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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

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

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

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

予以继承。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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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矜雕饰写寸心

我到统战部的那年，对统战知识充满无尽的渴望，

找来各类统战书籍争分夺秒埋头阅读。有一天，无意

中在层叠的书海里发现了一册装帧雅致的《心花一束》，

封面有一幅疏淡的水仙画作，清丽脱俗。随手翻阅，

都是一篇篇小故事，记录了作者李镇瀛先生与胡厥文、

赵朴初、查良镛、吴祖光、刘靖基等众多著名党外人

士交往的点滴，文笔清新晓畅，文中人物机敏风趣的

交谈至今读来如沐春风，仿佛穿越历史，隔窗听到他

们谈笑风生。作者和他的党外朋友们的一颦一笑有如

一幅历史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呈现，这是一部鲜活的现

代常州统战口述史啊。

一口气读来，从初识周谷城教授、与吕思勉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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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往到劝洪德法师进补，再到袁晓园、吴青霞的贺

卡缀深情，篇篇是一段段统战佳话，处处洋溢着风雨

同行的温情。

书是沟通人心灵的桥梁，相逢何必曾相识，相识

又何必相逢，连续两天读完《心花一束》，毋需引荐，

已熟知李镇瀛这位三进三出统战部的老部长。他一生

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在统战部度过的，前后长达

二十余年，从普通的统战干部到部长，到政协副主席，

他对统战事业有一种深沉的爱，对统战工作的方式方

法有独特的理解，对党外朋友充满无限的深情，与统

一战线的各界人士真正结成了肝胆相照的挚友。

君子之交淡如水，靠人格力量的相互吸引，李镇

瀛与党外人士交朋友，赢得了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民族

宗教界人士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与拥护，并成为一辈子

的生死之交。他为蒋超雄将军落实政策，与诤友吴儒

斌商讨民主党派的人事安排，与老农工党员蒋志云结

成“忘年交”，在香港访问期间得到刘汉良先生的悉

心帮助，和工商界才子张允溪一起编写专题史料，与

姚伯方先生合作共事，走访京剧票界翘楚蒋君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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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交友之道，通过赵华宇教长做好信教群众工作，与

党的老朋友庄泉玉长谈，和吴中行先生谈摄影艺术，

为爱国爱教的好牧师毛吟槎过寿辰，与常州教育界前

辈顾绍炎联句颂总理，接受孙家庵住持传怡法师圆寂

前的托付……李镇瀛与党外人士的交往并没有什么惊

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是虚心切磋学问、推心置腹地

促膝长谈，甚而是闲话家常，以心交心，如此才交到

了真朋友，赢得了尊重和信任。对于一名初入统战之

门的年轻人来说，我从李部长的故事集中似乎微微探

寻到了一点统战工作的真谛。

何止一册集结于 2000 年的《心花一束》，我还找

到了李部长于 2003 年出版的《心香一瓣》，两书犹如

心心相印的姊妹花，风轻云淡、摇曳生姿，人文历史、

吴侬软语，娓娓道来，不仅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统战风云，

也从中可以管窥李镇瀛先生的心路成长历程，以及他

对母亲、妻子还有师长亲友们的绵长情意。

他家在常州青果巷，这里名人荟萃、底蕴深厚，

加之勤恳善良的母亲给予的爱，这一切给他的人生打

上了底色。1948 年，13 岁的李镇瀛走进著名江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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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钱名山之子钱小山的家中，矮小而破旧的百年老屋

中，无数排列整齐的线装书震撼了这个少年的心，学

识渊博、诚恳厚道的钱先生送李镇瀛一句诗：小荷才

露尖尖角。钱先生的鼓励伴随着他的成长。后来已是

统战干部的李镇瀛与加入民主同盟的钱先生多次交往、

请教，亦师亦友的钱先生曾以咏莲诗相赠：出水婷婷

照眼明，不矜雕饰写平生。李镇瀛的人生并非一帆风

顺，他自幼体弱有肺疾，一生遭此病侵扰，且多次不

得不住院治疗，而立之年又遭遇“文革”风雨，酷爱

字画的他无奈看着许多心爱之作化作“灰蝴蝶”。所

幸在不惑之年遇到了心爱之人，然亲密融合、相濡以

沫二十余载后，在本该享受退休后的天伦之乐之际，

犹如晴天霹雳，爱妻俞雏凤不幸患病先行而去。从此，

李镇瀛在家中写作、与疾病抗争，清寂而孤独，象征

爱妻俞雏凤的那盆腊梅陪伴着他，成为他心中永不凋

谢的花。

我是在 2008 年见到李镇瀛部长的，此时距离我初

读他的书已是三年有余。这个年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

年份，正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部里开展了一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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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出改革开放三十年常州统一战线十件大事，我是

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经过多轮征集筛选，十件大事

初步选定，为防止遗漏或者不能全面反映三十年之十

件大事，我走进了李部长家，征求他的意见。

这是居于老城中心的茭莆巷，二楼的三居室，装

修及其简朴素雅，令人舒心宽畅，客厅的沙发蒙着淡

色的布套，一柜一几一桌，都清爽干净，物品不多，

陈设端庄雅致。记得客厅有一幅山水画，画上题写着：

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沉中路分。由莫树滋先生题

写的这句唐诗或许是李部长人生的写照，抑或是他历

经沧桑、阅人无数后的感悟。

虽是初识，已然是熟识，他的相貌已从书中照片

上见过多次，但是见到他本人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李部长中等身材，声音洪亮，语速稍快，行动利索，

不苟言笑，他的言语中总给人不容置疑的坦率和严谨，

待人十分诚意，让接触他的人非常愿意和他说真心话。

他一个人走进书房快速而认真地看完十件大事，

然后回到客厅的餐桌前，与我相向而坐，言辞恳切地

提出了一个想法：有一件事是这三十年中不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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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那就是全面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统战政策，

成为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头等大事。从 1978 年开

始至 1987 年结束，历时 9 年时间，市委先后两次召开

统战工作会议，对落实政策的有关工作进行部署。在

认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纠正了错划右派，落实了原

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恢复了小商小贩、小手工

业者的劳动者身份，落实了台胞台属和侨务政策，清

退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扣减、挤占和查抄的资产。

经过为期9年艰苦细致的工作，累计为民主党派成员、

工商界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归侨侨眷等 1960 名统

战对象，解决落实政策共14329件。通过落实政策工作，

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极大地

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

巩固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李部长的话让我汗颜而感动，这是一个老统战部

长在历经风雨后认为的头等大事，这不该忘记也不能

忘记。我回想起他在《心花一束》中写过一篇《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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