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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昆 仑 ：纵 思 为 党 竭 忠 诚
 王王 晋晋

王昆仑出生时王家是无锡八大望

族之首。1926 年王昆仑的父亲王心如

在鼋头渚充山南麓购置土地 72 亩，建

造太湖别墅。20 世纪 30 年代初，王昆

仑在这里寓居长达 10 个月，潜心研读

国 内 外 革 命 著 作 ，联 络 进 步 青 年 建 立

“读书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万方楼背山面湖，依山而筑，上下两

层，面阔三间，顶如三只方亭屹立于崖旁，

四周绿树掩映，幽雅宁静。站在二楼平台

眺望，远处隐约可见湖中七十二峰，近处

秀丽的三山薄雾缭绕，当年于右任赋诗描

绘这里的奇妙景观，“月从水底出，船自天

上来”。万方楼原是王家休养和接待宾客

的居室，1931年，王昆仑引用杜甫《登楼》

中“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之

意，将此楼命名为“万方楼”，饱含了忧国

忧民之情。以贯彻中共中央《八一宣言》、

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主题的“万方楼

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1935年 8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文委决

定，上海、南京两地的读书会骨干等抗日

救国活动分子在无锡鼋头渚万方楼召开

会议，出席者有钱俊瑞、王昆仑、孙晓春、

曹亮等，无锡读书会也派代表参加。参会

人员以王昆仑的亲朋好友来此避暑消夏、

品尝水蜜桃为由，三三两两从江浙沪一带

陆续抵达，与会者共30余人。会议传达了

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

神，交流了各地读书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

情况，一致同意在上海、南京筹备成立救

国会，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参加万方楼会议的人员没有料到，

他们的行踪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

注意，王昆仑更是被列入了监视、暗杀的

黑名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命沈醉率领

一个行动小组，早早赶往无锡布置、监

控，妄图伺机一网打尽。沈醉在《我这三

十年》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这位王委

员（指王昆仑）将在无锡的鼋头渚太湖别

墅请客，他名义上是请客游园，实际上是

要召开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去的

客人都是反蒋革命人士，并有中共地下

党领导人参加。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

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

的时候。”幸好沈醉未能进入他们的活动

范围，难以探及真实情况，再加上王昆仑

在国民党内的特殊身份，参会其他人员

也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沈醉未敢轻举

妄动。

王昆仑作为万方楼的主人很好地组

织了这次会议，三天的会议虽然遭到国

民党军统特务的跟踪，但始终未受到干

扰破坏，取得了预定的效果。“万方楼会

议”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二、组织万方楼会议

王昆仑是有名的“江南才子”，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诗人，更是追
求真理、为理想奋斗的战士和斗士。1922 年，王昆仑由孙中山介绍加
入中国国民党，1933 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王昆仑
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民革中央

副主席、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团结报》首任社长等一系列职
务。

2022 年 8 月 7 日，适逢王昆仑 120 周年诞辰，值此之际，本版策划
《王昆仑：纵思为党竭忠诚》一文，邀请相关专家撰文纪念，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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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1902 年 8 月 7 日生于河北保定，少

年时期随父母寓居北京，1917 年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王昆仑在北大学习期间正

是蔡元培任校长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

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为王昆仑以后走上致力

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

影响。1919 年，当时只有 17 岁的王昆仑，是北

京大学五四爱国运动的风云人物和学生领袖之

一。

1922 年，王昆仑作为学生代表南下，在上海

三次拜见孙中山并亲聆其教诲，并于当年底在

孙中山介绍下加入国民党，成为北方第一批国

民党党员，也由此被视为“国民党元老”。

1923 年夏，王昆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应聘

为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在此与老舍、范文澜

等共事，著名戏剧作家曹禺和著名学者冯至等

则是他那时教过的学生。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王昆仑作为孙中

山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参与治丧活动。是年王

昆仑在北京中山公园与邓颖超初次谋面，从此

开始了与邓颖超、周恩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

往。

1926 年 初 ，王 昆 仑 南 下 从 军 ，担 任 黄 埔

军 校 潮 州 分 校 政 治 部 总 务 科 科 长 兼 政 治 教

官 ，被 授 予 中 校 军 衔 。 当 时 蒋 介 石 任 潮 州 分

校 校 长 ，周 恩 来 任 该 校 政 治 部 主 任 。 那 时 的

王 昆 仑 是 孙 中 山 三 民 主 义 的 忠 实 追 随 者 ，在

校 主 讲 三 民 主 义 兼 校 刊 主 编 ，曾 发 表 文 章 强

调“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

会 主 义 ”。 同 年 7 月 ，王 昆 仑 加 入 北 伐 军 ，在

攻 克 南 京 后 担 任 了 国 民 革 命 军 总 政 治 部 秘

书长。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王昆仑认

识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彻底背离了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愤而辞职，投奔孙科、李济深，

从 那 时 起 王 昆 仑 被 国 民 党 内 外 视 为“ 太 子

派 ”。 后 王昆仑返 回 江 苏 任 国 民 政 府 立 法 委

员，并奔走于南京、无锡、上海之间，开始在国

民党内部从事反蒋斗争。

1928 年初，在胡汉民、孙科、李济深等人的

扶持下，由王昆仑任主编的《再造》旬刊和《民

生日报》在上海创刊，王昆仑撰写了两万余字

长文，希望再造国民党为真正践行三民主义的

政党，但《再造》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刊

物，王昆仑的梦想破灭。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为探索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1932 年王昆仑回

到故乡无锡，在潜心学习、认真研读马列主义著

作的同时，出资创办了进步报刊《人报》，亲撰发

刊词并以“大鱼”等笔名发表文章，宣传抗日爱

国思想，其中《问无锡青年》《朝鲜的光荣与中国

的耻辱》等影响较大。

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和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鲜明对比，使王

昆仑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拯救中华民

族。1933 年，王昆仑冒着巨大的风险毅然秘密

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的光荣道路，成为直接接受周恩来、董必武领

导的，长期战斗在国民党高层的中共党员。时

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

员的王昆仑，以自己的合法身份、社会交往和历

史关系，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其他

爱国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掩护和营

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及进步青年等做了大

量工作。

“在家忧国书生事，临水登山节士心”，是王

昆仑当时的自我认识和定位，是他对理想信念

和追求的抒发与表达。

一、临水登山节士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昆仑积极投身

抗日救亡大潮。9 月，他和潘汉年陪同

沈钧儒参加南京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

大会，随后在无锡举办讲座，掀起无锡抗

日救亡热潮。南京沦陷后王昆仑随国民

党政府迁到武汉，1938 年初，他同沈钧

儒、邹韬奋、陶行知等联名发起创办《全

民抗战》三日刊，以鼓舞全民斗志。

1938 年，因受时任中苏文化协会会

长孙科器重，王昆仑担任协会常务理事

并任秘书主任主持协会工作。在重庆他

直接领导了《中苏文化》的复刊工作，自

任会刊委员会主任并发表了《论抗争的

五月》等政论文章。

1941 年 1 月，王昆仑在周恩来的支

持下，与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同志在

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

“小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

抗战、推进民主革命。他还秘密筹办并

主编了《人民观察家》，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和主张。

1943 年，王昆仑与谭平山等同志发

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

内部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加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王昆仑与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和准备内

战的路线，进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公开

斗争。在审议军事报告时，王昆仑站起

来连提三条质询，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

勾结日伪、制造分裂、策划内战的阴谋，

引起很大震动。台下的特务们应声高

喊 ：“ 他 在 作 共 产 党 的 传 声 筒 ，轰 他 下

去！”“拉出去枪毙！”接着，场外还有人朝

天鸣枪。王昆仑不慌不忙、义正词严地

大声说：“我为谁张目？我为全国四万万

同胞张目！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夺取最

后胜利而呼号！你们是什么人？要枪毙

我？好啊，有种走上来！”说完王昆仑昂

首走出会场。但大会选举时，王昆仑的

名字却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的名

单中被勾去。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社会，国民党元

老于右任诗赞其“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

成名天下闻”，毛泽东也赞扬其“言人之

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殊可钦佩”。

王昆仑的行动使蒋介石集团非常忌

恨，将其列入黑名单。经组织同意，1948

年 1 月王昆仑带着女儿王金陵赴美，名

为考察，实为避难。在美期间，他一直协

助冯玉祥在旅美华侨和留学生中开展反

蒋民主活动。1949 年，王昆仑回到东北

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当选

为全国政协常委。

三、投身抗日救亡大潮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

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王昆仑登上天安门

城楼观礼。新中国成立伊始，王昆仑被任命为

政务院政务委员，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在国家

政治生活中努力发挥作用。他历任第一、二、

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副市长，

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民革第二、三、四届

中央常委和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及

第六届中央主席等职务。

1953 年下半年起，王昆仑参加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讨论修改工作。1955

年起王昆仑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并长达 12 年之

久，为北京市的文化、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在他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北京京剧工作

者联合会成立，梅兰芳、马连良等一流艺术家

和许多戏剧工作者参与其中。王昆仑对北京

的文物发掘和整理工作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明

十三陵定陵发掘时他多次到工地召开现场办

公会议。王昆仑重视调查研究，曾多次到北京

郊区通县的张家湾镇调查，帮助当地发展经济

和文化，帮助张家湾镇建立文化馆，还把自己

的一些图书无偿赠送。

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领导，一直十分关心

和重视民革的自身建设。他在一次讲话中强

调，必须坚守《共同纲领》，划清敌我界限，吸收

进步分子，拒绝反动分子，充实骨干组织，继承

和发扬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把民革

建设成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新

型政党，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王昆仑还指出，

巩固与发展组织应坚持相一致与相结合的原

则，不巩固就不能发展。这篇讲话在《人民日

报》全文发表，为民革制定正确的组织方针奠定

了基础。

1956 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

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时任民革中央

宣 传 部 部 长 王 昆 仑 的 提 议 下 ，《团 结 报》问

世。王昆仑担任《团结报》首任社长，他在谈

到给报纸取名为“团结”的意义时说：“‘团结’

是毛主席的一贯战略思想，干革命，搞建设，

总是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他要求报社编辑人

员从爱国主义入手，以爱国主义为基调，办好

报纸。

1981 年 12 月，79 岁高龄的王昆仑当选民

革中央主席，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民革认真

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制定和实施了

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祖

国和平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王昆仑十分

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他通过撰写诗文、发表谈

话、接待回国探亲观光的海外故旧等，呼吁台

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为完成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伟业积极贡献力量。

四、革命建设重团结

王昆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活

动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他在

文学方面造诣深厚，颇有建树，特别是关于《红

楼梦》的研究，在文化界、学术界很有影响。

王昆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源于母亲侯受

真（江南才子侯翔千之女）的熏陶。他的旧体诗

词和新诗都很出色：长诗《歌唱东西长安街》充满

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狱中吟诗“纵思为党竭忠诚”

（《纵思为党》）、“革命许身终不二”（《心上人

间》）、“秋深明艳向朝阳”（《书愤》）等，体现了坚

定的革命信念；《哭董必武老》《悼念周恩来总理》

《悼念朱德总司令》《悼念老舍先生》等，表达了对

老领导、老战友的痛悼；《送爱女金陵下放扬州农

村诗三首》，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发表在《北

京日报》的绝句十四首《山河新貌》，笔墨中流淌

着对家乡的怀念和对家乡人民的深情。这些诗

多由其女王金陵编入《王昆仑文集》。

邓颖超为《王昆仑文集》作序：“王昆仑同

志是个斗士，也是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从

金陵编选的《王昆仑文集》中，不仅可以看到

昆仑对真理的一往情深、执着追求，还可以读

到《红楼梦人物论》等潇洒风流的文学作品。

尤其重要的是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甘做无名

英雄，长期埋头工作，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知识

分子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心路历程，对于当代

青年，对于后人，都是不无教益的。”

王昆仑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红

楼梦人物的人。20 世纪 40 年代，他在重庆以

“太愚”为笔名，在《现代妇女》杂志上陆续发表

了一组评论红楼人物的文章，受到周恩来的关

注和赞赏，《新华日报》作了报道，这让王昆仑很

受鼓舞，在其后的四年内继续陆续发表。这组

文章共 19 篇，1948 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以

《红楼梦人物论》出版发行，后修改合并为 14 篇

在《光明日报》上重新发表，1983 年再次修改并

增补为 17 篇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国内外享有盛

誉。

在《红楼梦人物论》中，王昆仑从政治、思

想、历史、道德、美学等角度，对《红楼梦》中的人

物进行全方位分析和描绘，视角独特、剖析深

刻，文辞精当、惟妙惟肖，其深刻的思想性、精湛

的艺术性，深深吸引了一大批读者，也一举奠定

了王昆仑在中国红学研究和在近代文坛上的地

位。毛泽东对王昆仑关于红楼梦人物的研究评

价甚高，他不仅在重庆谈判时当面赞扬王昆仑

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写得好，而且在新中

国成立后谈到《红楼梦》的研究时曾说，历史上

研究《红楼梦》的著名专家有蔡元培、胡适等人，

如今又有新“红学”家王昆仑、何其芳、周汝昌等

人。

王昆仑致力于将《红楼梦》搬上舞台和银

幕。应北方昆剧研究院之请，他和女儿王金陵

合作创作了昆曲剧本《晴雯》，反映《红楼梦》中

反奴性、争民主的精神。1963 年 8 月周恩来亲

往观看试演并提出修改指示，同年 9 月《晴雯》

一剧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公演，获得文化界

人士的赞赏和观众的好评。

王昆仑曾任《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顾问

和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20 世纪 80 年代初《红

楼梦》电视连续剧开拍时被推举担任总顾问，还

推动了曹学（曹雪芹）的研究。1962 年周恩来

任命王昆仑作为纪念曹雪芹逝世 200 周年系列

活动的负责人，1963 年下半年王昆仑与何其芳

共同倡议并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 200 周年系列

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增进了与外

国文化艺术界的交流。

王昆仑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光荣的一

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的一

生。如今，在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里，太湖别

墅的七十二峰山馆和万方楼作为“王昆仑故居”

布展对外开放，设“王昆仑生平事迹展览”“万方

楼会议旧址”“王昆仑与红楼梦”三个展馆。作

为民革党史教育基地、江苏省统一战线传统教

育基地、无锡市党史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王昆仑故居这一宝贵的红色历史

文化资源，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激励人们

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民革无锡市委会）

五、扩大中华文化影响

王昆仑

位于鼋头渚太湖别墅七十二峰山馆的王昆仑故居

万方楼会议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