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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延安》

前言

我心中的延安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掀起中华民族抗曰救亡的大潮。巨浪翻滚，激起多少风流少年
涌向延安。当年我16岁，是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我于1937年12月12日到达延安。    
这是一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青少年。10岁受到“九一八”事变的唤醒，14岁受到“一二·九”运动
的启蒙。还是嘴上无毛的孩子，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唱着《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民
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勇敢地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直接投向抗日救国的战线。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
，开始形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战线是广泛的，容纳了除汉奸以外的全国各阶层各民族的人
民，同时也出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阵营，都在号召抗日。爱国的青少年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哪个阵
营。当时国民党大，共产党小；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近在身边，共产党远在陕北。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草率。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不能犹豫。这是一个勇敢的问题，不能懦
弱。    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我的同学当中，一批人报考国民党中央军校，一批人心向共产党抗日军政
大学。这两批人平时在学校，因为意见相异，时常争论不休。此时，根据各自的意向各投一方，都是
为了抗日救国，倒能握手言别，互道珍重。    当时我们这批进步青少年，比其他同学想得要深刻些。
我们不只是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而且考虑到两个都表示要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是大公
无私真正抗日的，哪个是以抗日为名，仍然坚持一党私利的。我们要救的国是要恢复腐朽的旧中国，
还是要经过抗日建设一个新中国。通过历史的教训和先进理论的指示，我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
的选择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不是只顾眼前，而是想到长远的；
不是逃避，而是迎着风浪上。为此，我们告别了家乡和父母，告别了不能同行的恋人和好友。抛弃了
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异地求学以至国外留学的机会，毅然走向艰苦但充满希望的地方——延安。    我和
同学鲁光钊于1937年11月从杭州经萧山、临浦，搭乘送伤兵的敞车（无篷火车）到九江，再由九江乘
船到武汉。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经过我父亲的学生李克农取得董必武给罗瑞卿的信，介绍我们到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李克农同时告诉我们可以去延安，也可以考虑留在武汉参加一些救亡活动。
正好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两周年，武汉大学在体育场举行纪念大会，请郭沫若、罗隆基、刘清
扬等人到会讲演。我和鲁光钊知道消息赶到会场，到会学生很多，讲演者慷慨激昂，听众无不感动激
愤，鼓掌声口号声震动大地。我俩深受鼓舞。正在想是不是先在武汉参加一段工作的时候，突然大队
武装军警冲进会场，勒令会议停止，武力驱散学生，粗暴地把演讲人赶下讲台。刘清扬不顾干扰继续
讲演，竟被军警撕破旗袍，拖下讲台。一时秩序大乱，我们感受到极大的刺激。这同两年前禁止学生
抗日救亡活动的暴行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救国吗？正是由于对国民党的极大失望
，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决心。第二天，1937年12月10日，我们离开武汉经西安奔向延安。    延安在物质
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热情接待了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没有住处，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饭
吃，节省军粮供应。当时延安天寒地冻，从南方各地来的男女学生，徒步跋涉，没有御寒衣服，八路
军节省战士的棉军服给学生们穿上。这批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年轻人，经
过一段热烈的相处，开始体会到共产党的温暖，初步学习到革命救国的道理，感受到团结紧张严肃活
泼的作风，领略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相信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绝大多数人愿意参加这支革
命队伍，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解放全中国。开始时大家还不知道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以为只
要一两年、两三年就可以取得胜利，我们再回到各地去继续求学或就业。而中国共产党在开始时，受
关门主义影响，似乎也还未想到接受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重要性。抗曰军政大学
、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一批一批地接待学生，三个月毕业，又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像是办“流水
席”。当时一批先进的学生向共产党提出要求参加党组织，却被挡在门外“十万八千里”。    这对于
当时一批心向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对于面对新形势的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关键时刻。我当时是抗大
三期十队的学生，我的班长王德恒是毛泽东的亲戚，经常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我就写了一封信请他转
交毛泽东表示了我们的困惑，可能其他同学也有同样的反映。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
识分子的决定，而且要求很急。以至于像我这样2月入党的新党员，也按照十队指导员提出的名单，
手拿入党申请表找对象谈话发展他入党。我当时深感兴奋，认为这是一个对于共产党的建设十分及时
十分英明十分有远见的决定，也是知识青年追求理想决定命运的大事。    从中国革命的发展来看，中
国共产党必须吸收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从中国知识分子来看，必须投身共产党，
与工农结合，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发挥知识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当时建党16周年（1921—1937年
），在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重视工人、农民，而轻视排斥知识分子都是要失败的。重视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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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延安》

重视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相结合，是党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1937—1938年，是重要的契机，
知识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共产党也抓住了，从而促进了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    
从1937年至1945年我亲身经历了延安的全部活动，包括学习运动、生产运动、整风运动，都是共产党
吸收、改造、融合知识分子，实现工农知识分子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教育、改造、
融合，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本可避免的遗憾，但是并不影
响延安的神圣使命。正如古人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
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也。”过了几十年，回头看延安和延安人，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在延安的生活中出现了
许多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可歌可泣和生动活泼的故事，至今回忆起来，不能不为之激动，为之神往
。    延安是母亲，她用小米和延河水把我们哺养。    延安是熔炉，她用思想的火焰把我们锻炼成钢。   
延安是灯塔，她的光芒指引我们走向胜利和解放。    延安是圣地，是我们永远崇拜永远向往的地方。  
 延安，延安，永驻我的心间！    王仲方    2009年6月于小汤山疗养院    2011年6月再版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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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延安》

内容概要

《永远的延安:我们的青春岁月》内容介绍：当时我们这批进步青少年，比其他同学想得要深刻些。我
们不只是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而且考虑到两个都表示要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是大公无
私真正抗日的，哪个是以抗日为名，仍然坚持一党私利的。我们要救的国是要恢复腐朽的旧中国，还
是要经过抗日建设一个新中国。通过历史的教训和先进理论的指示，我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的
选择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不是只顾眼前，而是想到长远的；不
是逃避，而是迎着风浪上。为此，我们告别了家乡和父母，告别了不能同行的恋人和好友。抛弃了舒
适的生活环境和异地求学以至国外留学的机会，毅然走向艰苦但充满希望的地方——延安。《永远的
延安》是一曲慷慨激昂的青春之歌，一段刻骨铭心的成长经历，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革命圣地，一代
爱国知识青年的精神家园，一位与党同龄的“老延安”的真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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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21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日军政大学、
泽东青干校、延安民族学院教员，华北局社会部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罗瑞卿
部长政治秘书。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文革”中受林彪集团迫害，
被关进监狱五年多。“四人帮”垮台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法学研究所所长，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国家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国法学会会长。中共十三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
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中国法学的现状与展望》、《罗瑞卿的故事》、《炼狱》、《延安风情画》；主编《
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罗瑞卿公安工作论文集
》等。另有大量的文章见诸于报刊。

Page 5



《永远的延安》

书籍目录

序  我心中的延安一、沸腾的古城二、课堂风光三、延安的海德公园四、窑洞——我们的摇篮五、饿
其体肤，其味无穷六、延安式的恋爱和婚姻七、浓郁的文化生活八、马海德大夫的处方九、天天歌声
荡漾十、旖旎的延河十一、延安人的脾气十二、日本飞机来轰炸十三、活跃的大砭沟十四、天生我材
必有用十五、第一次分配工作——学速记十六、苦读是最大的乐趣十七、关山阻隔亲情在十八、改造
身心的生产运动十九、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二十、喜欢群星灿烂，不喜过火斗争二十一、布尔什维克
二十二、荒谬的抢救运动结束语走出熔炉的“三八式”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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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延安》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最冷的时候，单位发来一些木柴，一个窑洞一捆烧热炕。南方人不会烧，北方同学自
告奋勇点火烧炕，夜间满炕热乎乎的，第一次尝到了热炕的好处。有一晚睡到半夜，一位同学觉得太
热了，掀起被子，突然发现被子着火了，炕席也烧着了，炕上铺的石块也烧红了，烟雾弥漫，呛得直
咳嗽。要浇灭它，没有水，大家急中生智，对准起火处撒尿，总算把火扑灭了，只是满窑洞尿臊味，
又不敢把窑洞门打开，只好起来坐着等天明。我是俱乐部（那时叫“救亡室”）墙报编辑，就写了一
篇《炕上的火灾》，大家引为笑料。后来单位发给每个窑洞一个火盆，定量发给木炭，点火取暖。窑
洞窗格都是纸糊上的，割开一格透气，冷暖空气对流，引起纸片震动，成了窑洞音乐之声。窑洞里无
秘密，大家坦诚相处，无所不谈。有一次恰逢礼拜天夜间我值班巡逻，沿着山沟一排排窑洞走过。延
安实行礼拜六制度，夫妇团聚后礼拜天回来。夜深了女同志的窑洞里传出一阵阵笑声，我驻足细听，
原来是同窑洞的没有结婚的年轻女同志，问刚同丈夫聚会回来的年纪较大的女同志，礼拜六是怎么过
的？问得很具体，毫不害羞，答者也毫无保留，逗得大家笑成一团。连这样的话都公开，窑洞还有什
么秘密。在窑洞里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想不到连女孩子出嫁时妈妈交代的初夜知识在窑洞里也能学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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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的热情欢迎。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发行，以满足广大读
者的期待。这也是我作为一位老党员，向党诞生90周年的献礼。    2006年我出版了新书《炼狱》，回
忆“文革”中被关押在狱中的经历。许多读者来信问我，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挺住了严酷的迫害？我
想来想去，还是要归功于当年延安给我的教育和锻炼。在回想中，延安生活的画面一幅一幅再现眼前
，于是动笔描绘下来，写成了初版时的《延安风情画》。延安是伟大的、壮丽的、丰富多彩的，我只
是延河里的一滴水，所见所闻，非常有限。加上时过七十多年，老眼蒙胧，只是尽我心愿而已。    在
写作中，受到许多热心朋友的关注。到过延安的同志说，读了我描绘的画面，好像回到当年；没有到
过延安的人看了，说是有如身临其境。这对我实在是莫大的鼓励，衷心感谢给我鼓励和指教的同志：
柯岩、贺敬之、刘祖禹、许保家、张贻玖、潘嘉钊、高兴国、佟静秋、李恢强诸位。我的爱人史洛明
与我共同经历了延安时期的全过程。此次再版时，收入了她所写的《我革命人生的奠基石》和《毛主
席给我题写“天天向上”的经过》两篇文章。    本书再版得到了王刚同志的关心和中国文史出版社的
大力支持。本书选用的照片，除自己保存的部分外，另有一部分出自延安的老同志徐肖冰、吴印成、
沙飞的作品。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本书初版时在装帧设计方面得到郝大勇、黄小双的大
力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作者    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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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永远的延安:我们的青春岁月》：一曲慷慨昂扬的青春之歌，一段刻骨铭心的成长经历，一个富有浪
漫气息的革命圣地，一代爱国知识青年的精神家园，一位与党同龄的“老延安”的真情回忆。与延安
同时代的“三八式”，哪一个不是经过千锤百炼？直到今天，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已成正果，为马克
思所笑纳。幸存者无多，也已是白发苍苍，老骥伏枥。面对长流不息的延河水，仰望巍巍的宝塔山，
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回荡着：我们是无愧的延安人！延安精神万岁！那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青春、也不仅
是那一代人的青春、那更是一个他们所投身的政党、从赢弱少年走向强健青年的青葱岁月、就在延安
我心中的延安。沸腾的古城课堂风光延安的海德公园窑洞我们的摇篮饿其体肤，其味无穷延安式的恋
爱和婚姻浓郁的文化生活马海德大夫的处方天天歌声荡漾旖旎的延河延安人的脾气日本飞机来轰炸活
跃的大砭沟天生我材必有用第一次分配工作，学速记苦读是最大的乐趣关山阻隔亲情在改造身心的生
产运动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喜欢群星灿烂，不喜过火斗争布尔什维克荒谬的抢救运动走出熔炉的三八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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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现在的出版物
2、没课的时候看看书，就会发现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充实的，快乐的。
3、那个年代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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