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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敬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毛
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
家身居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仍然牢
记师恩、不忘初心，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
榜样。

毛泽东：尊师敬师传佳话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也是毛泽东
的启蒙老师。毛泽东特别感谢毛宇居先生
对他的启蒙教育。1950年9月，毛泽东邀请
恩师毛宇居到京叙旧。毛宇居一行抵达北
京的当晚，毛泽东在住处设家宴为毛宇居
一行接风洗尘、热情招待。毛泽东还安排
毛宇居参加国庆一周年的观礼和宴会，陪
他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又派员陪同他乘
飞机鸟瞰古长城。因毛宇居是第一次从南
方到北方，毛泽东怕他不适应北京的气
候，特地为他买了皮大衣、皮鞋等，见他牙
齿不好，又为他全部换了假牙。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
年的故乡韶山。第二天晚上，他用自己的
稿费在松山招待所设宴招待韶山的父老
乡亲，毛宇居被安排在上桌。毛泽东端起
酒杯向毛宇居敬酒，毛宇居连忙站起来，
连声说道：“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
边扶老人坐下，边说：“敬老尊贤，应该应
该！”
徐特立是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

任课时间最长的教师之一。自1913年相
识，毛泽东与徐特立浓浓的师生情、同志
情、战友情，绵延赓续半个多世纪，长期传
为佳话。

1937年2月1日，徐特立60岁生日这一
天，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毛泽东，
怀着对老师的尊重、敬仰和感激之情，专
门写了一封情深意浓的长信，其中几句早
已脍炙人口：“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
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
的先生……”字里行间，充盈着一位学生
对老师的敬重之情和挚爱之意。
时隔10年后的1947年2月，毛泽东又

在延安为徐特立老师举办了一次非同寻
常的70岁生日贺寿活动。寿诞的头天晚
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自到杨
家岭徐老居住的窑洞去“暖寿”、吃“长寿
面”。毛泽东特意做了一个寿糕，并在寿糕
盒子上亲笔题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
字。他躬身把寿糕送到徐老手中。

周恩来：一直把老师的照片留在身边

1910年，周恩来随伯父来到东北，到
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学习，高盘之是他的史
地教师。高老师教学很认真，每当讲述中
华优秀儿女的爱国故事时，他总是慷慨激
昂，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学生的心，给周

恩来的影响很大。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就下定决心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高
老师对周恩来十分器重和喜爱，他常用的笔名就是高老师给起的。

一日为师，终生难忘。参加革命后，周恩来仍然惦念着高老师，在延安答外
国记者问时曾说：“少年时代我在沈阳读书，得山东高盘之先生教诲与鼓励，对
我是个很大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处打听高老师的下落，当得知高老师
已于1940年去世时，他久久沉默，陷入深深的追念之中，并动情地说：“没有高老
师的教导，我不会有今天。”

然后，他向高老师的儿子高肇甫求得高老师的遗照并把它翻拍放大，一直
留在自己身边。

1952年2月，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突然患脑血栓逝世，周恩来参加了治丧
委员会并送了花圈，白色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张伯苓
逝世后，周恩来一直掂记着张家的生活。1961年困难时期，周恩来给张伯苓夫人
送去500元人民币，并嘱咐交际处要加倍关照张夫人和子女。

刘少奇：病榻前看望老师

1957年，刘少奇在长沙视察工作。一天，他在接见老中医程秉真时，打听到
儿时老师黄锡类的消息，知道他现在贫困交加、已经是风烛残年，少奇同志立即
决定挤出时间去看望黄老师。

这一天，微风轻拂、阳光灿烂。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停在黄老师家门前，一
位年近花甲、鬓发斑白的干部从车上缓缓地走下来。他问：“黄老师在家吗？”随
后，在黄老师孙女的引导下，轻轻地走进病卧在床的黄老师房间。他走近床前，
亲切地说：“黄老师，您好！我是少奇，特意来看望您老人家！”这时，黄老师一家
才知道来人竟是刘委员长！

黄锡类早年曾在湖南宁乡县立玉潭高小教过书，刘少奇是他那时教过的一
名学生。分别40多年的师生见面了，学生又是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黄老师怎
能不激动呢？当刘少奇暖烘烘的手紧紧握住黄老师的手时，黄老师望着满面笑
容的刘委员长，一时热泪盈眶。他感到身体突然好了许多，翻身坐起来要下地。
刘少奇赶忙伸手抱住黄老师的腰，一定要他躺下，然后自己坐在黄老师的床前。

师生相互凝视着，思绪又回到当年的玉潭高小。刘少奇说：“老师您讲起辛
亥革命和黄兴、蔡锷的事迹就眉飞色舞。讲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就声泪俱下的
神情，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他诚恳地说：“我后来走向革命，固然是由于党的培
养教育，也离不开你们这些老师的言传身教啊！”

临别时，刘少奇从袋子里拿出一包茶叶、一包滋补品，还有50元钱，双手送
到黄老师床前的茶几上，深情地拉着老师的手说：“学生不能经常来看您，请原
谅！祝您活到100岁，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成功。”

朱德：给老师立正、敬礼

张澜曾是朱德早年就读过的顺庆府中学堂总监(校长)。朱德与张澜相处虽
然只有一年时间，但师生情谊深厚，张澜的民主革命思想对朱德影响很大。在抗
日战争时期，张澜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创立中国民主同盟，震动全国。朱德
虽远在延安，还特地托人带信给张澜先生，钦佩他为民主而奋斗的精神。信中称
张澜先生为“吾师”，署名为“学生朱德”，明确表达“您的事业我们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张澜进京时，朱德在中南海设宴款待，还陪张澜游览中南
海，共叙师生情谊。后来，张澜长住北京，朱德常去他家中问寒问暖，外出归来，
也总要去家中拜访、叙谈。张澜常说：“一生中难得有朱德这样的学生啊！他已是
国家领导人了，还这样对待我，不易啊！”

1957年初春的一天，朱德在云南政治学校礼堂和大家一起看戏。朱老总的到
来，大家都很高兴，都想和朱老总问候、聊天。开演前，朱总司令正和观众们谈笑，
突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由服务
员引来。朱总司令一见，便认出那
老人，这位老人名叫叶成林，早年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教过朱老总。
朱德急忙站起身，快步走到老

人面前，立正、敬礼，礼毕又紧紧地
握住老人的双手，亲切地呼唤：“老
师”，亲自搀扶老人入座，等老人坐
定后，他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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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人徐特立和毛泽东给他的祝寿信。

信仰照进诗心，诗心折射佳什。“南北东西一野鸥，
虚名虚利不虚求。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
朱蕴老的诗篇是革命老人精神的结晶，恰似大别山的
山泉一样汩汩长流，滋养着每一个善良而正直的苍生。
诗曰：
忠魂一缕出山沟，化作人间老马牛。
沧海横流方本色，终生报国誉神州。
嵩嶚崖上根苗正，武汉城头义士猷。
辅弼中山践民主，推翻军阀顺潮流。
三农播种眼光远，两狱坐穿骨气留。
国共同征驰骏骥，南昌起义亮吴钩。
倾心抗日军门客，动委回乡民众头。
反蒋山城联左派，举旗香港效飞鸥。
功成建国城楼立，业庆平生夙愿酬。
坦荡为官唯朴素，辛勤学习更无求。
南山耸立青松翠，丰乐欢歌仁义侯。
这是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袁孝友在《朱蕴山诗文

选》赏鉴文中对朱蕴山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有感而发；
朱蕴山先生是皖西学院的前身安徽省立第三甲种

农业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因此也是皖西学院历史上的
先驱者，皖西学院非常重视朱蕴山先生为学校建设和
发展立下的开创之功，也非常重视其崇高精神的传承
和发扬、其文学作品的教学和研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人，特别是中青年专家学者投入到这项功德无量的文
化工程中去。

这是皖西学院教授、文学博士马启俊在深度分析
《朱蕴山诗文选》内涵时更加倾情朱蕴山先生对于皖西
学院的特殊意义。
《朱蕴山诗文选》的出版发行，充分证明家乡的父
老乡亲对爷爷的深切缅怀之情。不仅丰富了安徽史料
典藏的艺术宝库，也为深入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
对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素质培养和进行革命传统和爱
国主义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是朱蕴山长孙朱德存满怀思念、激动的话语……
朱蕴山先生是六安这片红色土地上走出去的民革

主要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作为民革地方组织，民革六
安市委会认真践行朱蕴山先生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始终不渝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初心，把学
习、研究、传承、弘扬朱蕴山先生的精神作为思想建设
的必修课。

这是民革六安市委会副主委王瑞简明回顾我市民
革组织在朱蕴山先生纪念馆建设和开展系列文博活动
时的坚定表态……
《朱蕴山诗文选》不仅仅丰富了朱蕴山人物事迹研
究物料，也充实了我市统战理论研究史料，对我们进一
步深入了解朱蕴山先生思想品质、革命精神，丰富六安
统战人物故事、统战历史以及深化相关理论研究等提
供了有益的帮助。

这是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传忠出席座谈会时，侃
侃而谈，表达对朱蕴山先生的无限敬仰，对有关部门和
社会人士为做好朱蕴山先生纪念工作付出辛勤劳动汗
水表示深深的感谢……

8月28日，由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辑的《朱
蕴山诗文选》出版座谈会在皖西日报社如期召开，原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喻廷江，原市人大副主任曹承芳、吴
之信，市政协胡梦彪等市级老同志、朱蕴山亲属、专家
学者、市作家协会、市诗词楹联学会、市广电台、市老新
协近50人出席、参加座谈。

市老新协会员、六安文化名人丛书主编徐元华，受
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六安文化名人丛书编委会的委
托，简要汇报《朱蕴山诗文选》征稿、编辑、出版情况。

本书的内容分为诗词、文章和附录三个部分，收有
朱蕴山先生333首诗词、14篇文章，还附有15篇他人回
忆和纪念朱蕴山先生的文章各类的作品，以发表时间
顺序编排。
徐元华介绍说，朱蕴山先生是国家领导人，他的著

作要作“重大选题”项目上报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
共中央宣传部待批，今年五月获批，并办理出版手续。

《朱蕴山诗文选》从编辑到出版面世历经四年，值得欣
慰。

我们在搜集朱蕴山先生诗作、文稿和编辑工作中
得到朱蕴山先生后人、省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民革
六安市委员会同志的支持、帮助，参考了团结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的有关朱蕴
山先生的书籍，在此一并致谢。我们要特别感谢原安徽
省政协副主席、原民革安徽省委会主委、原安徽农业大
学校长夏涛先生应邀欣然命笔为本书作序。

文学博士、皖西文化研究所所长马启俊，作为在皖
西学院工作、生活了38年的资深教授，做了专业发言。

他评介说：朱蕴山先生的一生为追求革命真理，上
下求索，南北奔波，呕心沥血，矢志不渝，在近百年的生
命历程中，写下了厚重的波澜壮阔的奋斗篇章。与很多
革命家不同的是，朱蕴山先生在无比繁忙的政治斗争
和社会工作的间隙，还执笔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文章，
记录了近现代史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
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纪事诗词堪称“诗史”。

马启俊教授特别提出，朱蕴山先生是皖西学院的
前身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因此

也是皖西学院历史上的先驱者，皖西学院南大门内的
蕴山广场正是以朱蕴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朱蕴山诗
文选》的出版，对于皖西学院人来说，更是有着不同寻
常的意义。这本书的出版，也凝聚了皖西学院马育良教
授、程东峰教授和以皖西学院为家、与皖西学院朝夕相
伴的鲍劲夫先生、徐元华先生的心血。

皖西学院非常重视朱蕴山先生为学校建设和发展
立下的开创之功，也非常重视其崇高精神的传承和发
扬、其文学作品的教学和研究。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
院依托自身学科专业优势，积极组织师生开展朱蕴山诗
词作品的相关教学和研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如
在课堂上和教材里向学生进行专题介绍；崔玲副教授主
持了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基于腐败

“零容忍”背景下朱蕴山诗词廉洁思想及其德育转化研
究》，发表了《新时代腐败“零容忍”视角下的中国砥廉诗
刍议》等论文；王德兵博士在指导学生写作朱蕴山诗词
研究方面的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与学生共同发表了《朱
蕴山革命诗词的历史价值》、《朱蕴山革命诗词创作的艺
术审美》、《朱蕴山革命诗词的人民性》等学术论文。在我
主持的安徽省教育厅“大别山革命文学研究”的预期研
究成果中，就有一本《大别山著名革命活动家朱蕴山诗
词研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中青年专家学者
投入到这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工程中去。

安徽省文化馆原副馆长、副研究馆员，朱蕴山长孙
朱德存激动地表示：我能够有机会与诸位一起分享爷
爷的文学成就，共同见证这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倍感荣
幸。爷爷的作品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现代意
识的敏锐洞察。他以诗笔勾勒山川，以文笔描绘人生，
将个人的情感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展现了对于国
家、对于民族、对于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家国情怀的见
解。《朱蕴山诗文选》的出版发行，不仅是对爷爷文学成
就的集中展示与高度评价，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化
自信的有力诠释。

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袁孝友动情地说，接到皖西
文化名人丛书编委会让我写《朱蕴山诗文选》读后感，
足足花费半月时间，不仅仅查阅朱蕴山先生生平、革命
的一生，而且通读全书诗文，激情澎湃，写下近万字的
评读文章。他感慨，朱蕴山先生有很深厚的国学功底，
对诗词创作和文章写作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形成了
自己的创作风格。其诗词既有记录实事、反映现实的现
实主义风格，也有抒发内心情感、追求崇高理想、向往
美好世界的浪漫主义风格。其古典诗词语言朴实自然，
感情真挚深沉，善于化用典故，注重诗词格律，具有很
高的艺术造诣。

民革六安市委会副主委王瑞记忆犹新：2013年7
月，市委会成功承办民革中央主办的“朱蕴山生平事迹
研讨会暨民革前辈纪念场馆联谊会第二次年会”，朱蕴
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在家乡被更多人知晓。会议期间，朱
蕴山纪念馆在金安区东河口镇开馆。开馆以来，接待
26个省份各级民革组织的党员和社会各界人士逾14
万人次参访，纪念馆成为宣传推介六安的一个重要平
台。2017年，市委会编撰的《不忘合作初心——— 六安民
革六十六年记》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参与民革中央
编辑的《朱蕴山与六安纪念馆》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市
委会还将六安民革党员的研究论文和纪念文章编印成

《永远的怀念——— 纪念朱蕴山先生文集》，被安徽省档
案馆、六安市档案馆收藏。

近年来，市委会密切与省内外兄弟民革组织、皖西
学院和朱蕴山先生后人的联系，每年确定研究课题，朱
蕴山先生生平事迹研究工作实现常态化，党员的多篇
理论研究文章获《团结》杂志、《团结报》刊载，市委会获

“民革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先进集体”荣誉。今年6月，市
委会承办团结报社和民革安徽省委会主办、以学习传
承朱蕴山等民革前辈精神的“团结读书会”活动，取得
圆满成功，进一步扩大了朱蕴山先生在省内外的影响。

先生的诗文深深表达出忧国忧民的志士之情、患
难与共的战友之情、割舍不断的乡亲之情。《朱蕴山诗
文选》必将成为宣传六安红色历史的一张名片，民革六
安市委会将把诵读先生的诗文作为党员思想教育的重
要内容，凝心铸魂、团结奋进，为六安全面深化改革开
辟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贡献民革力量。

原市人大副主任吴之信深情地款款道出亲身经
历：盛世修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各地纷纷组建革命
斗争史编写办公室，我有幸抽调到六安县革命斗争史
编写办，分工担任第一部分的编写工作。鲍劲夫、刘明
山、朱进权分别担任第二、三、四部分的编写工作。这使
我有幸接触到朱蕴山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的资料，无论
在六安、在安徽、在全国，都留下了他的革命足迹。

吴之信回顾往事，历历在目：1980年6月，受组织
指派，我和朱进权、刘明山同志一起，来到北京长安街
石碑胡同27号拜访朱蕴山同志。朱老的儿子朱世同在
他家门口迎接我们，把我们当作家乡来的亲人，让我们
感动。我们看到，这处典型的北京四合大院，是一座清
代建筑，曾经历过历史的沧桑。

朱蕴山先生在会客厅等候我们。他是一位身材瘦
小、眼睛有神的长者，慈祥地笑着与我握手，并试图站
起来，我们赶快请老人家坐下。显然，他对家乡有着十
分深的感情。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在向我们回
忆历史时，就像一位长者对下辈的谆谆教诲。他谈到中
国革命、安徽革命、六安革命斗争史时，时而欠起身子，
时而抬起干瘦的手臂向空中挥动，好像要表达砸烂旧
世界、建设新中国的决心。他谈到晋谒孙中山先生，谈
到与陈独秀的交往又非常自信。他说：“陈独秀是我们
安徽人啦。”当谈到许继慎时，他骄傲地说：“许继慎是
我们六安人，是我的学生，是红一军军长！”当谈到张国
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排除异己，残酷杀害许继慎
等一大批党和军队领导人、指挥员时，朱蕴山先生攥紧
拳头、咬牙切齿！当谈到他与徐锡麟被捕后，押赴刑场
陪斩时，他都非常淡定。因为他为了革命，早已将生死
置之度外！
朱世同适时插话，好让他父亲休息一会。我们记录

着、感动着，实在不忍心多问。在朱世同的提示下，老人
起身，由朱世同搀扶着，移步到书桌前坐下，用早已准
备好的笔墨纸砚，为我们书写了《喜见老友桂月峰》那
首诗。我们看着他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写着，他那
是用自己的心血在书写啊。当时，我的眼眶里噙着泪
水，无法表达对这位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我们带回了
朱蕴山先生的墨宝，交给办公室，并在六安县文化馆展
览过。

编辑出版《朱蕴山诗文选》，将对弘扬朱蕴山革命
斗争精神，教育、鼓舞后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
不懈奋斗，起着重要作用。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传忠，代表中共六安市委对

《朱蕴山诗文选》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朱蕴山先生
是安徽统战人物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公认的“团结老
人”。漫长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
积极投身统战事业。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他是抗日民主阵
营的广泛团结者；他是多党合作事业的衷心拥护者。今
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5周年。朱蕴山先生身上闪
耀着的坚贞忠诚的政治品格、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革
命精神、高尚无私的道德品质、胸怀大局的团结精神永
远滋养、激励着皖西儿女。

陈传忠表示，我们将继续以朱蕴山先生事迹研究
为抓手，继续深化六安统战文化、历史和理论研究，加
强有形化、可感知的统战文化载体建设，讲好老一辈革
命家统战文化实践的创新思维、精彩故事和家国情怀，
教育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不断从革命前辈身上汲
取奋进力量，助力六安统战事业再上新台阶。

朱蕴山先生的诗文记录了他丰富曲折的人生阅
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奋斗足迹、与国共两党和社会各
界人士的结识交往、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是他从投身
反满运动、辛亥革命、反北洋军阀斗争、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
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漫
长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和艺术反映。《朱蕴山诗文选》
的出版，是六安区域文化的盛事，让我们一起拜读，汲
取精神力量，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继续努力奋斗！

朱蕴山先生是我市金安区人，早在1908年参加同盟会时，就参与办《安徽通信公报》，是老报人。1917年参加在六安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并任文牍兼
修身教员。朱蕴山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同盟会会员、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和进步的政治活动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卓越领导人
和主要创始人，为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后，曾任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第五届中央主席。
朱蕴山先生不仅是坚定的革命者、进步的政治活动家，而且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之余，创作了千余首诗词，今结集出出版，供读者鉴赏。

高高 山山 流流 水水 蕴蕴““ 诗诗 史史 ””
——《《朱朱蕴蕴山山诗诗文文选选》》出出版版座座谈谈会会侧侧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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