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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曾于1937年9月29日至1938年9月9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委

托，考察甘青两省的教育情况，1948年6月 17日至12月7日，受兰州大学

校长辛树帜之邀到兰州大学讲学，他两次在甘期间共计约500天，据研究

者粗略统计，其间至少留下了4780幅书法作品。

顾颉刚是书法名家，又有一颗仁者之心，几乎有求必应。1938年初，

他在甘肃临洮主持“小学教员讲习会”，其间很多学员和地方人士前来求

字，1月28日“为人写屏、联近百事”，不胜劳累。于是他的同事建议他以

收费来限制，可是仍不管用。终日不停，一日近百件，接连几天给学员写

屏联，合计逾500件。1938年2月，又写了四五百件。1938年4月28日，离

开陇西时为陇西师范学生写字百余件，直至夜半。

顾颉刚走到哪里，都有人向他求索“墨宝”，哪里的宣纸便价格飞涨，

甚至脱销，也成为坊间美谈。看他在1938年 6月 13日日记：“（临潭）旧

城宣纸本每张三角，予至后连日续涨至一元，升至一元三角，亦售罄；日

来求书者多用连史纸等代之。今日有人从岷县购纸回，本钱三角而卖

一元。一转手便获大利。”7月11日，顾颉刚来到甘肃夏河，这个小小县

城的宣纸马上告罄，于是求字者以绸代纸。顾颉刚1948年 6月第二次

来甘，求字者仍络绎不绝。为了专心讲课与研究，他先是限定每周二、

四、六上午十至十二时写字，其他时间不动笔，继又收费，后来干脆宣布

从8月开始停止为人写字。但即使如此，也挡不住一些人的百般请托，

使得兰州宣纸价格顿涨。

1948年8月16日，顾颉刚在给远在江苏的妻子张静秋的信中说：“有一

位靳重言君，从青海来要我写字，走了好几家纸铺子，找不到好的宣纸。原来

兰州存留的宣纸，从我来后已给人们搜买一空了。从前有‘洛阳纸贵’，现在

竟‘兰州纸空’，也是一段有趣的新闻。” 崔鹤同 据《人民政协报》

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

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

1921年，小蔡元培25岁的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与蔡元培研究《红楼

梦》的观点截然对立。他毫不客气地把矛头对准了蔡元培，说蔡元培的索隐

是牵强附会的，是“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认为蔡校长的研究走错了路。

胡适受聘北京大学为教授，是蔡元培破格录用的。两人交往密切，彼此

相互关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蔡元培对胡适的才学很是欣赏，大力提携这

位年轻后进。1918年8月，他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一书作序。可

以说，蔡元培成就了胡适，胡适也成就了北京大学。但在《红楼梦》研究这一

问题上却缺少共识，观点截然对立，直至最后成为论争的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树立考据派的地位，曾到处

寻找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胡适“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

蔡元培也帮助胡适四处寻找此书，后来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这次，胡适

“得来全不费功夫”了。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

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胡适驳斥蔡元培的学术观点，蔡元培不但没有严词反驳，而且还主动帮

胡适找驳倒自己的证据，蔡元培这种举动无异于“涨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

风”，却又恰恰彰显出他的雅量。后来，胡适不止一次与人提到了这场争论，

他颇有感慨地说：“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

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并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

“蔡胡之争”持续多年，尽管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但蔡元培倾力为胡适找

书，支持胡适考证的举动却尽显大家风范。时人称赞：“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

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几人能有？这种容纳异己的雅量，这般尊重学术自

由思想的卓见，可谓实属罕见。” 张雨 据《人民政协报》

李铁夫：战斗在天津的朝鲜共产党创始人

李铁夫，朝鲜人，原

名韩伟鉴，1901年出生，

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1928年在河北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化名

李铁夫，因秘密工作需要

对外化名杨先生。他忠

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

事业。毛泽东曾称赞他

“是英雄、有豪气！”

王保彦 李红军

1914年，李铁夫进入朝鲜爱国主义者创办的五星中学。当时学校的爱国反日情

绪浓厚，在开展学生活动中他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国者。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民族

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为了组织、推动学生运动，他多方联系朝鲜独立运动的前辈。

在 1919 年 3 月的朝鲜全国反日大游行中，他作为青年学生独立运动的主要负责

人，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与日本警察英勇斗争。由于被通缉和搜捕，他不得不流

亡，在上海作短暂停留。1920年李铁夫去了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其

间大量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工人运动方面的

书籍，组织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并积极参加学校的学生斗争，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信仰。

1924年，李铁夫回到朝鲜后，参与了朝鲜共产党的创建，1926年当选为朝鲜共

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由于叛徒出卖，朝鲜共产党遭受较大破坏，1928年 2月李铁

夫再次流亡上海。这年秋天，共产国际宣布朝鲜共产党解散，按照共产国际第六

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党员移居他国后应加入该国支部的规

定，李铁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属于顺直省委。1931 年秋他担任党的外围组织

——北平反帝同盟的党团书记。为了更好的工作，他刻苦学习汉语，后来不仅能

用汉语写政论文章，而且还能吟诗作赋。

李铁夫担任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时，对党的工作认真负责，努力钻研

革命理论，关心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工作成果。由于他积极开展抗日宣

传和组织建设，1932年底被任命为河北省委宣传部长。任职期间，他十分

重视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认为当时党内热心工作的同志不少，

但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还需提高。因此他主张，党的队伍要精干化，要加强

理论修养。他曾说：“河北省委要是有十几个像样的、懂得马列主义的人，

就能使河北省的斗争形势出现一个新局面。”在对待别人的错误时，他采取了

非常慎重和客观的态度。

李铁夫和夫人张秀岩在工作中注重组织引导群众，开辟新的工作领域，

进行抗日统战工作，领导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天津各界救国会等抗日

救亡的群众团体。一二·九运动中，李铁夫等人组织领导参加了天津爱国学

生一二·一八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和抗日救亡大会，为推动反帝爱国起了积极

作用。他们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创办了《华北烽火》《天津妇女》

《民众抗日救国报》等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并从国外报刊上选择红军长

征的消息翻译刊发。他还组织青年学生，给他们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

高思想觉悟。他们省吃俭用，资助党内其他同志，曾为了给刚营救出来的党

员买衣服，当了仅有的大衣。

1933年10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李铁夫写了大量文章总结

白区工作问题。他认为：必须注重日常斗争，和群众打成一片，在民主的基

础上抓住群众最迫切的需要并归纳统一起来，方能真正发动斗争并不断前

进，否则，结果就是脱离群众的盲动。

1936年，刘少奇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肯定了李铁夫

的正确意见，任命他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

1937年5月，李铁夫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会上他两

次发言，批评白区工作中的错误，得到毛泽东称赞，“有两种人，一种是夸

夸其谈，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

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刘少奇、李铁夫还有许多同

志是后者的代表。”

当时，中央考虑李铁夫身患肺病，准备让他留在陕甘宁西北局边工作边

治病。可是，他不幸染上伤寒，1937年7月10日病逝于延安，年仅36岁。李

铁夫逝世后，党中央还专门为李铁夫立碑，碑文是：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李铁夫同志之墓。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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