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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1年5月是先父叶以群百年诞辰，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间并不长，45年前他受诬陷迫害，
含冤去世于“文革”之初，当时他才55岁。
回望他并不长的人生，有些岁月他是可以引以为傲的，一些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刻他经历了、奉献了，
并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圆满地完成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任务。
　　在父亲叶以群百年诞辰即将来到的日子里，我反复端详着父亲留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从年
轻时告别安徽老家，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远赴日本留学；到壮年时与郭沫若以及其他文坛战友笔耕于
重庆山城；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与家人的合影⋯⋯我难忘他年轻时目光中的壮志飞扬，无惧无畏
；难忘他壮年时脸上与疲惫交织在一起的舒畅笑容；更难忘他晚年的沉默寡言，和神态中隐藏的忧虑
⋯⋯纵观父亲的文学生涯，在所经历的各个时期，他与同时代的文坛巨擘们都曾有过十分紧密的合作
。
在抗日和国共内战时期，他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领导下，历尽艰险，掩护郭沫若、茅盾撤退转移；在重
庆与老舍共同主持“文协”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香港执行潘汉年的指示，送往迎来四百多
位著名人士，最后将他们安全送往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和于伶并肩打造新中国上海的电影事业；稍后，他又接受周扬的委托主编高
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最终这本教材走进大学课堂，曾经滋养了无数文学人；也难忘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他辅佐巴金先生主编《收获》和《上海文学》杂志，在时风时雨的文坛上如履薄冰，殚思
极虑，尽己所力，创建文学品牌，培养年轻一代⋯⋯想起这些我终于觉得，父亲的生命不长，可是他
活着时极尽了精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脉传承的践行者>>

内容概要

今年是叶以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在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下，叶以群之子叶周编撰
了一本纪念集《文脉传承的践行者》。
回顾父亲叶以群并不长的人生，他在所经历的不同的历史时期。

这本《文脉传承的践行者(叶以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收入的文章，有大部分是叶以群的同时代人
的文字，其中有周扬、陈荒煤、于伶、刘白羽、周而复等等，他们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生动
的历史环境，和在那个环境中他们与叶以群的共同执著、奋斗。
如今，叶以群和他的同时代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
常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文学财富、崇高的人格品质。
他们即便在极其艰难的历史岁月中，不论是忍饥挨饿，或是经受着精神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
，可是他们仍然矢志不移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矢志不移地追寻着对文学
的探索。

这是父辈们留给今天这个世界永远不朽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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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是一个怪物，它时真时假，有时又真假掺杂；历史是一个弱者，谁的势力大，谁就能任意地
涂抹它，肆意地篡改它；历史又时常被扮成一个娼妓的角色，随人笑，随人哭。
历史有自己的性格吗？
有自己的定见吗？
何以它常常和弱者开玩笑，和善者捉迷藏？
叶以群的路走到了一九五五年，出现了一个坎，一个大坎。
说这是一个大坎，是因为富于应变各种情况的他，不知如何过这个坎。
事情始由他一位尊敬的上级的命运突变上。
　　三月的某一天，潘汉年副市长应中共中央的召唤，匆匆地飞往北京，通知说是请他作为中共华东
区的代表赴京参加全国党代会。
此次一去，潘汉年就再也没能回来。
后来的传说是，在会议期间他被公安部宣布作为内奸、特务逮捕关押。
　　当时，上海暂时还不知道这样的情况。
潘汉年走后不久，以群的第一个儿子过生日，原先说好的，一定要请孩子的干妈潘汉年的夫人董慧吃
饭。
可是这天家宴都已准备好了，就是迟迟不见董慧光临。
以群在妻子焦急的催促下，往潘府打了电话。
　　打完电话，以群神色黯然地回到餐厅里，他告诉刘素明，接电话的是潘府的警卫，说董慧也已离
沪去了北京。
“她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
”以群百思不得其解。
他料想不到这就是他和潘汉年、董慧的永诀，从此往后，谁都不可能再见到他们尊敬的、平易近人的
潘副市长和待人和蔼、温厚的董慧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以群接到市委通知，前去参加了一个小型会议。
在会上他看到面色清癯、仍在住院的于伶也应召前来，便悟出了会议的不同寻常。
主持会议的人郑重宣布：潘汉年是“内奸”，已于四月三日被中央批准逮捕接受审查！
到会者必须严守秘密。
并且，限在两天之内，每个到会者必须写出揭发检举材料，越具体，越详细，越快越好！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以群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华东医院南楼于伶的病房。
平日来客不断，充满着欢声笑语的于伶病房如今显得异常的清寂，此中原因只有于伶和以群心里明白
。
　　于伶给以群让座，以群便闷头坐着，两人相对无言，让寂静陪伴着他们。
良久，以群抬起了头，呆呆地望着于伶，于伶也望着以群，可是依然是相对无言。
　　两个小时就在相对默坐中过去了。
一位护士推门进来送饭，她放下东西迈着急促地碎步逃跑般地奔出了病房，她无法忍受幽暗的病房里
的压抑气氛。
　　“你吃饭吧。
”以群站起身要走，他的目光正好落在病床上的小几上一叠厚厚的稿纸上，他知道被沉疴缠身的于伶
，仍然每天在写着沉重的检查。
“你保重！
”以群留下极简短的三个字走了。
　　以群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上影厂，这个由于伶和他及几位副厂长在凌乱纷杂的矛盾头绪中梳
理清楚，在一片无秩序状态中扶植起来的新中国第一大电影基地。
当全厂上下，甚至是与以群最亲近的工作同志都还在猜测：于伶和以群出了什么事时。
于伶和以群已经接到张春桥宣布的市委决定：撤销于伶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职务、叶以群的副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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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作为潘汉年的同奸同伙的嫌疑，他们被勒令接受审查。
　　审查，审查，无尽无期的审查！
五四年审干时不是都审查过了么？
可是这回不同，这回你是国民党潜伏的大特务潘汉年的同伙！
以群只是这样安慰自己。
可是同时又叫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潘汉年这样一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
何以一夜之间成了潜伏的特务，并且有人说：他常常在自己那辆行驰的汽车上向敌人总部发报；解放
初期国民党飞机空袭上海就是他策划的⋯⋯真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四十四岁正当壮年的以群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天天枯坐在寓所的书房里回忆往事，回忆与潘汉年的
交往，回忆自己的历史⋯⋯与潘汉年的交往有案可查，历史不长，活人犹在。
他们意在纠缠我的历史，我坐过国民党的牢。
　　以群推开桌上摊开的稿纸，离开书桌在屋里踱步，强迫自己去回忆那段噩梦般的历史，是他十分
不愿意的。
中国人似乎存在着一种偏见，被捕即意味着叛变，没有变节何以能活着出狱？
似乎成了某些人惯用的口吻。
　　从现代看，哪一个被捕者出狱后能不遭受冷眼和无端的防范？
从近几年看，多少志愿军战士在朝鲜英勇拼杀屡立战功，就因为做了战俘，回国后被无端诬陷为特务
、叛徒。
这样的现实以群身受过，也早有耳闻，可是偏偏他也属于被捕者的行列，这是令他万分痛苦的。
有战争就会有战俘，有角逐就会有囚徒。
这样的道理似乎中国人不能理解。
中国的官不能理解。
　　以群站在窗前，平视着漆黑的遥远的天空，似乎要从天幕上追忆自己二十年前的记忆。
他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己的手腕，手腕上至今仍留着坐牢时戴手拷的痕迹。
　　一九三四年，二十三岁的以群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这年的夏天异常的炎热。
本已使人烦躁不安，一天以群又突然从报上读到一条消息，几乎使他年轻的生命窒息过去。
　　一位以群非常熟悉的“左联”盟员被捕后在报上发表宣言，说是叶以群介绍他加入了“左联”，
公开了以群的正式身份。
报上的宣言给以群的社会活动造成极度的不便。
可是不几天，这位盟员又散布了谣言，说叶以群已经变节自首。
与以群联系的上级组织听到这则消息，立即断绝了与他的联系，而只是派一个人偶然地与他接触一下
。
就此，以群的工作没了着落，生活来源和活动经费倾刻断绝。
他陷入了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困境。
但是为了保持与下层组织的联系，以群必须去借钱。
　　一天，他叩开了四川北路上鲁迅寓所的门，他想请鲁迅先生代他转一下关系，使之与组织接上头
，并且想向先生借些钱。
　　记得那天鲁迅坐在书房里半旧的圆椅上，一面吸着烟，一面不停地对以群讲着和他关涉的一些文
人的故事。
　　说到自己常常被人骂的事，鲁迅说：“被骂，我是不怕的；只要骂得有道理，我一定心服。
然而，总以骂得无道理的居多，譬如现在常常有人骂我是‘讽刺家’，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什么‘讽刺
’，倒都是老老实实的真话。
平常应酬场中，问到别人的姓名籍贯，总是‘贵姓大名’，‘府上哪里’；你说了姓名，别人不管有
没有听见过，总是‘久仰久仰’，你的出生地不管是怎样冷僻的乡村角落，人家总是大地方大地方，
大家都认为老实话，其实这明明是：‘讽刺’。
真的‘讽刺’，不称‘讽刺’，于是老实话反变成‘讽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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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毫无倦意地滔滔说着，每一段话都像一篇经过深思的文章，但在他说来，却又是毫不费思索的
。
　　可是以群没有心思去听鲁迅的妙言，他把自己面临的困境坦率地告诉了鲁迅。
　　鲁迅立刻说：“我这里只有十块钱，你先拿去用一下，我现在也刚刚弄得没有钱，迟两天，可以
再想些办法。
”“十块钱已经很够了。
”其实以群最多也只希望借到十块钱，可是一听鲁迅自己的窘迫状况，以群又迟疑了，“先生，您自
己呢？
”“我不要紧，我不要紧。
”鲁迅坚决地说。
　　以群拿了钱就要走，鲁迅又叫住他，“送本书给你，很可以看看。
”他说着，一面解开一个包袱，拿出一本用日本式的黄色硬纸套装帧的书，书脊上印着三个红字——
《引玉集》。
　　以群接过书，打开翻了一翻就想走。
鲁迅又急忙把书拿过去，整整齐齐地包好，套上橡皮筋才重新交给以群。
　　以群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暂渡难关。
可是不几日后，在北四川路上，他与夫人梁文若在与“上海反帝大同盟”干事碰头时，三人同时被捕
。
　　以群被关押狱中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在杭州开店的父亲那儿。
父亲便准备了钱物四处托人去通关系，保释以群。
父亲找到了以群的堂兄叶元龙（解放后是上海财经学院的教授），当时他是国民政府江苏省教育厅的
厅长，通过他出面，以群被关押了半年多后，终获保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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