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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杨洪勋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高磊

洪深(1894年-1955年)，字伯骏，别号浅哉，江
苏武进人，是我国著名的电影戏剧理论家、作家
和导演。他一生共创作话剧、戏剧剧本44部，电影
剧本38部，编辑出版影剧理论和文字类专著14
部，导演影剧作品60多部，在10余家报纸、期刊担
任过主编、编辑。他是中国话剧披荆斩棘的开创
者，也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筚路蓝缕的拓荒者。

活跃清华 结缘岛城
洪深是较早和青岛结缘的文化名人之一。他

与青岛的“缘”，是苦涩的。
1912年，洪深考入清华学校实科读书，同年2

月，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洪深父亲洪述
祖任内务部秘书。1913年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
刺，涉案洪述祖。洪述祖化名横如初，到青岛避
难。洪述祖在崂山南九水村畔建了一座别墅，背
依翠峰，前瞰绿水，因而题名“观川台”，自称“观
川居士”。

这期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洪深，每逢寒暑
假时就来到青岛家中，在院中种花种菜，在池塘
里养鱼，在涧水里洗浴。青岛的美景令他流连忘
返，其社会形态则勾起了他了解的欲望，他观察
当地的码头、炮台，调查政治、历史、法律，探询平
民的社会生活。

1915年1月，洪深在《小说月报》第6卷第1、2期
上发表了《青岛见闻录》，记录了这个时期他在青
岛的所见所闻，表达了他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对
民主安定的向往，对丧失国家主权的忧虑，对帝
国主义侵占领土的忧患。

洪深是清华校园戏剧活动的热心参与者和
组织者，清华校园的戏剧对洪深“为人生艺术观”
的形成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洪深说：“在清华四
年，校中所演的戏，十有八九出于我手。”可见洪
深当时已经是清华校园内戏剧活动的中坚力量
了。

洪深先后在《武陵侠》《古华镜》中演出，还写
了很多剧本，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卖梨人》。《卖
梨人》的题材取自青岛崂山，是洪深所写的第一
个正式带有台词的剧本，也是我国第一个有对白
的独幕话剧。洪深说，其中人物“形态古怪，举止
诡奇，民国初年的人们，看得出这是时代的‘卡
通’，剧本虽然幼稚，那讽刺的力量，倒是有的”。
该剧揭露了黑暗社会的不平等，矛头直指豪绅污
吏，富有讽刺力量，反映了他初步的反封建的民
主主义思想。

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青岛。1915年日
本帝国主义强行没收了洪深父亲的观川台。

赴美六载 羽翼丰满
1916年8月，洪深从清华毕业，获准赴美国俄

亥俄州立大学学习烧瓷工程，同时选修文学、戏
剧等文科课程。在改学戏剧前的三年大学业余时
间里，读遍了当时图书馆中有关戏剧的书籍，被
誉为“书虫”。

1919年，洪述祖被判绞刑，突如其来的家庭
变故给了洪深心灵莫大的打击，他下定决心放弃
实业救国，走上了专攻戏剧的道路。

1919年秋，26岁的洪深以《为之有室》和《回
去》两剧考取哈佛大学，师从贝克教授专攻戏剧，
成为贝克教授唯一的中国学生，并获硕士学位。
他还同时在波士顿表演学校学习发音、表演和跳
舞，在考柏莱剧院附设戏剧学校学习表演、导演、
舞台技术和剧场管理。其间，洪深用英文写三幕
剧《虹》，抗议巴黎和会上我国被迫割让青岛和胶
济铁路。

洪深在美国放弃实业救国，转向攻读戏剧，
立下了做中国的“易卜生”的宏志，成为中国赴欧
美专攻戏剧的“破天荒第一人”。洪深留美六年，
圆满地完成了学业，并为此后的戏剧生活打下了
全面的深厚的基础。

1922年春，洪深回国，开始了他在中国戏剧
史上和电影史上光辉的战斗历程。回国后，洪深
除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外，主要从事
戏剧和电影编导工作。

1923年9月，洪深加入了上海戏剧协社，从此
该社在洪深的导演下揭开了新的一页。洪深还参
加并领导过复旦剧社、南国社，对中国现代话剧
的形成和剧场艺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大的贡献。

1930年洪深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
戏剧家联盟，至1932年，相继写出了反映江南农
村农民生活与斗争的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
稻米》《青龙潭》，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义。

任教山大 指导戏剧
1934年，洪深再次来到青岛，受聘国立山东

大学外文系第二任系主任。其中原因极其复杂：
一方面是洪深被国民党监视了几年，个人的恋
爱、事业和友谊都受到打击，心情十分抑郁；另一
方面，是为了解决北京大学与山东大学争聘梁实
秋先生的难题，在“梁先生说项，赵太侔校长力
请，俞珊从旁劝驾”的情况下，接受了聘请。

在山大，洪深为外文系开设了《英文》《英国
文学史》《戏剧选读》《浪漫诗人》《莎士比亚》《戏
剧概论》《大学戏剧》《小说选读》等课程。在授课
的同时，洪深在1935年上半年还指导了外文系四
年级7位学生的毕业论文。此外，洪深还担任过山
东大学毕业试验委员会委员、职业指导委员会委
员等职。

拥有留洋经历的洪深学识渊博，中英文造诣
都很深厚，对中国古典戏曲和民间艺术也有精辟
的见解。洪深授课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在讲授好
功课本身外，特别能结合现实社会着重实际的应
用上。他讲课内容丰富，分析透彻、精辟，旁征博
引，纵横中外，从不照本宣科，空谈理论，而是结
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深入浅出，生动明白，要求学
生能够学以致用，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
用，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曾说：“在戏剧方面，我
的大半生经验，一个钟头就可以讲完。但重要的
是怎样去实践。”

洪深在教学之余，还作过一系列的讲演。
1934年10月15日，山东大学举行本学期第四次“总
理纪念周”，洪深作题为《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的讲演。据报载：“洪先生首叙国际大势，对于英、
美、法、德、意、日、俄诸国关系，以及我国直接间
接受到之影响，申述极详。次述国内现状，水旱灾
后，农村困苦情形。最后勉诸同学，处此艰危时
代，各人应忠于所学，以备来日为国报效云云。”

同年12月8日晚，洪深应中文系学生之邀，在

山东大学科学馆大礼堂作过一次公开学术讲演，
题为《有声电影》。据报载：“到有听众二百余人。
洪先生对于有声电影之发明，及其构造之原理，
均阐发精详，并做种种图解，以资证明，听众颇感
兴趣。至八时半始毕。”

1935年3月11日上午，山东大学举行本学期第
三次“总理纪念周”，由洪深作题为《一年级英文
教学方法之改进》的报告。其中说：“英文为研究
学术基本工具之一，不可不注重它。但注重的方
法，须以顾到学生不感困难 ,同时并能引起对于
本课程的兴趣为原则。现拟将第一学年英文分为
四期训练……每期占八个星期，每期终了时举行
考试一次，及格者方能进入第二期训练，否则仍
须从头学起。”

洪深在国立山大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是
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打破了学生只知道埋头读书
的死沉气氛，开展了校内、校外的戏剧演出，不仅
活跃了山大，而且活跃了整个青岛。他发动爱好
文艺的师生创办了山大剧社，并对进步的学生社
团海鸥剧社进行热情的指导，使中共地下党通过
剧社发挥了宣传作用，为此引起了青岛市政当局
的干涉。然而由于洪深办剧社有先见，应付有策
略，而且依靠他的崇高声望，从而抵制住了逆潮，
剧社没有受到大的损伤。

1935年5月，洪深积极支持山东大学的学生
们组建了话剧社，排演了英国著名戏剧《寄生
草》，震动了青岛剧坛，获得了轰动效应。据报载：

“因系青市之创举，故各界购买入场券者，极为踊
跃。”“门票供不应求，颇多向隅；翌日大雨滂沱，
外宾踊跃。”“该社在洪深教授指导之下，于三个
月之短促期间内，竟能获得第一次公演之成功，
实为难得。”

扛鼎之作 开创先河
洪深从大学时代起就注意搜集青岛历史的

材料，尤其是德日帝国主义侵略青岛的材料，并
由此萌发了创作有关青岛内容电影的强烈愿望。
他先根据在青岛崂山祖产遭受侵占的经过，写了
一篇散文《我的失地》，发表在《太白》半月刊上，
接着又以这篇散文为基础，于1934年写成《劫后

桃花》电影文学剧本，刊载《文学》1935年新年号
上。

《劫后桃花》是洪深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电影
艺术史上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它开创了电影
文学剧本创作的先河，结束了中国自有电影以来
只有分镜头剧本，而没有文学剧本的历史，“为中
国电影艺术首创了文学剧本的样式”，被公认为
是反帝反封建的优秀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
中国电影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劫后桃花》描述的是德国帝国主义侵占青
岛后发生的一个故事。依赖帝国主义势力苟延残
喘的前清遗少祝有为和精明的祝太太，在辛亥革
命后来到青岛，在临近汇泉炮台处建了花园别
墅。祝有为通过卖身投敌的汪翻译巴结上了德国
总督。在祝家种花的刘花匠贫苦但正直，因而祝
有为的女儿瑞芬与他有了感情。但是后来刘花匠
因为斥责汪翻译的汉奸行为而被祝有为辞退，并
被迫离开青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
帝国主义强占了青岛。祝有为的表侄余家骧当了
日本人的特务，他狗仗人势把祝有为陷害而死，
把祝家花园当作了日本人的俱乐部。祝太太去哀
求余家骧交回旧居，而他提出以祝瑞芬嫁给他作
条件。祝太太没有答应，别墅也没能收回来。1922
年，中国政府收回了青岛。祝太太没有经济收入，
晚景凄凉，与女儿瑞芬相依为命。瑞芬与教书的
李先生结婚，向政府交涉收回旧屋，仍得不到批
准。一天，刘花匠偶遇祝氏母女，一同来到祝家花
园，见桃花依旧，人与物却面貌全非了。

《劫后桃花》，通过祝有为这个封建家庭的没
落及其“人事沧桑”，表现了从1897年到1922年25
年间的世道变迁。其间经历了德国帝国主义占
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军阀统治等几个阶段。剧
本揭露了洋奴汉奸的丑恶嘴脸。剧本以史为鉴，
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亲日派都有影射作用。
洪深青年时代在青岛的阅历，洪深的家庭史，都
为这部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劫后
桃花》中，可以看到洪深自己家庭的影子，也可以
说是青岛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与见证。

洪深以丰富的阅历、真切的情感、熟练的技
巧，使《劫后桃花》人物性格刻画入木三分，引起
了文学界和电影界的极大关注，与全国民众自

九·一八后的反日情绪产生强烈的共鸣。为此上
海明星公司不惜巨资，组织演艺精华，拍摄《劫后
桃花》。著名导演张石川任导演，董克娜任摄影
师，演员阵容强大，电影皇后胡蝶、话剧“四大名
旦”之一——— 舒绣文、以及徐莘园、孙敏、王献斋、
高占非、龚稼农等优秀演员参加演出。其中，四人
后来列入中国“百名明星”名单。

1935年9月中旬，《劫后桃花》剧组来青岛拍
摄外景。胡蝶在《胡蝶回忆录》中回忆到：这部电
影共分二十四景，外景九处，内景十五堂，九个外
景全部在青岛拍摄。在青岛拍摄的外景地有：海
滨、沙子口、李村、总督府等地，于1935年在青岛
摄制完成，为中国电影界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抗日救亡 以笔为戈
戏剧创作是洪深戏剧活动的主要内容。在青

岛的两年时间里，洪深创作了很多话剧和电影剧
本。话剧作品有：《多年的媳妇》《门之内》《汉秋
宫》《走私》（独幕剧，集体创作，洪深执笔）《汉奸
的孙子》（参与集体创作）《洋白糖》（参与集体创
作）《咸鱼主义》（集体创作，洪深执笔）等；创作的
电影剧本有：《花花草草》《新旧上海》《童子军》

《劫后桃花》《时势英雄》《爱情逃亡者》；翻译的话
剧有：《威尼斯商人》（第六幕）。导演的话剧有：

《回春之曲》《械斗》《复活》（参与）等。
除了戏剧作品外，洪深还撰写、翻译了大量

的以戏剧研究为主的文章和散文，其中，《留得青
山在》发表在《太白》半月刊上，文中写道：

“北地的十月杪，树上的叶子，应当都是黄落
了，然而青岛还没有落；青岛的树上，依然是青
的。有人说，青岛的好处，就好在青上了，如果没
有这些树，青岛便和别的都市一样，不见得有什
么出色了。这句话是真的。——— 满山满谷，凡是没
有房屋的地方，就生长着几十万株德国的槐树。”

1935年7月，清爽的海风吹散了暑热，也召唤
了文人骚客。洪深会同在青岛的老舍、王统照等
12位文化名人商讨筹办一个文学期刊，洪深建议
叫《避暑录话》，并撰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
写道：“（12位同仁）它们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
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正事来
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是特
为来青岛避暑的——— 他们能看得清，文艺是和政
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
人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甘自菲薄’，他们要
和政治家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权
威”。对刊名，洪深解题说：“避暑者，避国民党老
爷之炎威也。”

《避暑录话》从7月14日创刊，每周一期，随
《青岛民报》发行。洪深在该刊上发表了9篇署名
文章，《<审头刺汤>的研究》是借古讽今戏剧研
究文章；在第三四期上刊登了著名剧作家、共产
党员田汉在国民党狱中写的诗作《友人狱中词》
和《友人狱中诗》，表明了洪深的无畏胆略和革命
立场；在第九期，洪深发表了一幕小戏《门以内》，
通过对门内官僚绅士们的荒淫生活与门外洋车
夫们的苦力生活对比，表现了上层统治者与下层
百姓，其思想意识的天壤之别，洪深特别注明《门
以内》“不是戏剧”，意在表明这是真实生活的实
录。他以犀利的笔锋，揭穿了阔人们荒唐的“爱
国”行为，阐明了他们与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
突。《避暑录话》出版之后，受到许多读者的热烈
欢迎，一时成为文坛趣事。

洪深的抗日活动受到日本侨民组织和山东
军阀韩复榘的注意，公开指名搜捕洪深。1936年
早春的一天，青岛还蛰伏在残冬的料峭之中，洪
深夫人正带着孩子在家里吃饭，只见洪深手持讲
义急匆匆地说：“韩复榘要来抓我，你快收拾东西
和孩子先走，我随后就来。”洪深一家被迫离开了
青岛，又回到了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从此，洪深便离开了青岛。他的故居坐落在
福山路１号，青岛百花园置有他的雕像。洪深与青
岛的不解之缘，永远铭刻在岛城的青山碧海之
中。

■ 名流影像

他一生笔耕不辍，话剧、戏剧和电影剧本等创作硕果累累，不愧为中国戏剧蜕变、电影事业起步阶段的一位具有多层面面贡献的大家。

在青岛的两年里，他不仅给国立山大带来清新之气，其以笔为戈抗日救亡的爱国精神更为后人所敬佩。

洪深：剧坛先驱 救国勇士

□ 郑学富

1938年4月8日，李宗仁将军在台儿庄火车站
站牌留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成为台儿庄大捷的
永恒纪念。1999年4月8日，李宗仁史料馆在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台儿庄火车站遗址建成开放，
成为对李宗仁将军的永久纪念。馆内藏有李宗仁
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200余幅，文史资料1000余
份，遗物和文物60余件，全面展示了李宗仁曲折
的爱国人生。展橱里，一对火狐标本格外引人注
目，这件藏品蕴含了李宗仁、傅作义两位将军不
平凡的历史，凝聚了两位将军的深情厚谊。

火狐标本的来历
1965年7月20日，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

生，受中共“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冲破重
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偕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
外归来。7月20日上午，李宗仁夫妇乘坐的飞机降
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傅
作义先生，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彭真、贺
龙、陈毅、叶剑英、郭沫若等亲赴机场迎接。傅作
义还多次出席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等军政领导
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1965年8月13日上午，天高云淡，此时的北京
尚有些酷热。傅作义和夫人刘芸生紧张地在其住
所张罗着，他要设家宴，宴请归国不久的李宗仁
夫妇，并且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彭真副委
员长应邀出席作陪。宴席上，主、宾谈笑风生，忆
旧话新，甚是欢快融洽。就是在这次家宴上，傅作
义夫妇特意赠送给李宗仁夫妇一对火狐标本。中
国有句成语叫“狐死首丘”。传说狐狸如果死在外
面，一定把头朝着它的洞穴（见《礼记·檀弓上》）。
比喻不忘本或怀念故乡。傅作义以火狐标本为
赠，高度赞扬了李宗仁夫妇“人到晚年，思念祖
国。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的爱国义举，其匠心独

到，可见一斑。
具有“软黄金”之称的火狐标本价值相当高。

火狐共有47个亚种，其中有三个亚种列入《华盛
顿公约》作为保护动物。火狐听觉、嗅觉灵敏，性
狡猾，行动敏捷，它的腿脚虽然较短，爪子却很锐
利，跑得也很快，追击猎物时速度可达每小时50
多公里，而且善于游泳和爬树。其毛色因季节和
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变异，一般背面棕灰或棕红
色，腹部白色或黄白色，尾尖白色，耳背面黑色或
黑褐色，四肢外侧黑色条纹延伸至足面。

傅作义赠送李宗仁这么贵重的礼物，也是惺
惺相惜。因为傅作义与李宗仁有着相似的经历。

抗日战场上两颗闪耀的将星
李宗仁和傅作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叱

咤风云的人物，两人同为抗日名将，在抗日战争

史上相映生辉。
李宗仁（1891年－1969年），字德邻，在中国近

代史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中国国民革命军
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新桂系首领，曾任中
华民国首任副总统、代总统。早年参加同盟会，与
白崇禧、黄绍竑合作，统一广西，拥戴广州国民政
府。北伐时，带领广西军队一路由湖南进攻至山
海关。抗战时，动员广西将士抗日，任第五战区司
令长官，指挥多次重大战役。1938年春，李宗仁指
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众志成城，浴血奋战，重创
日军板垣、矶谷两个精锐师团，歼敌10000余人，
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毛泽东在《论持
久战》中说：“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
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
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傅作义（1895年－1974年），字宜生，山西荣河
人。1911年响应辛亥革命，在太原参加反清起义，

1931年任晋绥军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等
职。1936年11月初，日本关东军指使伪蒙汉奸总
司令王英及德王从商都西犯，向红格尔图进攻。
驻守绥远的傅作义部英勇抵抗，击退了伪军的多
次进攻，毙敌1000余人。乘红格尔图之战获胜之
机，傅作义决心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
傅作义集结部队，布置作战事宜，力图在增援之
敌到来之前，袭取成功，各个灭敌。战役开始后，
绥军拼力进攻，守敌顽命死守。经过反复搏杀，绥
军终于突破敌阵，冲入庙内，与敌展开巷战，最终
收复了百灵庙，歼灭伪蒙军7800人，俘获300余人，
取得了百灵庙大捷。百灵庙大捷后，傅作义集中
绥军主力，追击敌伪残余。整个绥远抗战，历时数
月，前后共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步兵师、两个步
兵旅和两个骑步旅，收复了百灵庙、锡拉木楞庙
等战略要点多处，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
了日军西侵绥远，妄图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
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抗日热情。绥远抗战
胜利后，中共领袖毛泽东给傅作义写了亲笔信，
称赞其在“日寇西侵，国难日亟”之际，统帅部队

“捍卫边疆……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
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全面抗战爆发后，傅
作义历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第十二战区
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绥远省、察哈尔省政府
长官。先后参与忻口会战、包头战役、绥西战役、
五原战役，其中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
之先例，此役击毙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
军300余，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
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获战利品
甚多。

两人都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营（后改为

北平行辕）主任，辖第十一、十二两个战区，那时
傅作义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应是李宗仁的下

属。可是北平行营主任是个位高权虚的头衔，即
李宗仁谓之的“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然而李宗
仁和傅作义却是互相尊敬，相处融洽。此时的李
宗仁评价傅作义说：“傅作义将军不但是一员战
将，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至于他个人
治事的勤勉，从政的廉洁，尤为可取。他在卢沟桥
事变前即享有抗日令誉。抗战期间，拱卫绥远西
部和北部大青山地区，敌人卒无法越雷池一步。
而第十二战区内部政治的修明，人民的安居乐业
均有足多者。”后来，国民党政府成立华北“剿匪
总司令部”，傅作义任总司令后，不久就搬到北平
办公。此时的李宗仁已决定竞选国民政府副总
统，一心一意地筹备竞选事宜，行辕之事大都是
傅作义过问。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傅作义是
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华北军事既由他统一指
挥，行辕更可不必多管。”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和华北
野战军齐集北平城下，将傅作义部团团包围。为
确保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免遭涂炭，傅作义接
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条件，毅然率部起
义。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北平
和平解放，千年古都的文化名胜和几百万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然无恙。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第一
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看到一
半，就约傅作义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
指着修补过的天坛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
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傅作义会意地笑笑说：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
墙补也补不得。”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是北京的
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像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后
来，傅作义虽然没有得到“像天坛一样大的奖
章”，但是在1955年9月，傅作义却得到了毛泽东
亲自授予的“一级解放勋章”。毛泽东还高度评价
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人民永
远不会忘掉你。”

1965年7月20日，客居美国的李宗仁毅然回归
祖国，引起海内外的关注。7月27日，毛泽东在中
南海游泳池接见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
洁女士。毛泽东与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热烈握
手，毛泽东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跑到
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
我们都以礼相待。”毛主席还说：“祖国是比过去
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
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接见后，毛泽东
设宴招待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以及程
思远先生。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
上第二次接见李宗仁，他握着李宗仁的手说：“请
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 旧闻拾遗

中国有句成语叫“狐死首丘”。传说狐狸如果死在外面，一定把头朝着它的洞穴，比喻不忘本或怀念故乡。傅作义以火火狐标本为赠，

高度赞扬了李宗仁夫妇“人到晚年，思念祖国。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的爱国义举，其匠心独到，可见一斑。

李宗仁和傅作义的情谊

洪深(后排左三)与抗日救亡演剧二队全体演职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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