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人物春秋

顾 贺龙省下 自己的口 粮送给他
,

使周素园热泪

盈眶
,

勇气倍增
,

也深切地体会到红军
“

解衣衣

我
,

推食食我
”

的阶级友爱之情
,

更坚定了他跟

共产党走的决心
。

在陕北
,

周素园除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员
,

自

己编写教材
,

给红军战士讲授历史外
,

主要是做

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

西安事变后
,

他为

了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形成
,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

先后给国

民党要人何应钦 贵州兴义人
、

张学良
、

吴忠信
、

朱绍良
、

谷正伦 贵州安顺人
、

王伯群 贵州贵阳

人
、

冯玉祥
、

张道藩
、

张继等数十人写信
,

希望他

们以民族利益为重
,

一致对外
,

联共抗 日
。

抗 日战争爆发后
,

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

高级参议
。

他兴奋异常
,

准备跟随八路军一道

东渡黄河
,

奔赴抗 日前线
。

为此
,

他给远在贵州

的家人写下 了愿为抗 日而献身的遗书
。

但是
,

由于他足疾复发
,

生活几乎不能 自理
。

党组织

和同志们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

又使他

深为不仅不能上前线杀敌
,

反而
“
坐享优待

”

而

不安
,

他不愿意 自己成为革命队伍的
“
累赘

” ,

进

而萌发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做统战工作的念头
。

他把 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毛泽东
。

年

月 日
,

毛泽东给他回了信

素园老先生

⋯⋯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

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

并不 觉得你是
“

坐

享优待
” 。

先生的行止与工作
,

完全依照先生的

健康
、

兴趣来决定
,

因为先生是老年人 了
,

不 比

年轻人
,

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
,

先生 自己也应

顾到的
。

只 有在 比较更适 当的条件与环境之

中
,

健康更有保证些
,

工作才会更好些
。

先生提出回黔并工作计划
,

如果 已下决心
,

并认为这样更好的话
,

我是全部同意的
。

⋯⋯

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 ⋯⋯临走时请留下 通讯

处
,

何时走
,

我来看你
。

敬礼
毛泽东

十 月六 日

临离开延安前
,

毛泽东
、

朱德等中共领导人

设宴为周素园饯行
。

毛泽东说
“

周先生
,

你虽

然没有人党
,

总算红军的一员
,

交情如此
,

不可
以不知道历史

,

行前你可否简单的写一点留给

我
。 ”

次 日
,

周素园将 自己的自传送给毛泽东
。

周素园还应毛泽东之请
,

写下 了临别赠言
“

政

权一定是你们的
。

共产党是吃苦耐劳
,

国民党

是贪污享乐
,

醉生梦死
。

共产党是命令贯彻
,

国

民党是议而不决
,

决而不行
。

就拿这两点作一

个比较
,

稍有常识的人
,

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于

谁
。

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
,

共产党不要变

质
。 ”

周素园的赠言
,

体现了他与中国共产党的

殷殷真情
,

今天读来
,

仍令人感动不 已

回黔以后
,

周素园不负党的重托
,

在极其艰

苦的条件下
,

在反动当局的周密防范和监视中
,

宜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

表扬八路军英勇抗 日

的英勇战绩
,

驳斥国民党的造谣诽谤
,

抨击国民

党的一党独裁和黑暗统治
,

使不少人了解了延

安和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

在那乌云满天
,

长夜

漫漫的岁月中
,

他期待着光明
,

等待着光明
。

终

于
,

光明终于到来了 年 月 日
,

毕节

解放了
。

周素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

于

年 月 日草拟 了发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
“

北京
。

毛主席
,

别来 年
,

衰生犹及见解放成

功
,

不胜欣作
,

谨贺胜利
。

周素园叩磕
。 ”

年 月
,

周素园赴重庆参加西南军政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受到了刘伯承
、

邓小平
、

贺

龙等同志的亲切接见
,

并请他担任贵州省人民

政府副主席
。

他以年老病弱婉言推辞
。

刘伯承

说
“

素老年高
,

我们是慎密考虑的
。

寻常例会
,

你不必出席
,

重要事件再请你参加
。 ”

邓小平说

得更直截了当
“

素老负责意义主要是联系群

众
。

干脆说嘛
,

只要有你名字摆在那里就好

了
”

推心置腹地坦诚
,

满腔的信任与尊重
,

深深

地打动了周素园
,

他没有理由再推辞了
。

在贵

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年改任副省长 任

上
,

周素园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

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贵州省文史馆首任馆长
,

为贵州省的社会主义建设
、

统一战线和文史研

究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

直至 年 月 因

病逝世
,

终年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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