年春、2005年春）　108、悼亡
友诗（五首）（1999年-2003年）　109、北戴河避暑（2000年8月）　110、八十党庆（二首）（2001年
“七一”前夕）　111、八十五有感打油（2001年12月25日）　112、无名战士（2004年6月19日）　113
、游朝鲜金刚山（1964年5月16日-18日）　114、启明星（1986年）　115、高楼遐想（1990年）　116、
三亚小花（1994年10月）　117、袁宝华同志《偷闲吟草》集序（2001年）附录　1、青少年时期的朱
穆之　2、朱穆之：从流亡到敌后抗日前线　3、增进了解和友谊之行——朱穆之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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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美国　4、朱穆之与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　5、交流、交锋、交友——记朱穆之率中国人权研究会
代表团访欧　6、新华社老社长朱穆之忆烽火岁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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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革命生涯　　我参加革命的历史（2001年3月13日）　　我参加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
的道路，和当年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没有多少特别的地方。
我出生于1916年，出生后，就是引发“五四运动”的日本代替德国占有山东特权、“五卅惨案”、“
五三济南惨案”等一连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件；就是连年不断的军阀之间、国共
之间的内战。
我跟随着家人在炮火中不断逃难，眼看着周围的人在极端贫困中挣扎和悲惨死去，自己的家也处于风
雨飘摇之中；在北伐时曾受到群众欢迎的国民党，天天杀受到穷人拥护的共产党，曾被打倒的土豪劣
绅又趾高气扬地回来了。
我在三十年代初到了北平，也就是北京。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东北，而且向华北步步进逼。
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强镇压要求抗日和进步的人。
我的一些同学也遭到逮捕，北平一片恐怖气氛。
中国面临亡国的惨祸，更没有个人和家庭的出路。
这种种的苦难和不平很自然引起我的不满、苦闷和反抗情绪。
　　当时党在北平的影响相当大。
由于思想情绪相近，很容易与进步同学（有的已是党员）接触。
书摊上的进步文艺书刊不少，传播革命理论，还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影片，揭露社会的黑暗，反对人对
人的压迫和剥削，有的还介绍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情况。
这些对我都起了重要影响，要求革命的思想逐步明确起来。
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下，眼看华北就要变色，压抑已久无限悲愤的北平青年学生终于
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我也一头投入到运动中去，并参加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同学们开会讨论和座谈时局，手挽手，高呼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口号，
高唱救亡的歌曲，上街游行宣传，和军警搏斗。
经过斗争的锻炼，受到党的教导，我的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积极拥护共产党，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
　　“七七事变”后，我和同学们流亡到南京。
这时南京遭到日寇的大轰炸，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陈同生同志根据党的指示，接办已散伙的南京《金
陵日报》，他邀我参加。
于是又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构限制宣传抗日和民主，展开一场斗争。
我们常常对被删去或要求改写的段落用改头换面或干脆“开天窗”的办法坚持自己的主张。
这又一次使我受到教育和锻炼。
我在“一二·九”运动中就有入党的要求。
有同学告我，根据你的表现，党自会找你，我就没有积极主动提出要求。
这时我深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坚决抗日，也才能使人民得到解放，更迫切希望加入党。
在南京，我提出了入党要求，但是南京很快将陷落，报社解散，没有达到我的愿望。
从南京流亡到武汉，我出于要到抗日战争第一线的激情，也希望经受战斗的考验能为党所吸收，我没
有留在大后方工作，而利用机会到了敌后的鲁西北，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
很快我参加了党，后来又参加了八路军。
从此我在党的领导下，走土了革命的大道。
　　一个人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客观环境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外，自然也有个人抉择的因素。
关键是只想到自己，还是首先想着国家，想着人民。
“一二·九”运动后期，我和一些同学面临毕业就是失业的前途。
有的人为了个人的出路，就投到了反动的国民党一边。
有一个人就是原来和我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相互比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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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向我坦白地说，他认为共产党15年内不可能成功，为了光宗耀祖，他等不及。
不想事实却是不到15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取得了胜利。
而这个人后来听说在国民党官场的相互倾轧中，没有爬上去就被踩倒了，落了个可耻下场。
在南京时，我不仅在报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民主的评论，还为当时被拘押的平津同学向各地发信呼
吁伸援。
这受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威胁，我没有屈服退却。
在流亡武汉途中，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许我中校级别要我参加这个军队。
我虽然处于穷困的流亡中，但我憎恶国民党的反动，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到了武汉后，我决心到危险的敌后去。
我毫不犹豫地作了像这样的一些选择。
　　我参加革命到现在已有六十多年了。
可以说，我的一生是在党的引导和培育下走过来的。
几十年来，经历了许多艰难和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事实更使我坚信，有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指导，坚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服一
切困难和挫折，把中国人民引向自由幸福的彼岸。
现在中国日益富强，人民生活得到根本改善，原来的革命目标在一个个不断实现，这可以告慰于所有
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
我非常庆幸我一生所选择的道路。
最大的遗憾是，我为党、为革命做的太少，还曾犯过不少错误，而已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弥补了。
但是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我就尽我的一丝余热。
　　就革命经历答党史征集办同志问（2002年）　　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派
工作人员访问了朱穆之，谈了他革命历程中一些事情。
他们整理成文后刊于《党史研究资料》上。
全文如下：　　征集办同志：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您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请您介绍一下“一二·九”运动发生的背
景。
　　朱穆之：我是1933年进北大的。
一进北大，校内就有斗争。
学生会内分几派，有许多团体，如世界语学会、1936研究会等等。
那时北大学生很活跃。
我经常和进步同学在一起，受他们影响比较大。
但我当时还不是党员，还是小孩子气，跟在他们后面嚷嚷就是了。
1934年，国民党宪兵三团到北平，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造成一片白色恐怖。
北大什么组织都没有了，什么活动都不能搞了，非常沉闷和压抑。
　　1935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还策动汉奸
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华北眼看又将沦亡。
对于北平学生来说，“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满腔怒火，再也压制不住了。
于是在中共北平市党组织的发动下，在12月9日，由许多学校学生参加的一场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爆发了
。
　　问：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大是怎样组织发动起来的？
学生发动起来后，国民党政府和学校当局有什么反应？
　　答：12月9日那天，北大同学事先不知道要游行示威，没有准备。
游行队伍到北大红楼前时，有人敲钟，一部分学生才冲出去参加了游行队伍。
我听到钟声出去时，队伍已经过去了。
游行队伍到了王府井大街，被军警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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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伤的北大同学回来在红楼后的操场上，向聚集的同学报告了游行和被打的经过，这更激起了同学
们的愤怒。
　　12月9日前，北大就已推举班代表，准备成立学生会。
游行的第二天，全校班代表大会在红楼的一个大教堂举行。
会议开始，大家推举韩天石主持，后来由我主持。
学生会正式组成。
随后又举行全校学生大会，决定无限期罢课。
　　对于学生发起抗日救亡运动，主张不抵抗主义的政府当然极力反对。
它召集各大学校长开会，要他们“劝导学生安心上课”。
至于学校当局，应该说他们也是反对日本侵略的，但是他们怕群众运动。
北大罢课后，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在红楼的一个教室召集学生会的一些人训话，要学生停
止罢课。
他说，华北的事情，有胡适（他讲到自己时，常常是作为第三者称胡适，而不说我）、蒋梦麟校长（
北大）、梅贻琦校长（清华），还有李蒸校长（师大）几个人“顶着”。
学生会没有听他那一套。
于是他又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学生大会，要大家停止罢课。
学生嘘他，他讲不下去。
但他认为多数学生不赞成罢课，提出对是否罢课进行表决。
结果，一边倒，都主张罢课。
他无奈地走了。
后来，蒋介石要各大学派代表去南京听训。
北大学生会发表通告，表示拒绝。
于是校方暗地指定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在去南京的途中跑了。
同学们知道后非常气愤，学生会开大会，决定把参加听训的二人驱逐出校，大家把他们在宿舍中的被
褥等东西都扔到了街上。
　　问：经过认真准备，12月16日，学生又行动起来了。
这次行动的大概情况怎样？
　　答：12月9日的游行，虽然参加的人数不太多，但这股怒火一经爆发，就震动了全市大中学校。
北平市学联决定，在12月16日举行全市大中学生的游行示威。
这次，北大做了充分准备，组织得很好，绝大部分的同学都参加了。
同学们冲破警察对各宿合的包围封锁，举着“北京大学”的大旗，走上了大街。
一路上吸引了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
队伍走到南长街南口，一群警察用高压水枪拦截。
我作为总领队，走在队伍最前面，首先冲了上去，和其他同学一起，把警察的水枪抢了过来。
那个警察完全没有料到，一时不知所措。
我们反过来向他喷射，他连蹦带跳地逃跑了。
冲过去的队伍在西长安街又遭到军警的镇压，一些同学负伤，有位同学的鼻子被砍成两半。
最后，全市各路游行队伍聚集到天桥，举行了大会。
北平学生接连两次的游行示威，如燎原之火，立即在全国引起了抗日救亡的熊熊大火。
　　问：抗日战争时期，您从事了什么工作？
　　答：1937年7月7日那天，我正在西山参加露营，学习打游击。
早晨听到炮声，大家立即回学校。
后来我参加了慰问抗日杀敌的29军和在北大三院成立伤兵收容站的活动。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我开始流亡，从此参加各项抗日工作。
　　战争环境，情况变化迅速，任务不断改变，工作也变动频繁。
概括来说，抗战时期，我主要从事三项工作：一是新闻工作；一是宣传工作；一是统战工作。
　　“七七”事变后，我流亡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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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经作家舒群介绍到我党领导的南京《金陵日报》工作。
这个报纸原是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办的。
南京被轰炸后，报馆的人都跑了。
刚出狱的陈侬非（同生，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利用与参军长同乡的关系来主持这个报纸。
那时就他一个人。
我去后又来了也是才出狱的何云（后任华北《新华日报》社长，1942年5月日寇大扫荡中牺牲），总共
就只三四个人。
我负责撰写社论和编副刊。
何云负责编报。
由于报纸宣传抗日，还介绍八路军作战情况，不断与国民党政府的舆论检查机关发生斗争。
社论一般在晚上送检查机关审查，半夜退回。
凡是被认为对国民党不利或主张不合的内容，即被删改。
我们就采取原意不变而换一个写法或干脆“开天窗”（即留下空白）来对付。
报纸受到读者欢迎，销路大增。
从此，新闻工作对我发生了极大吸引力。
话来，1938年我到敌后鲁西北时，还挂着全民通讯社和大众报社记者的名义。
1944年，太行《新华日报》全部人员脱产整风，我率北方局宣传部的几个同志替代报社工作。
那年发生大蝗灾，报纸以大量篇幅报道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灭蝗大战。
遮天蔽日的蝗虫，硬是被打得掉头转向。
　　1939年元旦，我到河北南官八路军129师，向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汇报国民党军石友三部情况
，被他们留下任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1943年，我任中共太行分局宣传部宣传科长。
没有两个月，太行分局撤消，我转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秘书。
这期间实际上没有做多少宣传工作。
我到北方局后就进行整风，我被选为北方局机关支部书记，全力投入整风。
后来又去脱产整风的太行《新华日报））社负责，还去华北新华书店帮助结束整风。
　　抗战时期，我大部分时问是做统战工作。
1937年南京将沦陷，《金陵日报》停刊，我和何云、陈沂等随上海进步演员组成的演剧队，从芜湖乘
民船溯江而上。
风不顺的时候，大家下船拉纤。
每到一个地方，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
我在演出前向观众发表演讲，宣传抗日。
到武汉后，我不想再在后方做一般救亡工作，非常希望到前线。
正好有北大同学约我去敌后，于是在1938年春，我们到了鲁西北聊城。
这里是国民党政府山东第六专员公署所在地。
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坚决主张抗日，在我党的影响下，没有像当时黄河以北的国民党官员一样逃过
黄河，而且在我党的帮助下，积极发展抗13武装，抗击日寇。
这里聚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青年，如张霖之、张郁光、齐燕铭、赵伊平等。
到聊城后，我即人了党。
随后我被派随国民党的一个骑兵团到津浦铁路沿线活动。
后又到在这一带的八路军津浦支队帮助办青年训练班。
　　当时黄河以北，日本侵略者只占领铁路沿线，广大农村地区大部分为八路军、抗13武装收复和
抗13政权所控制。
宁予日寇不予共产党、八路军的国民党政府，于是又来“收复失地”。
它派官员到临清重建山东第四专员公署。
显然是那些国民党的中高级官员都不敢到敌后这些地方，因此选派了一个赋闲的原西北军人来当专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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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下没有什么人。
他和范筑先同是西北军人，他要求得到范的帮助。
聊城党组织决定派我去临清专署任政治部副主任。
主任是专员的人，但是爱国进步。
我到临清不久，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到了临清。
我和当地的同志安排，请沈参加各群众团体举行的座谈会，在会上，发动大家对国民党政府不守土抗
敌而弃民逃跑进行责难。
这使得沈鸿烈非常狼狈。
他事后大怒，下令专员不得让我任职。
专员无奈，给了我一个专署秘书的空名义。
这时，专员急于发展自己的队伍，与范筑先的部队发生尖锐矛盾。
我对此不满，而又无能为力。
于是就给专员写了个“呈请撤职”的呈文，挂冠而去。
　　我回到聊城。
这时，范筑先因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对他加以种种压制非常不满。
在我党的推动下，他决定派我作为他的代表，去鲁南争取石友三联合推翻沈鸿烈。
但是我到达鲁南后，石友三在接待我时告诉我，范筑先已在聊城作战牺牲。
我只得暂时留在石部。
　　石友三原是失意旧军阀。
抗战开始，他打起抗日旗号，得到我党协助，发展队伍，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
在石部，有我党一大批党员，如张友渔、匡亚明等。
这时，蒋介石命令石部南下，参加徐州保卫战。
石友三到了费城一带，即逗留不进，要挟蒋介石同意扩充为三个军。
蒋介石深知旧军阀的弱点，很容易使这些军阀落人他的圈套。
于是，蒋介石委任石友三为察哈尔省主席，命他北上就任。
蒋介石这一手很明显是一箭双雕，既招安石友三，又利用他北上与八路军搞摩擦，使两败俱伤。
经不住利诱的石友三欣然入套，他决定受命北上。
于是我随同石部回到鲁西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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