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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原副秘書長劉

濟民，擔任全國政協委

員後執意從經濟界調到新聞出版界，從人口資

源環境委員會調到文史資料委員會，而且竟然

瀟灑自如，意趣縱橫。他對政協文史工作真情

滿懷，不但在政協文史委擬被撤時，進言全國

政協領導，終不廢且倡，更突破了古人對史家

史官應具備的「德、才、學、識」的四字要求

創造性地加個「情」字，提出了政協文史工作

更要「溫情滿懷寫春秋」的新旨。

對於全國政協與香港文匯報推出《人民政協》

專刊，劉濟民深表肯定。他說，香港文匯報是

傳播政協好聲音的獨特平台，更是全國政協吸

納諫言、聽取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的獨特渠

道，還是政協做好文史徵集工作的獨特管道，

文匯報創辦之初就吸納了郭沫若、翦伯贊等文

史界泰斗編報著文，其創辦者更是民主黨派領

袖人物，其中涉及的愛國、統戰等史料具有獨

特的價值。劉濟民有言：「要了解政協，首要

要了解政協的文史。」茲請劉濟民先生暢談政

協文史工作，以饗海內外讀者。

全國政協有九個專門委員會，其中一個叫文史資料委
員會，是獨具政協特色的專門委員會。

周恩來開創政協文史工作

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是在周恩來的倡導下創建的。
1959年4月29日，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周恩來，在招待
60歲以上全國政協委員的茶話會上提出：「戊戌以來是
中國社會變動極大的時期，有關這個時期的歷史資料要
從各方面記載下來，作為對社會的貢獻。」他要求全國
政協專門成立收集文史資料的工作機構。於是就有了政
協文史工作，就有了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59年
7月20日新組建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首任主
任是歷史學家范文瀾。
這是偉人的創見。偉人同凡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偉人

具有預見未來的遠見卓識，有智慧、有能力開創今後幾
十年甚至更長遠一個時期的大事業。
周恩來開創的政協文史工作，獨樹一幟，功德無量，

無可代替，路子越走越寬廣。
政協文史工作是小隊伍，大貢獻。幾十年來，一個突

出的成果是，徵集整理了40多億字的史料，編輯出版了
20多億字的書籍、選集。第九屆全國政協文史委從三億
多字的庫存史料中，搶救出版了一套3,500萬字的《文
史資料存稿選編》，有25個分冊，其史料價值是無可估
量的。

政協文史工作的「三親」性

政協文史工作的特殊價值和作用，一般概括為「三
性」，即「三親」性、統戰性、史料性。
「三親」性體現廣泛性。「三親」，即「親歷、親

見、親聞」。這個「三親」好得很。政協文史工作的這
個「三親」就決定了同過去歷朝歷代後人寫前人、少數
人修史不同，是歷史的參與者、創造者寫歷史，而且是
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的，這是一種突破，是
前所未有的。從偉人政要、政協委員，到普通民眾，各
種政治派別，各界人士，都參與記錄近百年來的波瀾壯
闊的歷史。這樣的史料，有㠥極為廣泛的群眾基礎，更
真實，更可信，是信史。
統戰性體現獨特性。這種政協特色，統戰特色，在整

個史學界也獨樹一幟。其獨特的優勢是，組織廣大政協
委員及其所聯繫的各界人士撰寫「三親」史料，卓有成
效地擴大了統一戰線的團結面和聯繫面。通過這樣的史
料所發揮的團結和教育作用，又是非常親切而生動的。
這種獨特的作用，絕對不會同黨和政府機關各部門的工
作重複，也不會同中共黨史、國史、軍史以及其他史料
重複。
史料性體現基礎性。叫「文史資料」，資料就是基

礎，真實而又詳盡，是文獻史料、實物史料、口碑史料
兼而有之，以口碑史料為主，這就足以成為研究黨史、
國史、軍史，以及研究政協史、統戰史的基礎史料，甚
至從事一些歷史題材的文學創作，也離不開政協文史資
料。還可起到「補文獻之不足，匡史料之謬誤」的作

用。
還有就是文學性。政協文史資

料，不是用教科書
語言、官

方語言或文件語言寫歷史，而是用生動的文學語言寫歷
史。叫做「以文飾史」，史以文傳，文因史重。一些精
彩的文史資料，既有真實的內容，又有熠熠閃光的文
采，像傳記，像散文，像紀實文學，讀來輕鬆活潑，如
泉石流韻，有滋有味，堪稱當代之史記。

史德、史才、史學、史識、史情

政協文史幹部，不單純是史學工作者，還是統戰工作
者、社會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既要具備一般史學工作
者的素質，又要具備政協文史工作者的特殊素質。
古代史學家對史官有德、才、學、識四個字的素質要

求，一直沿用到近現代。
我覺得還少一個情字，即感情，激情，或者叫精神，

叫情結。對政協文史工作者，應該是德、才、學、識、
情五個字的素質要求。史情，應成為對政協文史工作者
的特殊的素質要求。
史德，就是良好的職業道德。實事求是，秉筆直書，

是史德的核心，史德的靈魂，是文史工作的生命所
在，價值所在。要有「身可殺而筆不可奪」的凜
然正氣，要有九死而不悔的大德大勇。
史才，就是要有較好的文字表達能

力，要有文采，文采是一種力量。要
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把史料寫
得精彩，引人入勝，有較強
的感染力。
史學，就是要有比較廣

博、豐厚的知識。政協文
史工作者，不僅要具備一
定的歷史學、文學知識，

還要具備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還要懂一點
軍事學、金融學、外交學、民俗學等方面的知識。
史識，就是要有較強的分析判斷問題的能力。要有深

刻的思想，要有獨到的見解。要學會提煉，懂得取捨，
要明白什麼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史料。要盡可能把史
料寫的重點突出，特色鮮明，乾淨利落，要言不煩。
史情，我看至少有三層意思：一是文史情節，就是對

政協文史工作要有深厚的感情；二是對我們民族的歷史
要有一種由衷的熱愛之情，要有溫情；三是對自己所記
述的史實要愛憎分明。青海省政協文史委、文史辦的同
志們，在特別清苦、艱苦、辛苦的條件下，做出了獨特
的貢獻，最重要的就是對歷史的敬重，對政協文史工作
的熱愛，對政協文史工作傾注了深厚的感情。
只要我們對我們的民族的歷史充滿溫情和敬意，把自

己的智慧、感情、創造精神，融入我們所熱愛的政協文
史工作中，從德、才、學、識、情幾個方面不斷地修煉

自己，提升自己，我們就一定會對政協文史
工作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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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劉濟民

溫情滿懷寫春秋
——學做政協文史工作手記

編 者 按

政協文史館 風雨半世紀
中國政協文史館坐落於被譽為「首都金融中心區」

的北京金融街上，毗鄰全國政協禮堂。淡褐色的牆體
與政協禮堂建築風格遙相呼應，與後面幾棟政協辦公
樓共同構成一組既有歷史文化內涵又有現代特色的標
誌性建築群。
中國政協文史館是人民政協光輝歷程和重要成就的

展示窗口。
半個多世紀以來，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經歷了創

建、停頓、恢復與繁榮四個階段，至今已徵集各類史
料近80億字，編輯出版50多億字，構建起中國近現代

史的珍貴寶庫。

首任主任委員范文瀾

1959年4月29日，第三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閉
幕的當天，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周恩來在招待60歲以
上政協委員的茶話會上提出了戊戌以來的「歷史資料
要從各方面記載下來」的建議，同年5月12日，周恩來
主持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
一次常委會議，通過了成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
員會的決定。歷史學家范文瀾任委員會主任委員，李

根源、王世英、楊東蓴、申伯純、顧頡剛為
副主任委員，王伯祥等40人成為首任委員。
1959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原國民黨

和偽滿洲國戰犯。1961年2月8日，周恩來在
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首批被特赦戰犯溥
儀、杜聿明等人的情況安排意見》上批示：
「在北京的七人，第一步一律聘為全國政協文
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同年春天文史專
員室成立。
至1966年前，有18個省級政協先後成立了

相應的機構，全國性文史資料徵集工作初步
展開。全國各級政協共徵集各類親歷、親
見、親聞「三親」史料2.05億字。全國性的

文史資料
工作局面初步形
成。

劫難後萬物重生

1966年，中國遭遇「文革」大劫難，文史資料
工作未能倖免，停頓十餘年。
撥亂反正，萬物重生。1978年，各級政協先後恢復

工作，通過大力搶救和徵集「三親」史料，文史資料
工作出現了快速發展的局面。全國政協相繼創辦文史
資料出版社、《縱橫》雜誌，並先後召開第三、第
四、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提出高舉愛國主
義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1983年5月3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港澳台

及海外史料徵集組成立。海外史料徵集工作陸續展開。
1984年7月，全國第一次文史辦主任會議在山西太原

召開，會議轉變了文史資料稿件僅以散篇刊行的傳統
模式，迎來了全國大協作的新局面。
1985年5月，全國政協港澳台及海外徵集組派員到香

港澳門考察，徵集和交流港澳文史資料。
1989年8月，全國暨地方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

議在北戴河召開。文史資料的專題化、系列化和全國
性、區域性大協作繼續蓬勃開展，其中最為重要、最

有影響的成果是《中華文史資料文庫》和《文史資料
存稿選編》的編輯出版。

與時俱進謀新局

進入21世紀後，文史資料工作不斷與時俱進，出現
了徵集內容和出版形式多樣化的新局面。
2007年11月2日，全國政協文史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

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在講話中指出：「文
史資料工作深深扎根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
政治協商制度的偉大實踐，在人民政協事業的發展歷
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會後頒發了《政協全
國委員會關於加強文史資料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明
確了今後一個時期文史資料工作的指導方針、原則、
要求和任務。
人民政協文史資料事業的發展，凝聚㠥幾代政協委

員和文史資料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逐步進入了黃金
發展階段。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

■中國政協文

史館外觀。

■中國政協文史館大廳陳列袁運甫專門創作的巨幅丙烯畫《碧波薈萃》。

■中國政協文史館大廳和漢白玉浮雕《日月光

華》。

■中國政協文史資料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