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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一 多 研 究 动 态          
 

第一四九期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21年 2月 

==================================================== 

▲ 中宣部要求做好闻一多相关材料搜集整理和文物摸底工作 

1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给湖北省委宣传部发出《关

于协助做好功勋人物展陈相关事宜的函》，要求按照中央有关部门要

求，为做好功勋人物事迹展览陈列工作，请湖北省委宣传部协调浠水

闻一多纪念馆等单位做好闻一多相关材料搜集整理和文物摸底工作。

函中要求的工作有：1，梳理闻一多研究综述（包括研究专著、研究文

章、现有展馆、已办展览、研究机构等）、人物年谱等基础研究资料，

以及相关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现有藏品（包括文物、图片、音视频等）

清单，于 2月 26日前提交。2，组织力量撰写闻一多生平略传，要求

严格考证、严谨叙述，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把关审定后，于 3月 25日前

提交。同时，要求广泛搜集除相关现有藏品外，能够反映闻一多经历、

贡献、精神的待征集文献和实物清单，后续按要求提交。函中请湖北

省委宣传部高度重视，认真把关，确保质量，严格按照任务分工的时

间进度相关材料，并由湖北省委宣传部和闻一多纪念馆分别明确一名

对接联系人员。 

2 月 4 日，湖北省委宣传部召集黄冈市委宣传部、浠水县委宣传

部、闻一多纪念馆负责人开会，就落实中宣部宣教局指示进行了讨论

与布置。据悉，这次功勋人物遴选，湖北省仅有闻一多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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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诗影片《最后的演讲》筹划拍摄 

为了向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献礼，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云南讲话时所说要讲好闻一多发表“最后的演讲”、舍生取义的故

事的精神，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浙江天光地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决

定联合拍摄爱国主义史诗电影《最后的演讲》。 

项目介绍书写到：“闻一多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

民族正气新歌。他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

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红了人民共和国的旗帜。闻一多为争取

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坚贞不屈，赶到壮烈牺

牲的感人行动，他的这种毕生赤诚爱国、求索真理和舍生取义的崇高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佩、颂扬和学习。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

伟大的诗篇，他创作的《七子之歌》唤起了亿万炎黄子孙盼望祖国早

日统一的深沉的情结。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献亦成就非凡，成绩

卓著，享誉海内外，郭沫若叹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2021年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为献礼建党一百周年，为了不忘初心，传

承和发扬好爱国主义精神，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我们决

定创作拍摄一部描述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闻一多最后一次演

讲后舍生取义的史诗故事电影《最后的演讲》，谱写可歌可泣的爱国

主义篇章。通过电影《最后的演讲》是为了向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

年献礼所必要，也是新时代云南电影重大文艺精品工程。可以说这是

新时代云南电影走向国际的精品文艺工程作品，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

电影更好的依托文艺艺术加强不忘初心教育，弘扬和传承红色基因的

爱国主义精神。在最好的时期，让这部电影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 

▲ 北京舞蹈学院演出灵感来自闻一多《色彩》的舞蹈诗《生命的壮

彩》 

2019年 12月 28、29两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2019

年艺术实践项目舞蹈诗《生命的壮彩》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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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剧由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师生共同创作表演完成，舞蹈

系主任黄奕华担任导演和编剧，编舞阵容汇聚了学院张晓梅、袁媛、

邓丽莉、袁佳、池咚咚、朱律、杨浩、高岩等青年教师，主演者为一

至三年级在校学生。 

 

舞蹈诗《生命的壮彩》时长 80分钟，创作灵感受闻一多诗歌《色

彩》的启发。闻一多曾说：“舞是生命情调，是最直接、最实质、最

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生命的壮彩》便是将

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瑶族等不同民族的“生命

情调”抒发于肢体，诠释了对于七彩生命的热爱之情与赞美之情。 

据导演黄奕华介绍，生命的意义存在于现象当中，正因为有了各

种生活的现象，才使各生命有了具体的内涵，而各民族生活的现象就

是直观的色彩，舞蹈现象自然成为了最具生命代表性的色彩象征。黄

奕华说，“经过此次首演舞蹈诗《生命的壮彩》在未来还将继续不断

打磨提升，在传承民族舞蹈文化精华的同时，为北舞师生提供宝贵的

教学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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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舞的传承曾引起过很多争论，常有人把在学校里传承的

民族民间舞与原生态舞蹈相对比，认为前者缺少野味儿，越来越脱离

民间。但演出后不少观众认为《生命的状彩》展现出的雅致甚至时尚，

带给人一种清新的民族民间舞之风。让人看到，民族民间舞在经由学

院派的整理和提升后，获得了跻身庙堂的高雅气质。 

~~~~~~~~~~~~~~~~~~~~~~~~~~~~~~~~~~~~~~~~~~~~~~~~~~~~~~ 

▲ 民盟闻一多支部召开 2021年工作座谈会 

2021 年 2 月 5 日，民盟闻一多支部在龙泉古镇文化研究院举行

2021年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民盟昆明市委常委、闻一多支部主委洪海

波主持，九位支部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总结了 2020 年的工作，听取了支部盟员对工作的建议，介

绍了 2021年各项工作的计划安排。会议建议：1、为加强昆明闻一多

支部的力量，建议吸纳认同、热爱民盟的人士加入支部组织。2、为保

证民盟队伍的质量，建议对想要入盟的积极分子进行充分考察。3、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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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民盟先辈精神，牢记民盟历史，建议对新入盟的盟员进行举行盟

史教育培训。4、邀请历史文化专家学者到闻一多支部举办讲座。 

会议对 2021 年将由民盟昆明市委举办，闻一多支部承办的“红

烛精神代代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民盟成立 80周年红烛

诗会主题活动”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家认为，此次活动应充分展示昆

明闻一多支部的学术力量和研究成果，严谨把控活动内容和流程，整

合各方资源，策划一场有质量有意义有看点高专业的活动。 

会议还要求盟员深入发掘闻一多的学术和精神亮点，进一步做好

闻一多精神宣传。 

~~~~~~~~~~~~~~~~~~~~~~~~~~~~~~~~~~~~~~~~~~~~~~~~~~~~~~ 

▲ 李嘉言谈闻一多学术论文的散文风格 

1939年 6月 1日闻一多发表《歌与诗》，1941年 9月 8日发表

《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殉难时，曾与闻一多朝夕相处的李嘉言已

调至西北师范学院，他在 1946年 11月 13日的兰州《和平日报》发表

悼念回忆《闻一多先生及其散文》，特别以这两篇学术论文为代表强

调了闻一多学术论文的散文风格。 

李嘉言在文中说：《歌与诗》“这样的论文所以含有艺术性，大

概有下列三种原因：一、用对话的方式‘你’‘你’不止的让你感到

亲切有情。二、事物的人格化。三、形容词多，且应用巧妙。”《宫

体诗的自赎》“是更美而有力的论文了。简直像是闻先生以诗样的笔

调抒写他自己对于宇宙的灵感，哪里是在写刘希夷？‘批评家是美的

发掘者’‘批评家是圣哲’‘批评家也是创造家’，这些话我们统可

以从闻先生得到证明了。”李嘉言把闻一多的这种风格归纳出六个特

点，即“一、更加重了形容的成分；二、更加重了自己的情感；三、

欧化句式；四、肯定语气；五、科学字眼的巧妙的应用；六、想像力

的发挥。”认为“第一、三、五诸点使他的文章显现着一种非传统式

的美，第二、四诸点使他的文章有力而动人，这是闻先生散文的特色。

闻先生刚直的性格注定了他文章的火气与决断。这只消看他文章里所



6 
 

用的那些‘只有’‘必须’一类的字眼，就可明白”。 

对于闻一多学术论文的散文化艺术化风格，李嘉言说：“我要说

的是尚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闻先生另一方面的成就，那就是：闻先生

在新文学方面不仅是个诗人，而且是一位散文家。闻先生自己对于他

早年所作的诗，其实倒还有些避讳，对于他的散文，却自认有其风格。

这是他对我个人说过的，别人或许不知道，所以我更有表扬一下他的

散文的必要。”又说：“闻先生早年做诗的时期未多写散文，所以不

会以散文名家。但是他后来发表的一些文学论文，却常有极富于文艺

性的，其中充满了感情、想像以及华美的词藻。这一半固然是由于他

原是个诗人，他有本领这样做；一半却也是他有意提倡，想使它成为

一种风气，不仅为新文艺增辟一块疆土，还可为考据性的论文多招徕

些雇主。因为考据性的论文一向是戴着干瘪严肃的面具出场的，现在

经闻先生这样一改造，再注射进去一些闻先生所特有的火力与生气，

不仅常干考据这一行的人看见它更有兴致，就是初学者遇见它也不至

于像吃苦药似的难受了。现我要说的闻先生的散文，就是指他这些文

艺性的论文。” 

李嘉言还将闻一多的散文与同时代的几位散文家进行了比较，认

为：“闻先生的散文还是近乎和他同为‘新月派’领袖的徐志摩的，

都是受的外来影响比较大。和其他几位当代散文家，如周氏兄弟，朱

先生（自清），俞先生（平伯）仍然不失为中国式的美的，迥乎不同。

周朱俞几位先生的文字，大概可以说是富于暗示性与诱导性，闻徐两

先生的文字则是富于刺激性与诱惑性。鲁迅所用的语言是白话中偶而

还夹着文言，周ⅹⅹ和俞先生所用的文言更多些，朱先生差不多全用

国语，而闻徐两先生便特别显得欧化的气味重了。” 

~~~~~~~~~~~~~~~~~~~~~~~~~~~~~~~~~~~~~~~~~~~~~~~~~~~~~~ 

▲ 历史档案·蒋介石档案中保存的暗杀闻一多特务名单 

1946年 7月 27日，李公朴、闻一多惨案主谋霍揆彰在庐山受到

蒋介石训斥，自知再难掩盖，当天返回昆明后即令云南警备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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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动有关人员看管起来。除汤世良、李明山愿意出面应付公审，8

月 25日被陆军总司令部军事合议审判法庭判决死刑外，其余被看管者

还有十五人，他们是：王子民（云南警备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崔镇

三（稽查处少校组长）、蔡云祈（预备二旅上尉组员）、秦永龢（稽

查处上尉组员）、包玉田（稽查处中尉组员）、刘锡麟（稽查处中尉

组员）、何毅（稽查处中尉组员）、张文尧（稽查处中尉组员）、尚

福海（预备二旅中尉组员）、王开基（稽查处少尉组员）、赵树林（稽

查处少尉组员）、崔宝山（稽查处少尉组员）、张德明（稽查处少尉

组员）、欧阳元化（稽查处少尉组员）、仲刚（稽查处少尉组员）。 

这份名册，记录在继任霍揆彰担任云南警备司令的何绍周 1947

年 7月呈请陆军总司令部可否将王子民等十五名责保暂释呈文的附件

中，7月 21日由顾祝同呈送蒋介石侍从室。侍从室收文登录“内容摘

要”中云：“奉钧电饬核议前云南省警备总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等，

可否从宽发落一案，遵查该王子民等十五名，因昆明西南联大教授闻

一多被杀案，处置失当，奉钧座手令拘禁，嗣以负责看管之整编第九

师奉令开拔离滇，又经签奉钧批解京，交宪兵司令部继续看管，旋据

该王子民等，一再报称，以自奉令拘禁以来，历时十一月，深感学验

缺乏，致肇前造愆，故于守法期中，悉心研究学术，以求长进。惟值

兹大局明朗之际，伏恳恩施格外，准予恢复自由，俾再效命等语。查

该王子民等十五名，对于闻案处置失当，固属处有应得，惟守法已届

十一月，既能悉心思过，深知悛悔，且前据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

电请原情开释前来，可否准如所请，将该王子民等十五名上并责保暂

释以观后效，抑仍继续拘禁之处理，合开列名册，签乞，核示。”该

件“拟办”栏中云：“前据宪兵司令部张司令报告，以羁押该部之前

云南省总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等，请予从宽发落等情，当要本案前系

陆军总部顾总司令奉令主办，军务局无案可稽，经转电顾总司令核议

去后，兹据请示如上。同时另据陈总长转据顾总司令请示如上文。谨

注。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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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王子民等

自认民盟既被解散他们也应该解除看管，再次向陆军总部提出释放要

求。11 月 22 日，顾祝同呈蒋介石一公文，侍从室公文登录记录云：

“查云南省警备总部稽查处前处长王子民等十五人，因昆明闻一多被

杀案，处置失当，奉钧座手令拘禁，嗣据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电

请原情开释，兹又叠据王子民等报告，以拘禁已十四阅月，近政府已

明令宣传“民盟”为非法组织，大局明朗，各员等自拘禁以来，痛不

可支，伏恳准予恢复自由，俾再将使等情。查该王子民等十五名，对

于闻案处置失当，固属咎有应得，惟守法已届十四阅月，既能悉心思

过，深知悛悔，可否原情准予一并责保暂释，以观后效之处，乞核示。”

12 月 11 日，侍从室批“本案前系陆军总部顾总司令主办，军务局无

案可稽”，“经呈奉批‘缓’”。其后，国民党忙于内战，此事亦未

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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