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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q= ， 万未艾(主)与萧军(石)

在吉林初识后的第一灰合影。 万未艾 (击一 )和萧军 (王一 )

1930 :q=国于沈阳。

万未艾(前石三)手。萧军(国E一) 1930 :q=在东北陆军训武堂。



1 93 1 军 ， 万未艾 ( :5:一 )与萧军 (主二 )等，在东北陆

军讲武堂时期的合影。

万未艾的挚友陈 ~~
(主 ) 和梁山丁 (击 )在萧红

生回(王边的地万。 1 98 1 :茸

摄于后m滨商市面 25 号
大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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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3 军 5 曰 ， 吉林大学举归萧军创(乍五十:q::学术

讨论会 ， 万未艾与老朋友的合影。前排主起 : 梁山

丁、高擎洲、公木、万未艾、萧军、王德芳、杜贵拨，
后排在起 陈1罩、庐湘、萧耘、金训~o (徐天成才是)

1 986 茸，万未艾(石)与萧军(主)。

万未艾夫妇与诗人万冰(王二 ) 。



序

葱花茂

二十多年前，经作家萧军介绍，我有幸与

方未艾先生结识。此后，我们曾多次一起参加

会议，讨论问题，促膝谈心，倾听先生发人深

省的对人生和学术的见解。 1992 年冬，我得

悉先生住院，借公出之便去本溪市医挠看望先

生。作为后辈，这是理所当然的，想不到先生

后来在信中说"令我难忘"、"十分感动"。在

与先生多年交往中，深深感封先生品德高尚，

学识渊博，革命意志坚强，胸襟宽军仁爱，都

足为我们后生的楷范，我一直以有这样一位忘

年知交感到荣幸。

方未艾先生从少年时代就从事反帝爱国的

革命活动，领导过学生运动，从事过军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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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参加过党的秘密工作，也在各种提刊上发

表过大量充满革命斗争精神的诗文。先生不单

在沦陷区的东北家乡战斗，还活跃在新疆、甘

肃、山东等地区，并一度在前苏联工作过，解

放后积极投入教学和翻译工作。令人缸豌长叹

的是，先生不仅遭受帝盟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迫

害，还经受了"左"的思潮的冲击和新磨。尽

管如此，先生对桂E人民的热爱从未减弱，对

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从不动摇，对人生的

乐观主义情怀从未改变。不论颇境也好，逆境

也好，先生都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积极奉

献。

如果仅从外表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位

激情满怀的革命斗士，而是活兢兢一位和蔼可

亲的乡间老人。然而，接触多了，就不时看到

先生流露的激情。虽已高龄，但织热的感情仍

然感人肺蹄。 1988 年夏天，方未艾先生的生

死不瑜的挚友萧军逝世，我和先生都参加了萧

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先生悲痛失声，在老友遗

体旁的诀别话语，不仅令人雨之心碎，更震撼

人们的灵魂，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人世间的

至靖。先生在给我的信中盛赞萧军的另一位崩

友陈畏先生，说"陈陡教授在友情方面是一位

像萧军一样被重义气的人。在萦军被挝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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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 ft~判，他不挑判，并曾为此受到降职处分

成为萧军分子。在萧军平反进行语查时，他提

供了许多真实资料。黄军逝世后他主编过萧军

纪念集。最近他又自费出版了〈萧军十年祭}.

在友情史上都是少见的(克 1997 年 12 丹 4 E 

方未艾给笔者信 )0" 实际上方未艾先生更是如

此。先生在萧军逝世后，写了大量追忆和怀念

萧军的文章，语句平实主贡朴，没有任何夸饰，

但那炽热的靖感却深深地感染着人们 O

按说先生为中 E人畏的解放事业奋斗一

生，又遭受那么多不公正的对待，平反昭雪

君，为自己提出适当的安排和照顾，应该是不

过分的 C 然可先生淡边名利，安子清贫，稳是

荤食瓢钦，身居题室，抬然自乐。他来信说:

"您在信中关心我说，天气冷了要保重，写复

信可让家人代写 C 您这样关心，可能认为我已

90 多岁了，身心已不如当年了 O 我请您放心，

我虽然 92 岁了，自子常练气功，体力尚健，

由于对名对利，不争不夺，精神智力，还都正

常。每天还能读些想、读的书刊，写些楚、写的文

字，有时外出政赏敖赏风景，有时在家挽着观

看电视，我虽然为祖望为人民已经不能再做什

么贡献，可是能看到祖国一年比一年富强，人

吴一年地一年幸福，深恿能多活九年，能多看

-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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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其他也就什么不惹了。"先生一方面才知悟

人生，超然物升，同时对祖昌人民的赤子之

情，终生不渝。此等精神境界，岂止"高风亮

节"月号能渥盖呢!

现在，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与本

溪市政协的同志们，才巴方未艾先生的文章搜集

起来，编辑出版了这本文集。当然，这里所软

的文章，只是先生全部作品中一小部分。不

过，以一斑窥全豹，也能感受到先生的人格魅

力和质朴的文采。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是极

珍贵的文史资料，展现了丰富的革命者的人生

民历和波濡壮阔的历史风云，对文史研究无疑

具有重要份值。

在方未艾先生文集出版之际，主持其事的

进兴、赵杰同志，要我为文集写序。我l)Z上这

些话，实在不敢称序，算是表达我这个晚生对

普辈的一点敬意吧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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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中华民国、伪

"勺j满药洲菌

走出的农民的儿子，近百年来在盟内几个大城

市和国升几年的闯荡。人生的旅途，印记着我

在东北讲武堂、东北军、哈尔滨报社、海参威

列宁学院、薪疆、甘肃、山东、辽宁等的奋斗

和辗转。在 E家、民族、社会遭受侵略、劫难

和发生重大变革时，我求学、投笔从戎、到 E

井、王:西北、冀东北、到城市、到农村，百年

浩桑，历经劫难，饱尝了人 i可甘苦。

E苦往事，聊以自愚的是我仰不 i挠天，俯

不悖人。我对E家、民族、党和人民，尽了一

个公民该尽的力，做了一个公民该做的事。虽

然我一生中与照友萧军、萧红、赵丹、杨期、

金人、金剑啸、温iMl\，练等相识、相知，与历史

上的著名人物彭德怀、张学良、赵一曼、杨靖

宇、赵尚志、金伯 ~S 等有过交往，也和许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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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像我一样没有名声的人同甘共苦过，在我年

近百岁曲时候，我毫无显示荣耀之杠，也毫无

惭惶之意。我实实在在地走过了近百年，我看

过人民的浮沉荣辱，尝过世间的人情炎凉。无

论辞世的还是在世的，无论有名的还是无名

的，在我重新获得人生的自由时，我要用笔写

下他们曾感动过我的一些事情。这不是为谁树

碑立传，是让后人知道当年有过其人其事而

已。

这些图忆文章，大多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后断断续续写的一些文稿，有的是应期友之

邀，写给国内文化史料、革命E忆录之类刊物

茂的，也有的是写给 B 报、晚报的，有的写完

之后，就放到家里。还有一些是朋友的来信和

写的文章，有便于更好了解一些社会背景和内

心世界，也费收在一起了。我的夫人王采南写

了窝篇文章，这是我非常珍视的 O 她一生为我

和孩子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和痛苦， 177

至死不渝地保持着青年时就具有的情操和品

格，令我和我的知友们敬佩之至 O

对于一个年近百岁的人，一生见识和结识

了社会各层的人。我无策去评价他们，他卡的

遭遇和命运是某些人生和一段历史的写照 O 虽

然都己成过去，或说是"过眼烟云"或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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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最竭尽，千古风流人物"然市，

他们毕竟是用吉己的理想、信仰、追求、青春

甚至家庭和生命，为社会、为后代奋斗和奉献

过。当然，也有一些不足挂齿和不屑一颜的

人，我在余年不想回忆和书写他们。我钗仅写

了一些熟悉的人。还有一些熟悉的人，我未有

时间和精力写，但我在心里深深地杯念他， 1fJ 0 

萧军生前在信中对我说"我为你裁定了

一个题自: {劫海余生录}，小标题是:‘大时

代中一个小人物的追忆'。我以为这部国纪录

写出来(能否出放且不管)是有意义的，富给

孩子们也是好的，请你考虑。去Ií.紧时坷，马上

做起，有始有终，贯才知到底。"我没有写出来

这本书，我总觉得我个人的一生，同我敬{市和

怀念的人的一生桔比，是不值一写的。司时代

的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大人物"的一生，比

我更有代表性，于是我怯笔了 O 我曾告群孩

子，要从我的一生总结一些经验，怎样做人，

怎样做事，怎样认识社会，怎样明辨是非善恶

等等。

我孤身一人从家乡走出，投身社会的变革

和政治斗争中，历经沧桑，最后又身无分文、

身无一职地回到农村，离居家中。 1tJ.乎整整画

了一个人生的大噩噩，就差点"赤条条来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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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去"了。生命如此简单，然而社会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军界、政界、文学界、

教育界和在自内、 E外都有过经历，在城市和

农村也都生活过，我身边许多人民我一样，有

过许多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我常常想，一个

普普通道的生命，如此这般，究竟意味着什

么?中 E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政治和社会，

生存和生活，生命和价值等等，依乎直该让后

人知道这些东西。这是人性的展现，在中 E

20 世纪人'洼的展现。我己经无能为力写这些

了，将我知道的一些人和事留下来，也将我的

一生留下来，让后人去更深挺、更多、更科学

地去思考和去写吧，这就是我的一点"奉献"

了!

我非常感谢辽宁省政格和本溪市政协，帮

劫我出最这本吕仨录。这里有一些篇章，散见

在盟内的一些提刊和史料书籍上，有的写了就

放在家里。我虽然知道当今的许多人，喜欢看

有情味的人往事，可惜我已年迈，只能记一些

史实。我不愿、谈千人的人生感受，也不愿迎合

什么 O 如果窜下的这点东西，对社会能有些益

处，我也就安心了!

方来艾时年 97 岁
2∞3 年 7 月 23 日子辽宁省本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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