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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乡的情从书名说起（代序言）本书是黄炎培先生的家乡为介绍先生不平凡的一生而作的大胆尝试。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川沙城厢镇（现为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人。
黄炎培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和新文
化运动的热情战士，民盟、民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
他88年的人生历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和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与中国共产
党共度时艰、共襄盛举，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黄炎培先生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果，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
浦东热土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一个体现。
浦东是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社会各界以黄任老称之，表示对他的尊敬）的家乡，家乡的人民以十
分崇敬的心情关心先生的各类著作、书籍、报道及文章，得到之后认真阅读、研究，并视为珍品予以
收藏。
但遗憾的是，在新华书店众多的名人画传中，找不到一部专门介绍黄任老的画传。
作为黄任老的家乡，有责任、有义务来填补这一空白，以表达家乡对先生的崇敬之情。
一、书名的由来早在2004年8月，浦东新区相关单位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着手筹划黄炎培画
传的编修工作。
当时参加这一工作的成员除了我之外，还有陈伟忠、徐汇言、高震陵，以及市政协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宋立桐同志。
大家在广泛收集各类史料的基础上，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形成了坚持“存史资政”的方针和“四个突
出”的共识：把事实说准、将史料用活、纪念先贤、激励来兹；突出现实宣传教育意义，突出党外人
士楷模形象，突出浓醇深厚的文化底蕴，突出图文并茂新颖风格；尊重客观，注意全面，把握重点；
为打造文化浦东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服务，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事业服务。
在明确编辑指导思想的同时，大家也感到，大量珍贵的史料中，除了黄任老的著作、各个时期的大量
照片外，还有数量多达二千余首的诗作，特别是黄任老的诗词作品至今还鲜为人知。
虽曾有人评价黄任老“文不如诗，诗不如联，新诗不如旧诗”，可其文章在同龄人中是屈指可数的，
这样的评价可见黄任老的文、诗、联，特别是古诗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界。
黄任老一生写诗二千多首，其中新诗体代表作《马克思颂》，从构思、段落、旬式及其感情等方面，
独具匠心。
《马克思颂》不仅抒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情，更生动地折射了黄任老崇高的思想境界。
对《马克思颂》这一新体诗，黄任老曾请教过毛泽东，并对毛泽东说：“曾考虑写旧诗，但是要把这
些资料吸收进去，除非长古，又恐了解者少。
”他还对友人说：“我们改写解放诗，不是好新，更没有厌旧，只是感到旧诗太脱离群众了，写出来
很少有人懂，连受过教育的也不一定懂。
”可见，如此丰富的珍贵财富，仅仅编辑一部画传是远远不够的。
为此，编辑小组的同志经充分研究，决定大胆创新，编修一部《黄炎培诗画传》，把黄任老一生中的
亮点奇葩通过文字、照片、诗歌的形式充分展示出来，以达到博采精编的要求。
基本思路形成后，2005年6月，我与陈伟忠、徐汇言、高震陵三位同志又专程前往北京，听取有关专家
的意见，尤其是黄任老亲属的意见。
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朱宗震老师——一位专门研
究黄炎培思想的浦东同乡，就《黄炎培诗画传》的编辑问题作了认真而又热烈的探讨；紧接着，又上
门拜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黄任老一的第三代孙黄孟复以及黄任老的四公子黄大能先生。
交谈中，黄孟复副主席不仅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而且马上用星期六休息时间，把在北京的黄家后代
召集在一起，具体研究如何配合的问题。
 二、总体结构的形成 经深入研究，反复斟酌，诗画传的总体结构曾设计了多个方案，最后确定通过
十个部分来展示黄任老的光辉形象。
十个部分的内容具体为：（1）深情爱国爱乡，壮志振兴中华；（2）追随中山先生，参加“五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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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3）探索教育救国，倡导职业教育；（4）宣传抗日救国，投入救亡运动；（5）一册《延安归来
》，诤言震古烁今；（6）坚决反对内战，致力人民民主；（7）共商建国大计，弘扬团结民主；（8）
赤心建言献策，真诚合作共事；（9）家风清白刚方，家教情深意殊；（10）杰出的活动家，人民的好
公仆。
诗画传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实践领域综述传颂黄炎培先生与时俱进的辉煌人生，反映人杰地灵的浦
东大地上出生了这样一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精神风貌。
诗画传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有关纪念活动说明，为国家、民族、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文明世界珍视
他、尊重他，大家不会忘记他，人民永远缅怀他、纪念他。
 三、编修重点的把握 黄任老的一生经历了从清王朝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好几个历史时期，
其辉煌的人生为历史留下了如此丰富珍贵的史料，为编修小组提供了博采精编的基础。
在制订好诗画传总体结构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把握好编修重点，是工作小组着重思考的问题。
经过对大量史实的分解提炼，编修的重点放在“五四”运动、抗战时期、建国前后，这是黄任老一生
的重心、巅峰和亮点。
从出生背景和成长历程的角度看，内史第和浦东兴学、浦东同乡会、职业教育等都不能忽略。
但纵观黄任老的一生，从“五四”运动、抗日救亡、反对内战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到参与策划和建
立人民政权、勇于善于建言献策，到做好自家政府的官等等，都体现了黄任老富有本质意义的特点与
特性。
在此期间，他历险艰难，与时俱进，在中国政治旋涡里和舞台上参与创立了两个民主党派，从事有益
于人民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社团活动，在工商界的中上层人士中带了一个好头，把职业教育推向了一
个新阶段；延安窑洞与毛泽东关于民主周期率的“窑洞对”，更是黄任老独具慧眼的“警世恒言”，
可与传扬千古的诸葛亮“隆中对”媲美。
以上例举都是黄任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贡献，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力传承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浓墨重彩、博采精编并“古为今用”的章节，以利于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明确总体结构与编修重点的前提下，具体操作中，将“诗”、“文”和“图”三大块自然结合，相互
搭配，以“图”配“文”配“诗”，以形象和实证手段为“诗”、“文”增色，实现“图文并茂”，
互相辉映，情景交融，成为一部有创新理念的诗画传，把家乡浦东对黄炎培先生的深深怀念变作一件
有深远意义的实事。
 唐国良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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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炎培诗画传》主要内容包括：黄炎培一辈子关心家乡建设，兴学、办厂，编纂方志，誉扬浦
东文化。
家乡人民也一直景仰、怀念这位先贤。
这本诗画传，就是浦东学者在编写关于先生多种传记、文集、纪念集之外的又一佳构。
这也是先生不朽的又一明证。
先生一生写诗二千多首，其诗初学温李，继而寝馈李杜，意味隽永，音调铿锵。
《黄炎培诗画传》以其重要活动为线索，将诗、图有机结合，以图配诗。
可以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世人进一步了解黄炎培先生的辉煌业绩，了解先生在诗作方面的非凡成
就，必有重要的推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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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熊月之大仁大勇，大智大慧（序言）唐国良家乡的情从书名说起（代序言）第一部分 深情爱国爱乡壮
志振兴中华第二部分 追随中山先生参加“五四”运动第三部分 探索教育救国倡导职业教育第四部分 
宣传抗日救国投入救亡运动第五部分 一册《延安归来》诤言震古烁今第六部分 坚决反对内战致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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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民族产业发展环境日趋恶劣，生存空间一再受到挤压
，职业教育事业也随之面临重重的危机，职业教育何去何从？
面对这种境况，黄炎培深深地感觉到：第一，只从职业学校入手，不能发达职业教育第二，只从教育
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第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由此，黄炎培认为：办职业学校的，要同时和教育界、工商界努力沟通与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
时必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运动。
对于这种别具新意的教育方针，黄炎培大胆地名之曰“大职业教育主义”。
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明确提出，其思路已经十分清楚，“教育救国、职教救国”此路已不通
，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职业教育只以解决生计为本”，它需要有一定的政治保障与良好的社会环境。
由此，黄炎培改变初衷，并且十分果断地抛弃“教育救国”和“职教救国”的幻想，把原来职业教育
“为社会服务之预备”的目标重新解释为“为民族谋独立与繁荣”，故而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
思想则以社会进步作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
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要用“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
还须从大处着眼，从实处着手，把这种精神渗透到职业教育中间，才不失为复兴中华民族切要的工作
”。
不仅如此，黄炎培还将从不让参与政治活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社方针改变为：“以后应为加入政治
活动，以增实力；并以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
”其合作的目标“往远处说”，是实现一个民主幸福的社会，在那里真正做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
乐业”；“就近处说”，在于以最高的积极性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
黄炎培还确信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
人群理想。
反过来讲，也有赖职业教育的努力，吾们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国家社会才能加速实现。
”1933年3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夜校、晨校、通问书塾与业余图书馆合并为“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
”，随后又开办了第二、第三、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
在社会上为职业补习教育大造声势。
补习的对象，在城市中从学校学生转向工厂学徒、商店店员等职业青年。
这一转化，一方面表明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加强了社会性；另一方面，黄炎培认识到黑暗的旧中国根本
无法实现“使人人有业”的目标，因此转而在“使人人乐业”上下功夫。
这项工作由于开辟了向人民群众传授新知识的渠道，符合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而且它又成为动员群
众、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条重要途径，从而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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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黄炎培诗画传》与读者见面了。
关于《黄炎培诗画传》的编辑情况，唐国良同志在《家乡的情从书名说起》的代序言中已详尽叙说，
这里不再赘述。
但是，我们感到在《黄炎培诗画传》编辑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为《黄炎培诗画传》的出版同样倾
注心血和付出劳动的各级有关方面领导、黄炎培的亲属以及提供资料照片与信息的诸位同志，他们为
《黄炎培诗画传》的顺利出版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
黄炎培的一生，是神奇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与时俱进的一生。
黄炎培先生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伟大的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国职业教育的先
驱，也是近现代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文学家。
在黄炎培曲折离奇的革命生涯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和活动照片以及文字信息资料还没有挖
掘出来，因而给编辑《黄炎培诗画传》增加了很高的难度。
特别是20世纪初期黄炎培参加社会活动的各类史料、照片，黄炎培与家人的生活照片、书信、发表的
文章等，一时无从查找。
于是，我们一方面求助于黄炎培的亲属黄万里、黄大能、黄学潮、黄方毅、黄当时、黄孟复等，请他
们提供帮助；另一方面我们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民建、民盟等相关组织联
系，请求他们的支持与关心；再者有些重要章节需用照片而暂时无法征集到的，我们就将著名画家李
琦在1998年黄炎培诞辰120周年时为黄炎培先生画的肖像画，著名画家李人毅的《肝胆相照》——毛泽
东与黄炎培谈话的照片用在画传中；另外我们又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曹舒天、奚文渊等画家作画以
丰富《黄炎培诗画传》的图片内容。
我们对上述画家给予《黄炎培诗画传》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黄炎培诗画传》的编著工作中，我们得到了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中共浦东新区区委统战部
、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理署、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观}阑小学、浦东中学
等单位领导的支持与关心，我们还得到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胡忠泽、吴仲信、生杰灵、吴贤忠、周国
平、马开年、方孟梅等同志和浦东中华职业教育社陈志龙、奚剑鑫、陈金虎、杨正德、夏友梅、罗勇
敢等同志以及黄炎培故居管理所、浦东文史学会的吴俊、祝龙珠、张莱蕾、张燕华、徐文昶、周敏法
、陈秋平、陈卫宏等同志的热心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编著者水平有限，谬误及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赐教
。
编者2010年9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炎培诗画传>>

编辑推荐

《黄炎培诗画传》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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