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世纪中叶以前，我国出现过多位卓越的 

教育家、德高望重的大学校长。他们博学多识 情 

操高尚，为国育才呕心沥血，深受学子们的爱戴。 

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是这方面的代表。 

而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应在其列。他辞世已经 

39年 ，但广大燕京校友、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老学者还在怀念他。 

新学科的开拓者 

陆先生生于 1894年，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 

其父虽为晚清拔贡，但长期只在镇上一家当铺当 

帐房先生，家境清寒。陆先生聪敏异常，自幼读书 

过目成诵，遂得这当铺老板的资助而上小学中学， 

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10年，他考入东吴大学， 

后又得奖学金于 1916年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 

学读心理学。1920年，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在东南大学执教。他最先把巴甫洛夫学说和西方 

国家刚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新兴的心理学理论及 

方法介绍给中国学生。1927年，他应聘到北平燕 

京大学任教授和心理学系主任。不几年，经过他的 

努力，这个系不但多聘有良师，并且拥有很好的图 

书室、实验室、隔音室、教学所需的科学仪器以及 

动物饲养间，这在当时我国大学中可以说是设备 

相当先进齐全的系了。 

陆先生教心理学，常带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 

上去作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实证，以加深对心理的 

理解和研究。他讲课既富有学术性，又多有实证， 

有理有据，妙趣横生。因此好些外系学生也纷纷来 

选修他开的课程。除教学外，陆先生在生理学、教 

育心理学、系统心理学诸多学术领域都有精深的 

研究，早在 20年代中期便多有专著问世。上世纪 

30年代初 ，他在国内外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与时 

为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潘菽有“南潘北陆”的美 

称，同被誉为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 

众望所归的大学校长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之 
一

。 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规定教会学校的校 

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于是燕大实行双重领导，燕 

大创办人司徒雷登任校务长，前清翰林、年高德劭 

的吴雷川I先生任校长。1934年，吴先生年迈多病， 

辞去校长之职，燕大教职员工都推举陆先生继任。 

这不仅是因为陆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名学者，更是 

由于陆先生爱国，秉性刚直，在洋人面前不卑不 

亢，能够维护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司徒雷登也很 

赞同陆先生继任校长，他也很钦佩 、信任陆先生的 

学品人品。 

陆先生就任校长后的情况是，司徒雷登社会 

活动多，在燕大主要是抓人事和财务，常用大部分 

时间去为学校筹措经费。当然，学校的重大决策都 

是由他和陆先生共同研究决定的，但学校经常的 

教学、科研运转和行政管理等，自然地落在坐镇校 

内主持日常工作的陆先生身上。陆先生廉洁奉公， 

工作勤恳。他为国育才竭尽心力，常谆谆劝勉学生 

既要力学，更要敦品，注重品德修养。他引《周礼》 

上说的，做人必须“坐而论道，立而行之”，认为学 

生应重实践 ，不能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目塞 

听的“腐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真正 

爱国的知识分子决不能计较个人切身利益，而应 

直面人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 

大力支持抗日活动 

上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甚一 

日，我国的抗 日救亡活动也日益高涨。1935年，燕 

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燕大周刊》不顾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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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敦睦邦交令”，每一期都有抗日救国的宣 

传文章 ，对此，陆先生力表支持，而他自己也常在 

不同场合发表抗 日的言论。 

同年 12月，“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兴起，燕 

大学生与北大 、清华等校学生联合举行大会 、请 

愿，陆先生派雷沽琼等中外教员 3人带一车馒头 

进城支援、慰问，保护学生返校。随后，燕大学生自 

治会执委会主席黄华(原名王汝梅)在“一二·一 

六”大示威中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清华学生。陆 

先生即与清华校长梅贻琦联合把这些被捕学生保 

释了出来。 ． 

1931年“九～ 八”事变发生，陆先生对蒋介 

石政权实行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对 

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大学校长“集训”，他借故拒 

不参加。 

“西安事变”后，全民抗战开展。陆先生赞赏说 

共产党做了一件大好事。燕大新闻系教员埃德加· 

斯诺曾赴陕北苏区访问，很同情中国革命。邓颖超 

同志这时期因患肺病化名在西山疗养，出院后由 

斯诺介绍到燕大美国教员包贵思家休息，再去天 

津转赴解放区。此事陆先生是完全清楚、默许的。 

他曾让孩子们代表他去看望。1949年北平解放， 

邓颖超同志专程去燕园拜望陆先生，表示谢意。 

抗 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北大、清华等校都 

撤退到内地。燕大校方认为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 

会大学，美日还有邦交，日本不敢对它进行接管， 

燕大坚持不内撤，则可成为敌伪统治下的一块 自 

由园地，让不愿受敌伪奴化教育的学生入学。于是 

燕大成为敌人包围下的“孤岛”，而爱国学生却视 

之为“绿洲”，踊跃入学 燕大为此大增招生名额。 

1938年燕大秋季开学时，学生人数已由600人猛 

增至 1100余人。 

为便于与日寇周旋，抗战开始后燕大改由司 

徒雷登任校长，但陆先生还是能起参与校领导的 

作用。在那几年，燕园学子可以听短波广播，传递 

抗战信息；可以开会研讨时局。《义勇军进行曲》等 

爱国歌声不时在燕园内飘荡。学校常有学生去大 

后方或延安参加抗日工作，陆先生和司徒雷登及 

“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总要为他们饯行，有时还 

资助他们路费。 

当时 日寇常对燕大进行干扰、恫吓、威胁，燕 

大校方总是力加抵制。敌伪要学校开“修身课”，借 

此奴化学生，燕大则以从不开政治课为由予以拒 

绝。其他学校被迫参加庆祝“皇军”胜利的游行，燕 

大则以路远不便为辞拒不参加。日本占领当局提 

出燕大既然是国际性学校，也应该有 日籍教员。他 

们派来了3位日籍“教授”，实际上是监视 、阻挠燕 

园抗日活动的特务。燕大校方则坚持教授须按惯 

例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聘请了有正义感的日本 

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来校任教。 

1940年，燕大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在西直门 

外被日本军车撞死。燕大校方当即向日军发出书 

面抗议，并在校内召开追悼大会。陆先生当着日军 

代表的面，慷慨陈词，义无反顾。 

陆志韦和司徒雷登 

巍然不屈的民族气节 

日本侵略者视燕大如肉中刺、眼中钉。1941 

年 12月 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开战，翌晨 

日军即占领燕园，解散燕大，绝大部分师生被逐 

出学校，15位教员和 10余名爱国学生先后被 

逮捕。被捕教员中有陆先生、名教授张东荪、洪 

业和邓之诚等，还有时在 “学生生活辅导委员 

会”工作的侯仁之。司徒雷登则被单独监禁，英 

美教员也被送往山东潍坊集中营。 

陆先生等起初关押在 日本宪兵队，后被投 

人日寇陆军监狱。面对日寇的利诱威胁、凌辱打 

骂，这些爱国教员不畏强暴，不屈膝事敌。陆先 

生被折磨得浑身是病，瘦的皮包骨。日军说只要 

写了“悔过 自新书”便可出狱 ，陆先生却挥笔写 

下四个大字“无过可悔”。 

50 炎黄 春秋 2008年第 ／4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监狱规定每月只能 

探监一次。所谓探监不 

过是让家属送些换洗衣 

服和少量食品，而根本 

见不到“犯人”。陆先生 

患痢疾，夫人刘文端去 

探监，见取回的衣服有 

血迹，就向以前在燕大 

校医院工作过 、时任德 

国医院院长的郭大夫求 

助。1942年 5月，德国医 

院把陆先生保释出来。 
他面色蜡黄 ，瘦骨嶙峋， 1949年3月，民主人士去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后排左一为陆志韦) 

已不能走路了。后经旧友和学生的精心治疗，才逐 

渐康复。 

陆先生出狱后，一家大小蛰居海淀成府村，日 

特继续监视他，他家还多次被敌伪军警搜查。一 

次，日寇逼他出山为日伪政权服务，他断然拒绝。 

敌人恼羞成怒，竞以“违反军令”的罪名 ，判处陆先 

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两年。 

陆先生困居燕郊，无经济来源，只有靠典当度 

日。亲友和学生有时送来一些钱粮、物品，共产党 

地下组织也曾给与资助。清廉的陆先生把那几年 

所得都写成借据，抗战胜利后陆续还清。 

1943年以后，随着 日寇在战场的节节败退， 

敌特对陆先生的监视有所放松 ，不少燕大教职员 

和学生都去看望他，这些客人中有共产党的地下 

工作者，他们常为抗日根据地采购药品，为便于运 

送，就想法把药品带出城来，藏在陆先生家里，再 

设法找机会转运到平西根据地。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陆先生 

在两天后即与被日寇关押4年、刚刚得释的司徒 

雷登等共商重建燕大之事。8月23日，一支燕京 

人的队伍由陆先生率领回到了被日寇糟蹋得疮痍 

满目的燕园。经过他们的紧张工作，燕园很快恢复 

了原貌，开始招生。10月 1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从 8月 15日到此时仅 56天，陆先生和燕大教职 

员工创造了一个奇迹。燕大于 1941年 12月 8日 

在北平被日寇解散后，一年后的同一天在成都复 

校招生，我是于1945年春在成都考入燕大的，我 

们在成都燕大的师生得知燕大已在北平复校的喜 

讯非常振奋。 

1946年夏，我们成都燕大师生分四批随校复 

员，与北平燕大师生会合，我见到心仪已久的陆先 

生。他是那样文雅、朴素、和蔼，中等个子，鬓发萧 

疏，戴深度近视眼镜，骑着 自行车进校上班授课。 

义正词严营救学生 

抗战胜利，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光复区的人民 

大失所望。蒋介石政府派人给陆先生送来胜利勋 

章，他马上扔掉了；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力加劝阻。1947年8月，他致函美国来华特使 

魏德迈，明确表示“目前这个政府正在完全走向崩 

溃，除了共产党，这里没有其他组织来代替它。” 

以 1946年 12月“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 

为起点，国统区的爱国学生运动形成了新高潮，陆 

先生积极支持学运，学生每次进城参加各校的请 

愿游行，他都让进步的中外籍教授跟着去以保护 

学生。游行结束，学校即派卡车来接学生返校。 

1947年5月20日，“反内战、反饥饿”的学运兴 

起，他还自掏腰包，资助缺乏活动经费的学生自治 

会。 

1948年开年以后，解放军大举反攻，蒋介石 

国民党军不断兵败丧师，政权岌岌可危，但还在作 

垂死挣扎，更加紧镇压学生运动。那年 8月 19日， 

他们在报上公布黑名单，要通缉各大学许多进步 

学生 ，燕大被通缉的有 31人。北平市当局还派来 

上千军警特务分别包围、封锁了清华、燕京等校， 

声称要入校搜捕。我当时虽也是学生自治会的负 

责人之一，但可能由于敌特疏忽未上黑名单，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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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也是如此。我们两人当时 

都已入党 ，便照学校党支部的部署，出面与陆先生 

等校方负责人商量如何营救上黑名单的同学。 

军警要入校捕人，陆先生代表校方答复：“学 

校已放暑假，上名单的学生都不在校内。”校内特 

务向军警头目报告校内还有上名单的学生，军警 

头目声称非进校捕人不可。但他们 tfl~'b国人，陆先 

生就让上黑名单的学生分别到几位外国教授家隐 

藏起来，同时动员外国教授 面帮助学生纠察队 

把守各校门。 

8月20日，军警步步紧逼，眼看就要冲破校 

门。纠察队侦知学校后墙外半夜过后少有军警岗 

哨，学校党支部乃决定还留 校内上名单的 6位 

同学夜半跳墙H{走。当天下午，这J_L位同学都聚集 

在同情进步学运的美国教授夏 德家里，我则按 

党支部的意思一再到夏家与那几位同学商量出走 

事宦。陆先生也来到夏家，他表示同意这些同学跳 

墙突罔出走，又再 嘱咐要做好准备 

那几位同学夜半从学校后面跳墙安全出走 

了，陆先生遂于21日下下两点钟同军警头目最后 

谈判，约法三章：(1)军队不得入校，只能进不带武 

器的徒手警察。(2)只台学牛，不能查学校，只查 

人，不许查物 (3)只金上名单的学生，不许抓不在 

名单上的人。查完后 刻解除对学校的包围封锁。 

他还郑重声明，对这次搜查活动，学校不予合作。 

下午 4点钟，学校通知同学们在大礼堂集合， 

许多教师也来了。带领警察入校的是驻扎在西苑 

的青年军的林团长。陆先生当场作丫义正词严的 

讲话。他把这次警察进校捕人比作是 1941年 l2 

月 8日日寇解散燕大并抓人的恶行，说这也是一 

次校难，而那一次是敌寇，这次却是 f{己的政府。 

他又说：“我并不是怕事的，我出生入死，是为中华 

民族经历过苦难的 ⋯··我对同事们负责，特别是 

外国教员，因为用民主的眼光来看，今天你们会看 

见看不惯的事。我作为中国人。只有惭愧。同学们 

要守纪律，有话事后才说，一切由我负责。⋯⋯凡 

不属于本案的人(指这次一tn黑名单的)今天不许逮 

捕。警察要在校同内搜查，我已让一些中外籍教员 

跟着去了，有个见证也好嘛!”陆先生的讲话像一 

支利剑直刺国民党反动派。警察拿着名单上同学 

的照片一一查对，义存校园内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地退出了学校并解围。 

很快校中又传说当局要发布第二批黑名单抓 

学生，党支部让我翌日即离校去解放区。8月 26 

日，我到达河北泊镇我们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时，跳 

墙突围的6位同学已先期到了那里。我向他们和 

城工部的负责同志汇报了陆校长营救学生的情 

况，大家都深受感动，赞叹不已。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1949年 1月，陆先生和燕大师生一起欢欣鼓 

舞地迎接了北平的解放。他热情地参加了各种活 

动，党中央领导也很敬重他。3月，毛泽东主席和 

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到达北平，党安排他同众 

多著名民主人士去机场迎接。9月，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隆重召开，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 

盛会。 

北平解放后，燕大要继续办下去，1951年，中 

央人民政府同意陆先生的请求，决定燕大由教育 

部接管，改为国立，陆先生仍被任命为校长。 

天有不测风云。新巾国刚刚成立，“左”的专制 

主义就开始逞凶。1952年，在抗美援朝中，各学校 

开展了批判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燕 

大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 

大据点，多年主持校政的陆先生遂成为这次运动 

的最主要的重点批判对象。上级指派了一些同志 

来校动员、组织青年学生大肆揭批、“炮轰”陆先 

生。十几二十年后，好几位当年在燕大搞这次运动 

的负责人都悔悟了，承认 自己当年是带着“宁左勿 

右”的思想来搞这次运动的，因此捕风捉影给陆先 

生罗织罪名，猛追猛打，乱扣帽子。他们都说，这样 

大整陆先生是很错误的。 

在这次运动中，揭批陆先生首要的就是说他 
一 直为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服务，解放后还在 

“继续用美国人的钱办学，拒绝人民政府接管燕 

大。”“要为美帝国主义保存文化侵略据点。”这与 

事实完全不符。实际情况是，1949年春，北京刚解 

放，我解放大军正在南下作战，军费开支巨大，我 

财政还很困难。而燕大要继续办，政务院权衡轻 

重，遂采取权宜之计，认为燕大经费暂时仍应由美 

国解决，人民政府只给燕大补贴一些日常急需的 

现金和口粮。陆先生是很不情愿再向美国伸手的， 

但他要为干余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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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学校维持下去，也只好接受美国 

的经费，做 自己不情愿的事。陆先生 

是很乐意人民政府接管燕大的，那样 

批判陆先生，确是在歪曲事实，颠倒 

黑白，混淆是非。诚然，在新中国成立 

之前 ，燕大经费是来 自美国，但也如 

陆先生在就任校长后所说：“是美国 

人出钱办燕大，但燕大不是为美国办 

的。”他还多次用“盗泉之水可以灌 

田”这一中国古话来表明自己为祖国 

育才的深挚心迹。并且事实也一再说 

明。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燕大 

就造就出一批批像黄华、陈翰伯、龚澎、龚普生、柯 

华那样优秀革命者；像费孝通、雷洁琼、翁独健、侯 

仁之那样博学的学者；像冰心、萧乾 、杨刚那样的 

文学家、名记者；像吴阶平、吴蔚然、黄家驷、方圻 

那样的名医；像黄昆、侯祥麟那样的大有成就的科 

学家。这些人都是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爱国者。燕 

大为国育才成绩如此巨大，这中间就有久任校领 

导的陆先生的重要作用。说陆先生是“一直在为美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显然是对陆先生这样的 

爱国教育家的一大冤诬。 

这次揭批陆先生，还有电台的问题。1949年 

北平解放时，有不少外籍教员还留在燕大，他们多 

遵照军管会规定的外侨政策，守法尽责。陆先生应 

他们的要求，按国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通讯方式， 

并征得北平军管会的同意，临时组装了一台发报 

机，把在校外籍人员的情况通知国外亲属，说他们 

都很安全。发报后，这台发报机便立即拆除了。但 

批陆先生时，却说成是“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 

密”。这样掩盖事实，似是而非的批判，也是对陆先 

生冤诬。 

这次对陆先生的乱揭乱批还有不少不是问题 

的“问题”。比如陆先生和外国人通信，在抬头和下 

款照西方人惯用的格式用语写的 “亲爱的”“忠实 

于你的”也被说成是“媚外”、“甘做洋人奴仆”。这 

样无限上纲的歪曲，也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次揭 

批陆先生的大会，始终是采用无情斗争、非常粗暴 

的方式。会上决不许陆先生辩解，说明真相，只许 

坦白交代，检讨。我当时是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 

编辑部工作，我曾到会旁听，我眼见这会如此蛮不 

讲理，杀气腾腾，同好些燕京校友一样，也感到很 

邓颖超(前排右三)看望陆志韦夫妇 

不舒服，在心里为陆先生抱不平。 

“但求无愧我心" 

1952年 l0月，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i 

燕大并人北大，陆先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 

会科学部语言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他之 

调到语言研究所，是由于在上世纪 30年代 

他身处战争环境，心理学实验和社会调查难 

续进行，乃转向与心理学大有关系的语言学自 

而又有很高的造诣，屡有论文和专著问世。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是他 

言学研究所后，在 自己的墨盒盖上刻的 l2 

字，以此自慰自勉。他在语言学所，工作依然 

真、严谨，每天都准时上班。在研究工作中，他 

迷信、盲从，而坚持真理。不论什么权威，其理 

有不足之处，他都要提出来。例如他讲到瑞典 

者高本汉(c B．K&regran)研究音韵学的问题 

说过I‘‘高本汉不过是掌握了一点现代科学 

他对中国古音韵的理解，有些地方还比不上 

武，现在居然被奉为经典。”他对 自己要求严 

有人在学术上给他提出的意见，他都认真听I 

到语言学所后的研究工作，有下列几个方面： 

1．主持研究文字改革工作。他作了外国 

名地名统一问题的研究，制定了英、德、俄、法 

外国语人名地名译音统一标准的方案。 

2．研究拼音汉语联写问题。他在语言所 

了一个课题组，对北京口语材料进行分析， 

《汉语的构词法》一书，该书是现有的构词法 

词标准研究最为深入的专著，在语言学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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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此外，他还单独写了几部重要的语言学专著。 

3．研究汉语史。他主持所的汉语史研究组工 

作 ，指导组内同志撰写汉语语音史，制定了《左传》 

语法的科研规划。还计划分 k古、中古、近古、现代 

四个方面，写一部完整的中旧语言史。但计划未完 

成，就开始了“四清”运动。 

陆先生在一k世纪4O年代后期，曾被选为中央 

研究院院士，他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工作后，1957年又被评为学部委员。 

陆先生除了搞研究工作，还热情地带研究生， 

努力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 

水平，他经常给他们系统讲授语言学知识和方法。 

他循循善诱，为培养年轻人，他不仅设计 、安排好 

年轻的研究人员的慕本训练}大J容和步骤，还参加 

到他们中去一起干，以便能随时掌握这些同志在 

具体丁作中的问题和困难，给予及时的指导。 

陆先生还同燕同给北大学生进行专题讲授。 

他学问渊博，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很有吸引 

力。每逢他来北大讲课时．听课者十分踊跃。除语 

言学专业生外，青年教师、非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也 

主动来听讲，他讲课的大教室总是座无虚席。 

悲惨的下场和昭雪 

但尽管如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次政 

治运动中，他还不免受到敲打。特别是“文革”风暴 

袭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和学部的许多著名 

学者一起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遭隔 

离审查，再次批斗。1969年，他已75岁，还被下放 

到偏远的河南息县的“学部五七干校”劳动，不久 

就病倒了，以致生活难以自理。直到 1970年 1O 

月，他才被军宣队批准回京疗养。但刘文端师母受 

“文革”的刺激已于前一年逝世，他的子女也都不 

在京，仅仅一个月，这位国内外著名的心理学家、 

语言学家、教育家、名牌大学的校长便很孤寂 、很 

凄凉、很悲惨地与世长辞了。这是难以弥补的重大 

损失，令人非常惋惜、遗憾。这在广大燕京校友中， 

在国内外知识界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1979年 12月 11日，陆先生的追悼会在京举 

行，参加者近干人。他得到了平反昭雪。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所长、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 

湘致悼词，盛赞陆先生的学术业绩和高风亮节，特 

别强调陆先生的强烈的爱国心，一再支持学生运 

动，在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时大义凛然。 

我当时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和院写作组任 

职，在起草陆先生追悼会的悼词时，我详细地谈了 

当年陆先生支持学生运动，营救上黑名单学生。敢 

于与国民党军警作坚决的斗争的情况。院领导特 

别让起草同志在悼词中加上“大义凛然”这画龙点 

睛之词，这或可安慰陆先生在天之灵吧。但把陆先 

生折磨致死的沉痛教训，仍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总 

结，更好好地记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上接 43页 )了不经审判乱捕 、乱杀的现象。在 

“文革”中大搞极左的王力等人 ，当年曾被华东局 

派到渤海区视察工作，他们到达山东禹城的第一 

天，就嫌县里杀人太少了。县的干部反映 ，县一级 

没有杀人的权力，按规定要向上级报告(这是《人 

权保障条例》中明确规定的)。王力指示他们先杀 
一 批，结果第二天这个县就杀了 30多人。接着他 

们到商河县，一次又杀了40多人。景晓村、李人 

凤、李震等同志的冤假错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60多年前，山东抗日根据地颁布的《人权保 

障条例》和渤海区的执行规则，是中国法律建设历 

史上最早颁布的关于人权保障的专门条例和实施 

细则，具有先行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的 

时期里，人权曾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被 

否定。对人权地位和价值的忽视和轻视，是导致我 

国在民主法制问题上出现失误，甚至出现“文化大 

革命”这场人权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重新认识人权与社会主义 

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 

打破思想禁区，在人权问题上取得理论突破。2004 

年 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 

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列入宪法， 

这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大事，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一个 

重要标志。人权入宪必将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 

展，促进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作者分别为北京八路军山东抗 日根据地研 

究会副会长、渤海分会会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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