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亡日报》为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文化界
救亡协会主办，1937 年 8 月 24 日创刊于上海。
上海沦陷后，1939年1月10日迁至桂林出版，社
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主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
日救国的方针政策，报道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中
国抗日战争的情况，抗战期间，李克农作为八路
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参与并领导了《救亡日报》
在桂林的发行工作。

鉴于当时桂林为国民党桂系所控制，为争取
《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出版，李克农拜访了白
崇禧的老师、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再
请李任仁出面，陪同拜访广西省省长黄旭初，
表明中共拥护广西当局团结抗日的立场，得到
了黄旭初的赞同。此后，李克农又陪同周恩
来、《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拜会李宗仁、白崇

禧，进行统战工作，提出希望他们对《救亡日
报》予以支持。李宗仁、白崇禧不仅表示欢迎，
而且补助了一笔经费。

为筹集经费，李克农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
事处主任廖承志，从海外爱国华侨捐赠的经费
中拨出 1500 元港币；李克农又从八路军驻桂
林办事处仓库中拨出二三十令白报纸，加上郭
沫若带来的一笔款项和几十令白报纸，确保了

《救亡日报》在桂林的按时复刊和发行。李克
农还把富有经验的翁从六、张尔华调到《救亡
日报》担任经理。在他们的努力下，报纸从千
余份增长到 5000 份。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李克农一
面指示《救亡日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
径，一面指示报社工作人员随时做好应变准备。

当得知国民党顽固派准备查封《救亡日报》后，李
克农冒着危险，化装来到《救亡日报》社，要夏衍
等人尽快离开桂林，到香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

在察觉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后，李济深派
人送来“清洗桂林，克农快走”的纸条。但李克农
从容应对，在撤离前，于《广西日报》《救亡日报》
分别刊载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撤销启示：“本处
奉令撤销，即日办理结束，所有各方来往账目统
希于 1 月 20 日以前来本处结算清楚。如有函件
请寄重庆红岩嘴 13 号本军办事处可也。”由于
卓有成效的统战政策，桂系部队对八办人员实
行“礼送出境”政策。1941 年 1 月 21 日李克农
率工作人员撤离桂林，几经周折，安全抵达重庆
八路军办事处。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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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到大连寻菜叶

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当年在中央苏区也是高级领
导人，但他在生活上与群众一样，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他一
生践行“吃饭决不能铺张”。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李克农一面办报，一面搞统战

董必武一生践行“吃饭决不能铺张”

1952年，董老住在大连老虎滩招待所，这是董老第一次
到大连。接待方自然极为热情，对这位党的创始人、党和国
家领导人极为尊重，安排得也很细致周到。

但董必武并不领情，有一次吃饭，吃着吃着董老停下了
筷子，一脸的不解，他让服务员赶快把食堂的负责人找来，负
责人气喘吁吁地赶来了，董老见负责人表情紧张，赶紧笑呵
呵地问，大连的油菜不长叶子吗？

食堂负责人松了口气，明白董老不是责怪伙食不好，脸
色自然了起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长呀！董老和颜悦色地
说，那我吃的怎么全是菜梗不见菜叶子呢？食堂负责人恍然
大悟，笑着说，这是为首长的身体考虑呀，油菜叶子有虫子，
吃了对身体很不利，当然不能给首长吃，全扔掉了。

董老听了后摇摇头，耐心地对食堂负责人说，农民兄弟
种点菜是很不容易的，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咱们可不能糟蹋
农民兄弟的劳动成果啊！菜叶有虫子好好洗洗就可以吃嘛，
有什么问题？食堂负责人很受感动，从此按照董老的要求给
他炒油菜叶吃。

董老第二次到大连时，是 1959 年。当
时国内的经济已经比较困难了，经历过大
跃进后，生产没有搞上去，供应颇为短缺，
市场上很难见到大虾，接待处的同志考虑
到董老年老体迈，需要补养身体，专门为
董老买了两盒虾罐头。董老坚决不肯吃，
对 接 待 的 同 志 说 ，国 家 现 在 经 济 比 较 困

难，我们还能吃大虾吗？一斤大虾能给国
家换回多少钢！

接待处的同志再三要求董老吃，买都买
了，下不为例。董老就是不点头，最后还是没
有说服董老，只得把两盒虾罐头退了回去。
董老特意关照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菜不要多
做，剩下的东西还能再吃，下顿热热再吃。

B 二到大连拒吃虾

董老第三次到大连，发生了著名的“罢
宴”事件。

那天董老去视察旅顺海军基地，看到海
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董老兴致勃勃，心情
也很好，还吟了诗。中午，海军部队出面招待
董老，吃饭前先在饭堂的会客室交谈，到吃饭
时间，海军负责人请董老从会客室步入一墙
之隔的餐厅。

董老在海军负责人的引领之下走进餐
厅，一看餐桌上摆满了酒菜，不声不响地就直
穿过餐厅，走上楼梯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
把房门一关，不出来了。

这下，主人可傻了眼，不知董必武是什么
意思，也不知如何是好，大家站在董老房间的
门口，面面相觑，不敢贸然地去敲门。过了没
多久，董老的秘书推开门，对大家说，中央明
文规定，待客不得大摆宴席，董老很生气，为
什么还要摆这么丰盛的宴席，酒菜堆得这么
高，董老说，不把酒和贵重的菜撤掉，他今天
中午就不吃饭了。

这下，主人们急得头上冒出了汗，大家干
瞪着眼，不知如何是好，就这么愣了一会儿。
基地领导推开董老的房门，趋近躬身向坐在
沙发上的董老赔笑脸，说道，我们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准备，就是准备了一些海味，那是不花
钱的，是战士们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我们有
个潜水中队，就在我们招待所附近驻扎，平时
结合潜水训练，战士们带一个网袋下水，顺便
给我们带一点海味上来，给我们改善改善生
活。大海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靠海吃海，
这不算是浪费。

董老听了这番话，并没有被说服，他说，
他得按国家对领导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至
于战士们改善生活，他不反对，作为部队领
导，应该把改善战士生活放在首位，改善生活
与摆宴席是两回事，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
这样的宴席他是坐不住的！

基地领导人被董老的精神和原则性所感
动，只得把酒和一些贵重菜撤走，这样董老才
答应下楼吃了这顿便饭。

C 三到大连罢酒宴

国民党是吃垮的，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倒
的，董必武强调，共产党今天执政了，决不能
沾染国民党的毛病，特别要注意密切联系群
众，不使自己走到人民群众的反面去。他特
别反对把领导人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的官僚
做法，戒备森严，前呼后拥，兴师动众等等。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生活很艰苦，同志
们考虑到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工作又那样
劳累，有时为他加一个菜，但他常常拒绝，或
把加的菜拿来同大家一起吃。

1933 年，董老是中央瑞金苏区党校校
长，他很关心学员的学习生活。当时生活非
常困难，甚至连食盐都吃不上，为了下饭，学
员只能买点辣椒，在火盆上一烧，放在饭碗底
下，偷偷地吃，因为学校有的领导怕学员多吃
了辣椒会吃坏身体，不让学员搞辣椒吃。学

员没有吃完的辣椒，就包好了挂在树上。
这事让董老知道了，董老没有批评学员，

而是很体谅慈爱地对学员说，我知道没有盐
难下饭，你们可以吃点辣椒，但不要多吃，吃
多了对身体不好。他特意关照炊事员，每餐
给学员准备点辣椒。在延安，董老是中央党
校校长，吃得和学员一样，黄豆、黑豆、高粱加
小米，白菜萝卜汤。

新中国成立后，董老第二次回故乡红安是
在1958年3月，正是春暖花开之时，视察了水
库工地等，中午故乡领导人请他用餐，他看到
桌上摆了八个菜，很不高兴，说，当干部的就是
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搞特殊化，要在勤俭节约
上带个好头，吃饭决不能铺张，一定要从简，菜
不能搞得很多，否则，我是吃不下去的。结果，
按照董老的意思换成了简单的四菜一汤。

D 一生践行“吃饭决不能铺张”

董必武和孙儿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