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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 邓撰相

■一位中国现代革命史

上的传奇人物

5月26日，牟宜之纪念馆在
其故居日照经济开发区奎山街
道牟家小庄隆重开馆。中国政协
原副主席何鲁丽为纪念馆题写
了馆名。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

锐 、著 名
诗人邵燕
祥 等 2 0 0

多 位 领
导、诗人、
书法家为
纪念馆题
写 了 诗
词 。日 照
市委 、市
政府的领
导 、牟 宜
之 的 亲
属、王 尽
美、朱德、

罗荣桓、陈毅、徐向前等老一辈
革命家的子女及后代出席开馆
仪式。

开馆仪式上，日照市委书
记、人大主任杨军说：“牟宜之不
仅是日照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山
东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他于建党
初期，参加革命，在民族危亡之
际投身抗日洪流，舍生冒死、毁
家纾难，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洗礼
和枪林弹雨的考验，铸就了铮铮
铁骨。他崇尚真理、仗义执言，能
够为真理而牺牲一切。这是革命
者宝贵的品格，是珍贵的精神财
富。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时间回到2009年那一页，
会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认识牟
宜之。2009年，是牟宜之诞辰一
百周年纪念。在他百年诞辰之
际，《牟宜之诗》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诗集收录了其从20岁到66岁
去世前创作的179首诗。诗集一
经出版，就引起极大反响，2009

年5月31日人民出版社曾在人民
大会堂召开《牟宜之诗》出版暨
诗人百年诞辰座谈会，以缅怀和
纪念这位杰出的诗人。

作家、学者刘方炜曾这样
说：“我们一时真不敢相信竟然
有这样一位奇异的诗人曾经与
我们在一个时代生活并写作。我
们坚信我们的确发现了一位生
前从来没有发表过诗作的足以
与汉唐大家比肩的伟大诗人。诗
人存在的意义，在于其傲岸独立
之精神价值。诗人的存在使我们
得以领略一种奇观——— 诗人以
手中一支笔与整个癫狂时代相
抗衡！在文化大劫难的严峻岁
月，以一人之力为中华民族坚守
着文化的尊严。”凤凰卫视《开卷
八分钟》节目主持人吕宁思说：

“牟宜之学养深厚，擅长古体诗，
生平赋诗200余首，咏史言志，直
刺丑类，彰显出超常的洞察力和
预见性，其锋芒、其胆识为当时
所绝无仅有。其诗篇品格高标，
气韵雄浑，直追汉唐，堪称20世
纪中国文学的高峰之一。”

■神州那许陆沉了，投

笔从戎事国殇

诚如是，牟宜之，是一位中
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传奇人物，一
生命运曲折磨难、跌宕起伏，经
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百年中国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
件。

牟宜之(1909—1975)，1909年
生于山东日照，曾用名牟乃是，
字去非。出身于乡绅人家，少即
聪慧。其姨夫丁惟汾，既是训诂
学家，亦是辛亥时期革命家，曾
任同盟会北方负责人，系国民党
元老之一。牟宜之自幼师从丁惟
汾，深得丁惟汾赏识、喜爱，自幼
经常被携至左右，点拨、启示。长
期耳濡目染，书卷熏陶，对学问
增长、思想上的进步都产生深远
影响。牟宜之十五岁就读济南正
谊中学时，丁惟汾在北京执行部
工作，他与姨家表兄丁君羊同住
在丁家。丁君羊这时先后任青年
团和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其间，
通过他，牟宜之接受了不少新思
想。通过他，牟宜之还结识了共
产党人王尽美、邓恩铭、安哲等。
1925年，16岁的牟宜之加入青年

团，积极参与济南的学运活动。
1927年丁惟汾将牟宜之转

学到北京中国青年会中学就读。
毕业后，牟宜之远赴武汉投考国
共两党合办的“武汉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未及入学，即被党组织
派回山东。

不久，发生“四一二”事变，
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济
南的丁宅亦无法庇护，牟宜之便
回到故乡，参加日照暴动的组织
工作。1932年暴动失败后，赴日
留学。在日本，结识了郭沫若等
流亡日本的革命者，与他们一起
在旅日华人中传播抗日思想，同
时也接触和领略到西方现代文
明。

1 9 3 4年，牟宜之自日本回
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
运动中。在这期间，他曾在山东
省教育厅乡村教育委员会、《旅
行杂志》、《山东日报》等单位工
作，由于他不断对国民党反动统
治进行讥讽，受到反动统治当局
的多次迫害，曾被中统特务注销

《旅行杂志》记者证，失去了职
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眼见
大片国土沦陷，他忧心如焚，写
下了“神州那许陆沉了，投笔从
戎事国殇”的诗句。怀着抗日救
国的赤诚愿望，赴八路军驻西安
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办事处
的人得知丁惟汾是他姨夫，便派
他到沦陷区进行抗日斗争。牟宜
之于是又回到山东，利用上层关
系担任了国民党乐陵县长。这里
土匪遍地，司令如毛，你争我夺，
混战不断。牟宜之巧妙地利用几
大土匪豪绅势力之间的矛盾，先
使县政府站稳了脚跟，又和乐陵
县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组
织的领导帮助下，彻底地改组了
县政权和县武装，使大批共产党
员充实进来。这样，乐陵县的抗
日民主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
起来。

其间，他严厉打击了土豪劣
绅和日寇奸商的不法活动，抓获
了一些公开贩卖毒品的日本商
人。在审理时，一位日商咆哮公
堂：“我们是日本人，你们中国人
管不着我们！”牟宜之拍案而起，
怒斥道：“你们在中国土地上贩
毒，触犯了中国法律，我不但要
管，还要杀你们这群家伙！”当即
将日商推出大堂斩首示众。还有
一次，一个乐陵的大财主平时横
行乡里，民愤极大，因私贩毒品
罪，被判处死刑。行刑前其家人
送上数万银元，哀求恕罪。牟宜
之断然拒绝，严正回答道：“钱是
人民的，我留下将还给人民；人
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随
即斥退了来人，处决了罪犯。后
来，他将这一部分钱和以前国民
党中宣部资助《山东日报》的经
费，全部交给了八路军。当时，八
路军的经费十分紧张，刘伯承、
邓小平、宋任穷首长嘉奖了牟宜
之，说他为党解决了大问题，克
服了大困难。

当年，八路军115师肖华部
进驻乐陵，开辟抗日根据地。牟
宜之倾其县府财粮积蓄支援八
路军，并将县武装力量改编为八
路军泰山支队，使乐陵成为一个
完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期
间，牟宜之和肖华同志结下了深
厚的革命友谊，1938年末，由肖
华同志介绍，牟宜之光荣加入共
产党。

乐陵的变化，令国民党顽固
派恼怒万分，省政府主席沈鸿烈
带兵气急败坏地来到乐陵兴师
问罪：“你是我的人，是国民党政
府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
挥？”牟宜之答道：“笑话，我怎么
成了你的人？我是中国人，谁抗
日，谁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
指挥。”沈鸿烈暴跳如雷，用手掌
把桌子拍得啪啪响，申斥牟宜
之。牟宜之冷静地回答：“就是把
你的指头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
了我的主张！”

对此，周恩来同志曾予以较
高评价。他说：“倘若在抗战伊
始，中国有十几个牟宜之这样举
一县之人、财、物力投身革命的
县长，就会极大促进抗战事业的
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

抗战胜利后，牟宜之先后任
八路军济南办事处主任、山东军
区敌工部副部长等职。

■无诗安能言吾志，有

功岂必书之碑

1946年牟宜之奉调东北，先
后担任辽东军区敌工部长、联络
部长、司令部秘书长等职。在陈
云、肖华等同志领导下，参与“三
下江南、四保临江”及围困长春
战役，在策划敌军184师起义中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陈云同志曾
满意地说：“老牟的统战工作是
做得不错的。”

东北全境解放后，牟宜之担
任军管时期的鞍山钢铁公司动
力部长。随后，随大军入关来到
北京，担任第一届北京市人民政
府建设局副局长，为建设社会主
义新中国的首都努力工作。其
间，牟宜之大力支持梁思成提出
的“完整保留北京古城原来格局
另辟新区”的城市规划思路，遭
到主流观点排挤。

1 9 5 0年，牟宜之调任济南
建设局局长。这时，国民党留
下的是一副破烂不堪的局面。
市政管理混乱，到处是断壁残
垣，道路堵塞，桥梁断裂，大明
湖濒于淤塞。面对这残破的局
面，在他的主持下，拆了济南
的老城墙，用拆下来的砖石垒
起了大明湖的石岸，防止了大
明湖的淤塞，将一个破庙的牌
楼修饰后，当做大明湖正门沿
用至今；还修复并开通了许多
条马路，修建青年桥、西门桥、
青龙桥等许多桥梁，并开辟了
多 座 公 墓 ，让 烈士们 得 以 安
眠……在济南工作的三年中，
他为促进济南市容的初步改
观，保护和建设泉城的名胜古
迹，奠定济南城市规划布局做
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
绩。1953年调回北京，任中央林
业部经营司长。其间，他发现
单位的李万铭私刻公章，形迹
可 疑 ，便 向 党 委 建 议 组 织 检
查，由此牵出了震惊中外的李
万铭政治诈骗案。肖华把他的

揭 发 材 料 转 呈
毛泽东，刘少奇
亲 笔 批示后 在
党刊上登载，并
称 赞 他 高 度 的
革 命 责 任 感 与

警惕性。著名剧作家老舍还以
此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全
国引起轰动。

1 9 5 7年，牟宜之调城市建
设部工作。由于他嫉恶如仇，
敢于直言，“反右”运动中被划
为“右派分子”，十年浩劫中，被
发配到北大荒“劳改”。1974年牟
宜之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说明自
己的处境。小平同志作了批复，
肯定了牟宜之在历史上的贡献，
指示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
1975年，牟宜之在济南病逝，终
年66岁。1978年，党组织为牟宜
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0年，牟宜之同志的骨灰由齐
齐哈尔烈士陵园移到八宝山革
命公墓安放。在他残存的诗稿中
有这么两句诗：“无诗安能言吾
志，有功岂必书之碑”。他的事
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留下了光
辉的记载。

传奇人物牟宜之

牟宜之，对许多人

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

名字。《南方周末》6月20

日一篇题为《乱世名士

牟宜之》的长篇报道，让

很多读者对这位“乱世

名士”有了一定的了解，

报道的推出大概源于牟

宜之纪念馆的最新落

成。

牟宜之，是一位中

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传奇

人物，一生命运曲折、跌

宕起伏，经历了“三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

中国几乎所有重大历史

事件。“凤凰卫视《开卷

八分钟》节目主持人吕

宁思评价说：“牟宜之学

养深厚，擅长古体诗，生

平赋诗200余首，咏史言

志、直刺丑类，彰显出超

常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其锋芒、其胆识为当时

所绝无仅有。其诗篇品

格高标、气韵雄浑，直追

汉唐，堪称20世纪中国

文学的高峰之一。”

牟宜之(前排右一)与古牧、许世友等合影。

齐鲁英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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