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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记述·外公白瑞生在恢复陕西省政协的日子里

外公白瑞生在恢复陕西省政协的日子里

白　磊

我的外公白瑞生，生于１９２１年，陕西省清涧县人。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曾在

清涧县委、绥德地委任职，１９５０年调入新组建的中共陕西省委，历任陕西省委

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办公厅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

主任。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８年期间，曾任陕西省委统战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后

改称副部长）、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秘书长，亲历了重新恢复陕西省政协

工作的前前后后，见证了那一段拨乱反正的难忘岁月。

从省委办公厅到统战干部学习班

１９７５年，已临近“文革”后期，３月６日，陕西省委办公厅对秘书一组、陕西

省“革委会”秘书组（两个牌子一套班子）领导成员进行改组，其主要目的是对

“旧省委”，即“文革”前的陕西省委的人员进行再一次的清理，时任省委办公厅

秘书一组“负责人”的外公被停职，居家“思过”。随后，秘书组新任负责人在省

委办公厅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说，秘书一组原领导班子的错误“主要是路线问

题”。其实根本原因是外公在“文革”前是参与“旧省委”的核心工作的人，不符

合当时分管办公厅的省委常委和分管秘书工作的办公厅负责干部中“支左”干

部的心意，便借故调出办公厅，调离了核心机要岗位。尽管大家都承认外公在

秘书组的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密切联系群众，革命事业心很强”，“负责

机要工作多年，有一定的经验，晚上工作学习至１１点”。

当年７月１５日，陕西省委组织部发出一纸公文：“省委决定，白瑞生同志任

陕西省政协副秘书长”。但此时的陕西省政协在１９６９年就陷于瘫痪状态，被

迫停止活动，外公只得与原陕西省政协机关的干部职工一样，到陕西省省级统

战系统学习班去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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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统战干部学习班的办公地址还在西安市东木头市，也就是当年的

各民主党派、政协、省文史馆和省参事室办公的地点。这个学习班成立于１９７０
年３月，主要工作为组织学习和专案复查，落实政策。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长达

１０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落下了沉重的帷幕。

粉碎“四人帮”后，外公一肩三挑，既任中共陕西省省级统战系统学习班核

心小组组长，又任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改称副部长），还任

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秘书长，他在陕西省统战工作岗位上奋斗了两年。

这两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还没有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

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所以要在工作中贯

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仍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努力，但是外公本

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先后协助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组长董学源、中共

陕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常黎夫，尽可能地具体地贯彻执行党在统战工作中的正

确政策，充分调动党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医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

为恢复和发展陕西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

积极帮助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恢复组织及其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省级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领导机关也遭受了严重

的冲击。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８日，陕西省的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省政协等８个

单位的专职领导成员及机关的工作人员，被迫组成陕西省省级统战系统学习

班，集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５日，被撵出中共陕西

省委办公厅的白瑞生，以“陕西省政协副秘书长”的身份，正式到省级统战系统

学习班报道，同在这里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员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生活了

一年多。

经过与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员一年多的共同生活实践，外公意识到要恢

复党的统战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必须尽早的恢复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领

导机构及其活动。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他就多次在中共陕西省委省级统战

系统学习班核心小组会议上，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部务会议和领导小组会

议上，详细地实事求是地汇报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成员的历史情况和在统战系

统学习班的学习情况，呼吁尽早恢复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组织及其活动，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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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要为恢复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组织及其活动早做准备。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１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向省委提交《关于爱国民主党派

活动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我省民革、民盟、九三、民建、民进、农

工和工商联的领导机构，目前除九三学社外，其余的都不健全。根据中央指示

精神，我们建议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可以分别设立临时领导小组开展工作，然

后推动他们进行调查研究，逐步整顿组织，健全领导机构。”“拟召开一次各民

主党派常委以上负责人座谈会，酝酿各民主党派的临时机构问题。”１１月３日，

外公在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会议上，汇报了各民主党派常委以上负责人座谈

会后，与各民主人士座谈的情况。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向省委汇报了《关于各爱国民主

党派和省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的组成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

“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对爱国民主党派和省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的组成和

有关问题，我们在党内外做了反复酝酿协商，在党内意见取得一致的基础上，

先和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个别交换了意见，又邀请他们的常委进行了酝酿协

商。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各爱国民主党派、省工商联现已分别开展了活动，

急需经费和车辆等，建议省财政局恢复爱国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经费户头，并

可拨给今年１１月、１２月的经费；建议省行政管理局尽快给民主党派、工商联各

配备一辆小车，给他们共同配备一辆生活用车（卡车）。”

由于其他原因，陕西省各民主党派和省工商联的临时领导机构虽然成立

晚了一点，但因他们实际上已恢复了活动，开展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从而为陕

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的顺利召开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全面恢复和加强党的统战工作起了积极的

作用。

为重建省政协及其办事机关而努力

召开多年停开的政协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

事。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共陕西省委就筹备召开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的有关事宜向各地、市、县委和省级各部门发出通知，由董学源、白

瑞生负责的筹备组随即成立，积极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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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组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就第四届委员会的组成单位、委

员人选等，反复进行了推荐和协商，并与有关的地、市、县党委和省级部门充分

交换了意见。从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１７日，白瑞生主持和参加的近２０
次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会议 ，讨论了筹备组提出的各项问题，拿出经

与各方讨论的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组成初步方案。经已经恢复工作的政

协陕西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通过，正式组成了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

员会。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３日至３０日，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

举行，外公是中共陕西省委推荐的政协委员，并为这次会议临时中共党组成员

和会议秘书长，精心地、周密地为会议服务。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０日，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第四届委

员会的领导机构，白瑞生当选为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是日下午，四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同意配备刘文忠、李晋昭（女）、高

凌云为四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会闭，他即起草了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配

备省政协副秘书长的请示》，报请省委批准。

１９７８年１月，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秘书处成立。秘书处成立后，外公着重抓

了两件事，一是于１月１０日，秘书处请示省委统战部，要求按照中共西安市委

对离退休老干部的物资供应规定，给省政协的离退休老干部每人每月除按市

民供应标准外，增加肉一斤半、鸡蛋二斤、白糖一斤、食油四两、酒一斤、乙级以

上香烟二条，国庆、春节两个节日，除在定量内供应富强粉５０斤外，其他可根

据市场物资供应情况在可能条件下给予适当照顾。二是于２月５日起草秘书

处《关于申请配备车辆的报告》，要求省计委、省财政局给省政协配备大轿车一

辆（主要是接送参加学习、开会和社会活动的在西安市的政协委员、常委、民主

党派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生活用大卡车一辆（解决党内老干部和一些爱国

人士生活必须给予解决的一些问题）、北京吉普一辆（主要解决党内老同志和

机关负责同志下乡用车问题）、面包车一辆（党内外副主席合用），更换小轿车

两辆。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对政协机关的顺利运行起了良好的保证作用。

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５日至３０日，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

二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省政协学习委员会、省政协对台宣传领导小组，外公

当选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对台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此后，他除了主抓政协秘

书处的主要工作，又以相当的精力和时间主持了学习委员会和对台宣传领导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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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的工作。

为民主人士重开追悼会补行骨灰安放仪式

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的老

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大都急急火化草草了事，使人寒心、痛心。因此在粉碎

“四人帮”的头几年里，为死者重开追悼会、补行骨灰安放仪式，就成了落实党

的统战政策，安抚人心，增强团结的一个重要措施。在这个方面，外公做了大

量的组织工作和具体工作，深得人心。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６日，政协陕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马豫章病逝，外公

即日起草中共陕西省省级统战系统学习班核心小组关于马豫章病逝情况及后

事安排意见的报告、治丧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及悼词初稿，并出席中共陕西省

委统战部办公会议，再行详细面报有关情况。这是统战系统学习班在粉碎“四

人帮”后举行的头一个追悼会，由于安排周到，各方面反映甚为良好。

１９７７年８月６日，政协陕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

央委员、农工民主党西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省

卫生厅副厅长王季陶病逝。外公当日起草了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陕西省革

委会卫生局《关于王季陶先生后事安排的请示报告》、《悼词》以及《王季陶先生

逝世消息稿》，报送中共陕西省委审批。８月１０日，王季陶先生追悼会在三兆

公墓礼堂举行，董学源代表陕西省革委会出席并主持追悼会，骨灰安放在西安

革命公墓。

１９７８年１月７日，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三学社西安分社

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陈大燮先生病逝。陈病逝前，外

公两次代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到医院探望，之后，他又参加治丧委员会，协

助陕西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西安交通大学开好追悼会，并妥善解决了陈大燮

先生遗属生活困难等问题。

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２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报告省委：从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

命”开始到１９７７年底，省级统战系统直接管理的爱国人士中，死亡７１人，已经

举行过追悼会的４０人，其中三届政协副主席３人（霍子乐、党晴梵、杨子廉）、常

委６人、委员５人，省参事室参事１２人，省文史馆馆员及其他人员１４人。这些

人的骨灰大部分放在家中。现在，有的家属不断提出开追悼会和骨灰安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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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们进行了研究，拟先给霍子乐、党晴梵、杨子廉三位副主席举行骨灰安

放仪式。霍子乐的骨灰安放仪式由高长久主持，常黎夫讲话；党晴梵、杨子廉

的骨灰安放仪式由李瘦枝主持，白瑞生讲话。建议省革委会一名副主任分别

参加霍、党、杨三人的骨灰安放仪式。此后，外公又协助不少单位补开了爱国

民主人士的骨灰安放仪式。

同时，外公还很重视解决逝者遗属的生活困难问题。１９７７年１月３１日，

他为省级统战系统学习班起草的《关于冯一航先生遗属生活补助问题的请示》

中说：“省民盟常委、原省教育厅副厅长冯一航先生，因病于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７日

逝世，遗妻７３岁，有病，生活上需要给予安排。根据有关规定，我们意见从行

政事业费用内定期每月补助２０元生活费，从２月份开始执行。”中共陕西省委

统战部批准了学习班提出的意见。１９７８年４月，外公主持和参加的两次中共

陕西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给省政协副主席陈雨皋遗属每月发给生

活费２２元；给省参事室刘天鸣、朱叙五、冯经华、张润泉、马文生、王给猷、刘兴

涵的遗属每月发生活费１５元；给省政协委员冯文江的遗属暂时补助５０元，其

定期生活费的补助后定。按照当时的物价和社会生活人均标准，对上述遗属

定期的每月生活补助费，均高于一般生活标准一倍以上。

组织民主人士开展集体的政治活动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多少年来党和政府很少有计划地组织爱

国民主人士进行集体的政治活动，使他们的政治生活基本处于禁锢的状态。

因此，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和重建的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把组织爱国民

主人士进行集体的政治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在这方面，外公也做

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具体工作。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１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决定恢复

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

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

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提前召开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７
月２７日，西安地区的各界人士在西安市政协礼堂集会，热烈庆祝中共十届三

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欢呼邓小平再次光荣复出。这次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统

战部和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的，会议通知和董学源在会上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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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外公起草。他并对与会人员的名单做了精心研究，对与会人员来去的交

通问题做了细致周密地安排。

接着，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组织“陕西省爱国人士参观团”，于９月２７日赴

山西参观。团长是董学源，外公是副团长兼秘书长，副团长还有陈雨皋、侯宗

濂、雷荣、周益三、李瘦枝、刘守中、熊应栋。参观团在昔阳县参观大寨大队等

先进典型５天，在太原参观钢铁厂、重型机械厂、晋祠等４天。作为副团长兼秘

书长的白瑞生，带领３０多名工作人员，全程细致周到地为参观团服务，辛劳

有加。

１９７８年２月７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也是政协陕西省委员会重建后的

第一个春节，为了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统一战线，发挥各民主党派、

爱国人士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作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于１月下旬召

开了爱国人士春节座谈会，在西安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政

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各民主党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等１２０
余人应邀出席。会上备有烟、茶、水果、糕点招待，并有电影、戏剧助兴。这是

陕西省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举行爱国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为了组织好

这个座谈会，作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秘书长的外公，较之其他工作人

员付出了更多的操心和辛劳。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８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请示省委：“经和党内外一些同志

协商，并征得江西、湖南省委统战部同意，拟以陕西省政协名义组成学习参观

团，于１０月中旬赴韶山和井冈山学习参观。学习参观团的组成人员，主要是

省政协在西安没有实职的副主席、常委、委员，在西安没有实职的全国政协委

员、全国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省参事室参事、省文史馆馆

员等。”由于省委常委会议已经决定外公调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统战部部长

常黎夫于９月３０日亲书报告省委：“提议白瑞生同志参加此次政协出外参观

团，主要由于参观团必须有一个负责实际工作的同志，瑞生同志不去就找不下

合适的人选，他归来去办公厅接手工作。”省委同意了常老的提议。１０月５日，

以张汉武为团长，李瘦枝、熊应栋、谈维煦为副团长，白瑞生为秘书长的陕西爱

国人士学习参观团，从西安出发，赴韶山、井冈山等地学习参观。这次学习参

观团的成员不但人数多而且老年干部居多，并且学习参观时间又长，来回３６
天。这样，作为学习参观团的秘书长，外公的操心工作和辛劳更甚。随团的医

务人员淡爱莲后来说：“参观团上庐山后，省政协常委刘毓中老人高血压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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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突发，十分危急。我看他精神差、恶心、呕吐、烦躁不安，血压２２０／１２０，听诊

心律不齐。当时庐山没有医院，我们只有在现有的条件下竭尽全力地进行治

疗。随团的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夏信威同志打电话给白秘书长汇报了这一

情况，他当即指示‘尽力治疗，确保安全’。当我把病情处理完后，抬头看见白

秘书长站在刘毓中常委的床前，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那天晚上没有月亮，

天很黑。我们在庐山住的地方很分散，白秘书长住的地方离我们很远，天黑，

山路崎岖，不好走，可是他从住地半山坡来看望刘毓中常委，我真不知道他是

怎么摸黑走过来的，不要说刘毓中常委，我也很感动，我知道白秘书长很忙，多

次劝他早些回去休息，以便有好的精神和体力来安排次日的工作活动，可是白

秘书长都轻声谢绝了，一直守在刘毓中常委的床前，直到天亮刘的病情缓解，

他才放心离开。这件事让我感触良多。”

１１月２０日，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组织爱国人士赴韶山、井冈山学习参观团

平安返回西安。白瑞生即到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工作，结束了他３年多的党

的统战工作。

一些属于个人的记忆

外公晚年离休在家，与我聊天的时候多多少少说过一些当年他在政协工

作的细节，他记得当年四届政协恢复的时候，他去北京向时任中央统战部的部

长李维汉汇报陕西省的统战工作的现状，以及迅速恢复省政协，召开政协第四

届委员会一次会议的必要性，李维汉如何指示，外公回来怎样执行，外公没说，

但是外公记得当时有人劝他，政协的事情不好办，你要多注意呢。如何不好

办？怎样注意？讲这个话的领导同志没细说，但外公理解的意思是，在当时的

政治环境下，被各种运动整怕的人心有余悸，觉得政协“牛鬼蛇神”多，知识分

子多，民国时期的军人、民主人士多，与这些人打成一片，一旦再有政治运动发

生，很容易被人抓住辫子。外公听后笑笑，依然尽心尽力去做各项工作，依然

为已平反和尚未平反的民主人士、知名学者争取恢复他们的政治待遇，以及落

实发还“文革”被抄家的房产、文物和财产。多年后，我在为外公编写传记和纪

念文集时，在省档案馆看过一份外公起草的文件底稿，就是这个时期写的，外

公一笔清秀的小楷工整地写着省政协恢复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就有一些

知名民主人士的房产院落，以及金银珠宝现金、文物字画在“文革”中被抄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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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希望省委能尽快落实政策，发还其原有的财产。我记得文件底稿中有这么

一句话：“如确查下落不明的文物及金银首饰，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按照市价

予以赔偿。”在当时政治环境尚不明朗的状态下，外公这么做，是要冒一些风险

的。要知道，这些房产、文物乃至金银珠宝，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当作“四旧”

被各群众组织公然没收抄走，更遑论这些“四旧”的主人，都是些陕西历史上赫

赫有名的“牛鬼蛇神”，这些人里，既有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也有宗教知名人

士，著名知识分子和名画家名作家就更多了，这些人在“文革”中都是被打入另

册的，所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对象”。

后来见过一些政协工作的老人，提起外公，都异口同声称赞。说很少见到

外公这样尽职尽责，又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他们说起政协恢复的那段日子，

就说：不容易啊，既要负责统战部的工作，也要管理起政协办公厅的一堆大大

小小的事情，今天是家属来希望平反，解决“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可否将户口

迁回西安的问题；明天是来说被抄家侵占的房产家产迟迟不归还的事情，还有

亟待解决的办公用房、车辆问题及人事问题。他们对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那

时候最多的事就是开追悼会，大大小小的追悼会每周都要开几次，如何评价、

悼词怎样写，追悼会的消息是否见报，都是你外公主要操办，要拿出意见上报

统战部，甚至要上省委常委会议。所以你外公三楼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深夜。

母亲白洁回忆，当年西安医学院有一位著名教授，也是知名的民主人士，

１９５７年之后成为“右”派，历经坎坷。外公努力为其平反，落实应有的待遇，并

帮助其待业在家的女儿找工作。一家人甚为感动，提着当时较为罕见的礼品

来家中拜访，外公拒收礼品，并说这是我该做的，令其子女感动至深。

还有一次，母亲为落实民族宗教政策调研，一路上省政协常委田景福提起

外公赞不绝口，说外公着力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发还被侵占已久的教堂、宗教

驻地和宗教人士的住宅，解决宗教人士生活困难。田景福常委说外公人很亲

切，对人很好，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等待人。统战系统上上下下反映很好。

省政协机关现在的办公用地建国路，最早是属于西北军政委员会的，１９５４
年大区撤销，这里就成为陕西省委的办公驻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省委机关

迁至雁塔路办公，外公就找当时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振邦，希望将政协能迁至建

国路办公，两个老战友具体怎么商量怎么上报省委，外公从来没和我们提起

过，但在经过他的努力后，省政协于１９７９年８月搬迁至黄金地段闹中取静的建

国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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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白洁，落实政策时调进省政协机关，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外

公与张振邦爷爷为落实省政协机关办公用地和家属院用地，第一次商谈和最

后拍板，母亲都在场，母亲说，第一次交谈，就在现在省政协家属院的地方，当

时是一片空地。他们交谈，母亲在一旁，所以母亲很清楚现在省政协这块办公

用地的来龙去脉。外公为省政协争取办公用地的同时，一并规划了机关食堂

和澡堂的建设，并很快建好使用。在当时物质条件较为匮乏的年代里，机关建

立食堂、澡堂，解决了机关干部职工生活中非常具体的一个难题，受到了上上

下下的赞誉。

“文化大革命”中，陕西省委机关的政务事务等各项办公制度遭到严重的

破坏，有些环节相当混乱。１９７８年，王任重被中央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兼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他复出后亟待恢复陕西省委办公厅的规章制度，提出

了调外公回省委的意见。外公后来对我说，找他谈话的领导询问他的态度和

意见，外公感叹说，自从１９５０年陕西省委成立，我就调来工作，到１９７５年调离，

在省委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刚把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的头绪理顺，有点眉

目，不想再换工作了。领导劝他再仔细考虑考虑，外公又问，这是组织决定，还

是征询个人意见？如果征询个人意见，我保留我的看法，如果组织决定，我无

条件服从。领导说，调你回省委是任重同志提出来的，省委常委会议基本上决

定了，就看你个人意见了，外公说，我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外公离开

省政协，再回省委办公厅。

（作者：白磊，陕西省政协办公厅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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