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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
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
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可谓群贤毕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
图南、吴晗、费孝通⋯⋯这些民盟前辈精英们纵横捭阖、开阔放达，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
责任“奔走国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将
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
主同盟，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
的人生轨迹。
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
与民族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盛世的今天，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出版了《民盟历史人
物》和《民盟历史文献》丛书，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
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
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民盟历史人物》与《民盟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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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盟历史人物：闻一多》是闻一多先生的传记，文笔生动，图文并茂。
　　《民盟历史人物：闻一多》展现了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一面的闻一多。
闻一多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无私无畏，面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也绝不屈服；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喜怒哀
乐和七情六欲。
本书有助于读者更全面、深入认识和了解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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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滚滚长江奔流不息，越过九省通衢武汉，穿过苏东坡挥毫“大江东去”的黄州赤壁，便进入浠水县境
内。
    浠水古称蕲水，一条源于大别山的巴水，把黄州与浠水隔为两县。
巴水汇入长江，入口处是樯帆林立的巴河古镇。
离镇十多里有个烟波浩淼的望天湖。
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未时，湖边一幢瓦屋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
闻一多。
    闻一多原名亦多，族名家骅，字益善，号友山，友三。
和许多旧式读书人家一样，他的名与字号也出自治世经典的《论语》，《季氏篇》云：“益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
父母对这个新生儿寄托了光宗耀祖的希望，所以送孩子入学读书时，就径直用了“闻多”两字。
“一多”之名是闻一多后来自己改的。
    社会学与心理学都认为家世与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具有不应忽视的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古老家族经过数百年沧桑，竟保存下它的家谱，这为我们了解闻一多的生活环境
提供了不少线索。
    闻氏家谱共修过四次，初修于乾隆四十六年。
它与以后的家谱均自述说浠水闻氏的先祖，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
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抗元失败，兵溃空，家属中有人逃脱，潜至蕲水之兰清邑永福乡二十七都十
三图，为了延绵宗祀，遂改“文”为“闻”以遮耳目。
这种说法很难考证，且记载的时间也去事五百余年。
不过，它给人一种启示，即文天祥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在这个家族中受到极高的崇敬与膜拜。
    据家谱所言，蕲水闻氏一世祖为良辅公，元代初年已来此地。
良辅公生四子，唯次子谷瑞公有后。
谷瑞公威猛善谋，红巾军起义时曾率众保障乡邑，因功被明王朝录用，镇守西蜀之衢州卫。
任满后，长子留蜀，次子迁江南英山，三子、四子随父归蕲。
闻一多就是谷瑞公三子真三公的后裔。
    闻氏的科举功名起于第六世大玉公，虽不显赫，但此后贡生，太学生屡出不衰，许多人的名字后面
都拖有一长串名目，这也是光宗耀祖之习吧。
    到了第十世显高公，举家迁至巴河镇，购置田产山林，开始发家致富。
显高公儿孙满堂，雄心勃勃，曾手订“佳启昌盛世，贤良佐邦家，立心期中正，厚德焕光华”二十字
之世谱，闻一多即“家”字辈。
第十五世大猷公在造化策缺塘左角买下一片土地，把家搬来。
缺塘左角紧依望天湖，是鱼米之乡，从此这一支脉便在这儿繁衍下去，并把地名叫做“闻家铺”，还
建起宗祠。
    闻一多的曾祖父是第十七世良镝公。
他贡名兆兰，敕封文林郎。
这本是个殷实之家，但于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期间，室屋尽毁。
年底，良锜公之父贤筠公病逝，自己亦患血疾，只得弃成均持家道。
那时，书香不继是这种家庭的饮天大恨，良镝公“每于试后见族有报捷者”，不由得“终夜涕泣”。
    对闻一多影响最大的，要数祖父佐洼公。
佐洼公名子淦，字禧凝，号香泉、丽生，生于1833年，出世后七年便爆发了鸦片战争。
佐洼公少时赢弱，未冠而母丧，父亲未续娶，家中全靠独子支撑。
他好读纪事，嗜词章典雅，却不喜制艺，所以在科考中很不走运。
某年赴黄州应试，科场作《孙权钓台赋》，得正在视学的张之洞赏识，暗编堂号。
但由于文场不佳，名落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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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记载他为太学生，却未言是如何取得的。
佐洼公有中书科中书衔，还例授文林郎，这是因长子廷炬中恩贡后而赠与的。
    在佐洼公科场失利的时候，他的嫡堂兄弟却接连高中。
大哥佐渭中举人，授县教谕；二哥佐澍考取眷录官国史馆汉誊录，为修职郎；连四弟佐溥亦登榜元，
中进士，三任乡试同考官。
这对佐洼公都是无形刺激。
于是，他家中稍裕，便建起“诱善斋学舍”，延师督子。
不过世风已变，他让孩子专读“各专门学诸书”，各“从其性之所近者习焉”。
闻一多后来一心涉猎喜爱科目，宁可放弃唾手可得的学位，不能说没有祖父的影响。
    佐洼公生四子三女，次子邦本公即闻一多的父亲。
邦本公庠名彬，更名廷政，字固臣、固城，号道甫，生于1866年1月20日，时值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
圆明园后的第六年。
这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屈辱时代，邦本公成年后，又逢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
台湾等地。
原来受人轻视的岛国日本居然打败了历史悠久、地广人稠的泱泱大国，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震动是多
么强烈。
后来闻一多曾翻译过一篇《台湾一月记》，记述的就是台湾人民抵抗日本霸占宝岛的斗争过程。
    1898年，闻一多出生的前一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维新运动。
闻廷政与兄弟们常聚在一起议论形势，古老的家庭开始有了新的气息。
传统的诗云子日教育中，本来就蕴藏着爱国爱民的意识，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反抗异族
侵略的思想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迫切要求。
就是在这个时刻，闻一多来到了人世间。
    闻一多出生于家业兴旺之时，佐洼公有力量在望天湖边筑起一幢三进三重的宽大院落。
为了与旧居区别，人称它“新屋”。
新屋气派非凡，一色青砖，门首悬“春生梅阁”四字匾额，两旁镌刻“七十从心所欲，百年之计树人
”对联。
佐洼公一心“树人”，专辟“绵葛轩”书房，内藏广购的经史子集达万卷之多，此外还收有字画拓片
。
闻一多这辈出了不少人才，实得力于此。
    闻廷政生有五子，闻一多为第四子。
在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中，他排行第十一，为了方便，弟、妹叫他一哥，子侄则叫他一伯、一叔。
闻一多的大哥名治，族名家骥，字德其，号展民，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年长11岁。
二哥名新，族名家骢，字慕桓，号履信，毕业于湖北方言学校法文预科，年长9岁。
三哥名奇，族名家□，字希穆，号巡周，毕业于北京国立工业专门学校，年长7岁。
弟弟名常，族名家驷，字侯，号尊五，后来留学法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年幼6岁。
    旧式家庭很重视启蒙教育，闻一多5岁便入私塾，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也读《尔雅》与四
书。
稍后，佐洼公在新屋办起家塾，仿照流行的学堂，起名“绵葛轩小学”，闻一多与自家子弟便在这儿
读书。
任教的先生是毕业于师范学堂的王梅甫，他在例课之外，也教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新编课本。
    闻一多少年老成，读书很用功。
门外来了花轿或龙灯，别的孩子都跑去看，他却能安心看书，不受干扰，所以常得到祖父夸奖。
其实孩子没有不好玩的，但家中管教甚严，书念不好要打手板。
闻一多的母亲以严厉出名，这位太学生刘廷熙的掌上明珠，从小也受过映雪囊萤、悬梁刺股的家教，
以至孩子在她面前都十分规矩。
    白天，闻一多在家塾念书，晚上还随父读《汉书》。
他父亲是以科场史论人庠的，算是具备了秀才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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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孩子爱读史著颇为满意。
一次，闻一多“数旁引日课中古事之相类者以为比，父大悦，自尔每夜必举书中名人言行以告之”。
这些基础教育对人的一生都有价值，闻一多习美术而顺利地转攻学术，也受益于这种童子功。
    兴趣广泛是孩子的特点，闻一多对绘画的兴趣尤为突出。
琴棋书画本来就是文人的擅长，父辈中能画几笔的有好几位，闻一多受到感染，也摹仿着学起画画。
舞台上的人物、古书中的绣像，都成他笔下的形象。
家里要剪个枕花鞋样，也找他绘图。
这种发于自然的涂鸦，日后竟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乡村毕竟比较闭塞，改良的家塾也非正规学校。
1910年，11岁的闻一多和几个嫡堂兄一起来到武昌读书。
    20世纪初年，湖北在洋务派大员张之洞的主持下，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其规模在全国首屈一指，
仅1904年便有200多所大中小学学堂，武汉一地的学生就达五千余人。
闻一多七个兄弟在叔父闻廷治的照管下，在武昌芝麻岭三佛阁庙内，租下半边小楼，自己起火做饭，
准备投考学校。
    秋天，闻一多被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录取了。
这是所颇有名气的学校，曾受到张之洞、梁鼎芬(武昌知府)的特别关照，无论教材、方法，还是教师
来源，都与旧式学校有很大不同。
    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一年，便发生了辛亥武昌起义。
说来也是机遇，能够目睹到这个划时代事件的人并不多，而闻一多却碰上了，而且恰恰发生在他求知
之时，留下的印象自然十分深刻。
不过，当街上枪炮林立的时候，他和大人们都没有想到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深远意义。
然而，对于起义的成功，闻家人都抱着欢迎的态度。
    闻一多的父辈思想并不僵化，《新民丛报》、《东方杂志》之类书刊，在新屋都能见到。
所以，在起义中闻一多和兄弟们非但没有惊慌，反而有种兴奋的感觉。
不知在什么人怂恿下，闻一多居然把头后的辫子也剪掉了。
当时局势还不明朗，清政府势力还很强大，前些年革命军的多次起义均告失败，谁能保证这回不是它
们的重演呢。
此刻剪去辫子，意味着与清王朝决裂，万一起义失败，那面临着的便是一场灾难。
闻一多才12岁，想得没那么多，但家里人却为他捏了一把汗。
    清政府的军队很快反扑了，在汉口、汉阳相继展开搏斗，学校纷纷关闭，武昌城中气氛紧张。
闻一多和避难的人群一起涌出城，返回老家去。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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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民盟历史人物》和《民盟历史文献》丛书付梓之际，掩卷回首，民盟先贤们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
，不绝如缕，久久难忘。
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我们每每被他们为信仰、为理想奋斗的坚定精神所感召和感动。
    人不能没有理想和信仰，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我们的先辈们，正是怀揣民族富强、人民福祉的赤诚之心，身先士卒、鞠躬尽瘁；凭借自身高尚的人
文品格和社会良知，与共产党团结合作，为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探索了一条新的宪政之路；和平、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所共同追求的理想。
    如今，面对着他们的拳拳之心和丰功伟绩，我们感叹！
赞叹！
怀念！
更要继承！
    《民盟历史人物》和《民盟历史文献》在整个创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和厚爱。
我们要特别感谢为此丛书孜孜不倦地考证、核实、梳理、完善的各位专家、学者，是他们的认真严谨
，才使此丛书能够客观地展现历史的真貌；更要特别感谢中共中央统战部与民盟中央给予我们的鼎力
支持和重视，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们不可能完成如此厚重的出版工作任务；还要感谢各省、市
、地区的民盟组织，为搜集、挖掘、抢救民盟的历史文献资料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感谢每一本书
的作者，是他们的辛勤笔耕和一点一滴的忠实记录，才集成了民盟历史的全貌；感谢为此丛书付出辛
劳的编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你们辛勤的劳动和无私的奉献。
    谨以此丛书献给所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献给为共和国诞生抛洒了智慧和热血的先贤们；献给
那一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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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闻一多（1899～1946），原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湖北蕲水人。
著名学者，新月派代表诗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
其诗沉郁奇丽，具有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亦成就非凡，郭沫若叹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闻黎明所著的《闻一多(民盟历史人物)》生动地展现出闻一多先生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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