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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協人民政協的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兩個基本原則的確立

宿正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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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曹瓊德，很難用一兩個詞來準確定義——他以版畫出名，卻不願被單純地定位為「版畫家」；他的主

業是畫畫，也在圖書裝幀設計上成績斐然……其實，多重身份下的曹瓊德，對藝術由始至終的癡迷才是他最

堅實的底色。作為第十屆貴州省政協委員、四屆貴陽市政協委員（後兩屆為常委）、貴陽市美協主席，曹瓊

德多年來積極為貴州環境保護和文化傳承建言獻策。在他看來，不斷追求藝術新境界，是文藝工作者認真履

行政協委員責任和職能的前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路艷寧

用藝術作品履職

做「有心」的政協委員

夫妻委員共參政

曹瓊德16歲時進入貴陽一家小工廠
做鉗工。有一天，廠裡的一位工友

問曹瓊德有什麼愛好，他回答說喜歡畫
畫。這位工友告訴他：「如果喜歡畫
畫，就要當成正經事情考慮。你這樣年

輕，不應該一輩子呆在工廠裡。」

自學成才：從工人到畫家
工友的話打開了曹瓊德的藝術之

門。當時貴州藝術氛圍濃厚，曹瓊德認
識了不少後來成為知名畫家的朋友，這
讓他有更多的機會學習和成長。這段經
歷成為他藝術生涯中的寶貴財富。
恢復高考後，曹瓊德連續參加兩次藝
術院校招生，均以失敗告終。「當時是
我最痛苦的時候，全憑自己的毅力堅持
了下來！」
在學畫的時候，曹瓊德曾拿着自己去

梵淨山采風時的鋼筆速寫畫拜訪前輩董
克俊。董克俊讚其鋼筆畫感覺不錯，對
黑白色塊運用得非常好。從此，曹瓊德
開始有意識地進入到版畫領域。
1985年，貴陽畫院成立，董克俊將曹

瓊德調進畫院成為一名專職畫家。1989年
3月，35歲的曹瓊德在北京的中國美術館
舉辦了第一次個人畫展。如今，已經是貴
陽市美協主席的曹瓊德回憶當年的情景，
感慨道：「一個沒有系統讀過美院的人，

要在專業道路上打拚，就只有靠良好的自
學能力成就自己。」

「跨界」作畫：靈感源自生活
「雖然我被定義為版畫家參加各種展

覽，其實還是喜歡在不同的畫種邊緣用
不同的方式來畫。」曹瓊德說。他可以
用油畫顏料直接在宣紙上繪畫，在創作
中有機融合版畫、油畫、國畫、水彩等
多種技法。
曹瓊德有一幅得意之作《萬家祠

堂》，靈感來源於上世紀90年代貴陽陝
西路被拆除的萬家祠堂。他用濃墨、淡墨
以及丙烯顏料塗抹或渲染形成底色，再在
買來的碎磚斷瓦上刻上文字，將丙烯顏料
拓印在紙上，最後形成斑駁的畫作，就像
經過時間歲月浸染的年代久遠的牆。

關注社會：用創新引起反思
繪畫初期，曹瓊德喜歡的是風景油畫

一類比較唯美的創作。而隨着時代的變遷
和人生閱歷的豐富，他開始關注一些社會
問題，並有意識地將一些觀點和看法融入

畫作之中，希望能引起參觀者的反思。
比如《萬家祠堂》，當時貴陽開始大

規模的拆房子蓋高樓，很多古建築都在
那場拆遷中消失了。「這些建築代表了
一個時代、一種文化、一個城市的記
憶，但是都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化為灰
燼，讓人十分痛心。」曹瓊德說。
而同期創作的《甲骨文》則採用綜合

材料，有印有畫。表面看上去全是各種
無序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仔細觀察
才發現還隱藏着一些很難辨識的甲骨文
符號。曹瓊德希望提醒人們，中國文化
正在被西方文化、現代化淹沒和稀釋，
這是非常可怕的。
曹瓊德還有一組得意之作《城市鏡

像》，畫作主體是馬牛等動物的頭，背
景卻是玻璃幕牆和交通燈等城市符
號——這兩者看上去似乎有些不搭調。
「小時候，經常能看到馬隊和動物穿城
而過，當時人與人、人與動物的關係是
非常親密的。」曹瓊德說，如果現代化
是以犧牲文化和其他作為代價，這樣的
現代性是值得反思的。

曹瓊德有着近20年參政議政經歷，提出過很
多提案。他所提的提案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關
注普通百姓，關注生態保護和文化傳承。
「我認為，自己應該還算是一名稱職的政協委

員。」曹瓊德自我評價道，「看到關係百姓利益的
提案得到落實，會感到非常欣慰，很有成就感。」

提案催生山體公園
貴州省會貴陽屬於山地城市，城區內有不少山

頭，植被覆蓋率高，成為市民鍛煉休閒的好場
所，曹瓊德也經常去這些地方寫生。當選貴陽市
政協委員不久，曹瓊德就寫了一份提案，建議將
這些山頭建成山體公園。他認為，貴陽城區人口
密度大、活動空間狹小，城區中心的山體公園可
以成為城市綠化的有益補充，還能方便百姓就近

鍛煉。
該提案一經提出，就得到了不少委員的
認可並聯名呼籲。目前貴陽市已經建成了
相寶山、湯巴關、海馬沖等多座山體公
園，未來，全市的山體公園將達到91座。
作為畫家，曹瓊德也喜歡去貴陽市的環

城林帶尋找靈感，寫生作畫。有一次他發
現，烏當區的環城林帶附近竟然建了一座
垃圾填埋場。曹瓊德說，當時他和其他委
員將這個問題反映到市政協，引起了貴陽
市政協主席陳石的重視。在政協的干預
下，該垃圾填埋場被叫停。
近幾年，曹瓊德與他所在的文藝組別一
直關注貴陽「母親河」南明河的治污問

題，並集體簽名，該提案也成為「主席督辦」提
案。「從近兩年的治理情況來看，是向着我們希
望的方向發展的，河水清澈了很多。」曹瓊德欣
慰地說。但他同時又覺得「不滿意」，「南明河
上游有一些污染企業，應馬上關閉，河道清淤解
決不了根本問題。」

為民族村寨保護發聲
為尋找創作靈感，曹瓊德經常下鄉采風。他發
現，貴州不少少數民族村寨在政府大力發展旅遊
的背景下，已經逐漸喪失了原本古樸自然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習俗。
曹瓊德說，從改善村民生活和保護文化的角度

來說，發展旅遊是必然趨勢，但政府一定要找到
合適的發展模式。「一些政府引進專門的旅遊公

司，由於這些公司是外來者，容易演變成一種掠
奪式的開發，村民並沒有得到實惠。」曹瓊德比
較認同並提倡貴州第一個開發旅遊的村寨——朗
德苗寨的發展模式，「在這裡，村民是發展旅遊
的主體，也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着文化保護角色。
過了這麼多年，郎德整個村寨還是比較古樸自
然。」
去年貴陽政協會議上，曹瓊德提交了關於新農

村建設應注意保護原有土著文化的提案。他說，
近年來，貴州一直大力推行新農村建設，但是一
些地方的做法卻讓人困惑。
比如，貴陽花溪區的民居特點是石板屋頂和石

砌牆，但在新農村建設推進過程中，有些卻被改
造成黔北（貴州遵義等地）民居青瓦白牆的模
樣。「喪失了原來的文化元素，這是非常遺憾
的。」曹瓊德說。

曹瓊德已連任四屆貴陽市政協委
員，妻子唐亞平是貴州電視台著名
編導，也是貴州省第十一屆政協委
員。夫妻二人比翼齊飛，共同參政
議政，在當地被傳為佳話。
在記者面前，曹瓊德稱呼愛人
「唐老師」。他說，雖然兩人工作
都比較忙，但會經常在一起探討如
何更好參政議政，發揮委員作用，

在提案方面也達成了很多共識。「我
關注環保和民族文化，這和唐老師的
關注重點很相似。」曹瓊德說。
本報記者採訪唐亞平時，她稱丈

夫是「老委員」，而自己是新一屆
才進入的委員，有很多問題要向丈
夫學習。她說：「他經常指導我，
並要求我不要提特別宏大的提案，
而要有可操作性。」

「三三制」是一種民主架構，「豆選」是一種民主實
現形式。前者是根本的、制度層面的，後者是技術的、
保障層面的。沒有好的制度的確立，選舉便毫無意義；
沒有選舉的真正落實，民主架構也會淪為虛設。「三三
制」與「豆選」的共同運用，實現了好的民主制度與真
的民主選舉的良好結合，使得延安時期的民主政治實踐
風生水起。不僅民主制度的運行是真實有效的，而且民
眾的民主能力也得到了真正的鍛煉與提高。
回望「三三制」，可以看到，它的民主架構設計是獨
一無二的，堪稱世界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一次獨創。這

種獨創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
「三三制」和「豆選」的實踐是在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儘管共產黨人在參議
會、政府、法院的組織構成中只佔三分之
一，但仍然可以保證黨的意志在立法、行政
中得到有效貫徹。黨的領導與民主政治建
設、法治建設始終是有機統一的。其二，
「三三制」的分配，也即共產黨人、左派、
中間派各佔三分之一，是規定好了的。選舉
的結果不能改變預設的「三三制」原則。三
方中任何一方之代表，不能超過三分之一，
而且要達到三分之一。這與一般意義上的選
舉也是有所不同的。

這兩方面獨創性的深處所蘊涵的，是中國共產黨從第
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所汲取的深
刻歷史教訓。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也即北伐戰爭之失
敗，中共刻骨銘心的教訓是沒有堅持革命的獨立領導
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也即土地革命時期，中共最應
銘記的教訓則是關門主義。這兩點教訓，在延安時期也
即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了很好的彌補：堅持黨的領導，堅
持統一戰線。「三三制」民主的獨創性所體現的，正是
這兩條基本原則。而這兩條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基本原

則，也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在其後不同歷史階段始終堅持
的兩條基本政治原則。1949年新政協的成立是堅持了這
兩條基本原則；新中國的政治架構也是堅持了這兩條基

本原則；1954
年之後的社會
主義制度堅持
了這兩條基本
原則；1979年
之後的改革開
放仍然堅持了
這兩條基本原
則。直到今
天，我們依然
可以看到，無
論是全面深化
改革，還是全
面推進依法治
國，都始終強
調堅持黨的領
導這一根本政
治原則，始終
強調發揮統一

戰線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出台關於加強任何一個方面
工作的意見，都會專章論述加強黨對這一方面工作的
領導，都會談到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匯聚力量、凝聚
人心。人的童年時代的事關安危、事關根本的深刻記
憶，往往成為終生的性格烙印、處事原則，黨亦然。
對此，毛澤東在1935年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

義的策略》報告之《人民共和國》一節中，作了生動
闡釋。他說：「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主要的原因
就是由於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不努力擴大自己
的隊伍。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敗的血的
教訓。在今天，這件事起了變化了，堅強的共產黨和
堅強的紅軍都已經有了」。「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
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
者。」「讓這些人參加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不危險
嗎？不危險的。」
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統一戰線，與新民主主義的理

論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也是有內在聯繫的，但又是循
不同軌跡而來的。這兩條基本原則，是源自於刻骨的
政治記憶，而不是來自於書本的推
理與總結。惟其如此，才會不因路
線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重心的調整
而調整。

■八路軍部隊參加選舉邊區參議員。 資料圖片

■毛澤東1935年所作《論反對日本
帝國主義的策略》。 資料圖片

■曹瓊德在畫室。 本報貴陽傳真

■曹瓊德作品《笆沙‧牛》。 本報貴陽傳真

■曹瓊德和妻子唐亞平。 本報貴陽傳真

■曹瓊德的兩幅版畫代表作《城市鏡像》。 本報貴陽傳真

■曹瓊德在作畫。 本報貴陽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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