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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一 多 研 究 动 态          
 

第一五三期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2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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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建军发现闻一多绘孙中山先生遗像 

1925年 3月 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22日下午 2时，纽约

华侨在国际学舍隆重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闻一多绘制的孙中山

遗像置放在会场主席台的桌子上。 

《清华周刊》报导云：“此次孙中山先生噩耗传来，留美中国同

学之在纽约者，感中山先生人格之伟大，故不论派别，各捐除成见，

同致最后之敬仰于此开国元勋。由学界中三十六人组织筹备处赶办追

悼事宜，处长为罗隆基君，清华同学之在内办事者，如潘光旦、张嘉

铸、熊祖同、陈石孚、闻一多等，颇为出力。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二

时开追悼大会，会场设于万国学生会所正厅。一切布置，均依国式。

桌上置闻一多君所绘中山先生遗像，围以五色国旗，及青天白日满地

红旗。遗像之前，焚香点烛，复陈鲜花一把，鲜果三碟。桌之左右，

各竖长方大纸碑，上书中山遗嘱之原文与译文。四壁悬各团体及私人

所赠联□。各国来宾到会者逾千数，幸会所正厅系照新式戏馆建筑，

座分上下二层，不致无立足之地。座满之后，即闭大门开会。主席程

经远君致开会辞，南浔姚昌复先生主祭，助祭者为余上沅与孙本文二

先生。祭礼即毕，遂由中华市政协会总干事桂崇基君报告行状，罗隆

基君以国语演说，印度国民党领袖达斯、杜威教授、上海美国律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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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克，亦相继以英语演说。最后则由中国评论社梅其驹君道谢各国来

宾而散。” 

 
闻一多所绘的孙中山先生遗像，多年来数度寻找，均未见其貌，

近日终由武汉大学文学院陈建军教授发现。这幅遗像为照片，刊登在

在 1927年 7月 27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题名《中山先

生像》。照片左侧附有说明：“右孙中山先生像，系于中山先生逝世

之日纽约中国留学生开会追悼，特请闻一多君敬绘者。像高五尺八寸

五分，宽三尺五寸八分。”时，《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为梁

实秋，他在《谈闻一多》中回忆说：“会堂中间悬着中山先生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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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遗像便是一多临时赶画的，是一幅炭笔画，他后来送了我一张这幅

画的照片，因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陈建军认为，刊登在《青光》

上的《中山先生像》，就是闻一多送给梁实秋的这张照片。 

闻一多绘《中山先生像》的再现，不仅丰富了闻一多的绘画作品，

而且对进一步研究闻一多的历史生平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据武

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沈瑞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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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与闻一多道路学术研讨会”获国家社

科基金资助立项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由陈国恩领衔、中国闻

一多研究会申请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与闻一多道路学术研讨

会”，获得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学术会议类立

项。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出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社团资助计

划管理办法》，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的这项申请，是该办法实施后通过

的第二批项目。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与闻一多道路学术研讨会”申请书在

活动目标中写到：闻一多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他

的新诗创作代表了 20世纪 20年代后半期新诗的一个重要方向。他的

诗论独标一帜，体现了新诗自律性的艺术要求，影响深远。他后来转

向学术研究，在古代神话、楚辞、唐诗及现代诗歌的研究方面取得了

卓越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他在 1940年代为民主而斗争，最后殉

难，其事迹彪炳史册。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

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

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

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

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

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闻一多的道路，是现代进步知识分子

的道路。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的洗礼，经过人生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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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最终靠近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中国新民主革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闻一多的道路，昭示

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的本质及其强大的感召力。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周年之时，举办“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周年与闻一多的道路学术研讨会”，

是对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

现实意义。 

目前，“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与闻一多道路学术研讨会”各

项工作已着手筹备，会议期间还将根据民政部规定进行换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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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沿革简介 

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成立于 1985 年，由教育部主管，挂靠武汉大

学。闻一多研究会成立初名中国闻一多学会，后按民政部指示将“学

会”改为“研究会”。闻一多研究会成立时即选举了理事会，至今已

有六届。 

1985年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楚图南、叶圣陶、闻家驷。会长

季镇淮，副会长范宁、何善周、陆耀东。法人兼秘书长孙党伯。 

1994年第二届理事会。顾问费孝通、闻家驷、黎智、陶德麟。会

长季镇淮，副会长范宁、何善周、陆耀东。法人兼秘书长孙党伯。 

1999年第三届理事会。会长兼法人陆耀东，副会长吕进、刘烜、

孙玉石、孙党伯、蓝棣之、董乃斌、黄曼君。秘书长陈国恩。 

2004年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兼法人陆耀东，副会长陈国恩（常务）、

吕进、刘烜、孙玉石、孙党伯、蓝棣之、董乃斌、黄曼君。秘书长陈

国恩（兼）。 

2009年第五届理事会。顾问王保生、吕进、孙玉石、孙党伯、刘

烜、陆耀东、黄曼君、董乃斌、蓝棣之。会长兼法人代表陈国恩，副

会长方长安、王光明、王泽龙、李怡、刘福春、刘川鄂、何锡章、罗

振亚、闻黎明、商金林、程光炜、熊辉。秘书长方长安（兼）。 

2015年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兼法人代表陈国恩，副会长方长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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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王光明、王泽龙、李怡、刘福春、刘川鄂、何锡章、罗振亚、

闻黎明、商金林、程光炜、熊辉。秘书长张园。 

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以宣传闻一多精神、推动闻一多研究为宗旨，

致力于凝聚全国闻一多研究力量，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推进闻一多

的跨学科研究，为提升闻一多研究整体学术水平做出了重要努力。进

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先后于 2004年、2006年、2009年、2016年、2019

年主办了国际性的闻一多学术研讨会，每次研讨会均出版有会议论文

集。最近一次的会议，是 2019年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中国现代史学

会、闻一多基金会、黄冈师范学院主办，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苏东

坡书院）承办的“纪念闻一多诞辰 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在黄

冈师范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与各高校以及日本等国的 80余名专

家学者发表 50余篇论文，论文集《纪念闻一多诞辰 120周年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2021年 1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人物研究社会团体中，闻一多研究会被公认为是持续时间

最久，召开会议次数最多，会议间隔时间最短，会员成果最众的学术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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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闻一多学会即将召开 2021年度学术大会 

因新型心冠疫情暂停一年的日本闻一多学会年度学术大会，将于

10月 30日恢复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为“中国的现代和学问艺术”，

会后继续编辑出版会刊。 

此前，日本闻一多学会年度大会曾多次邀请中国学者参加，由于

疫情关系，这次大会参加者仅限在日本的会员。同时，为扩大专家学

者交流，会议将以视频形式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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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盟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家诵读闻一多作品 

  9 月 7 日，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与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

团共同策划推出“致敬民盟先贤”名家诵读，活跃在银幕上的民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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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术家梁波罗、朱曼芳、洪融、顾永菲、佟瑞敏、蔡金萍、吴冕、

张晓林、肖荣生、夏菁、何琳、宗晓军、佟瑞欣等纷纷献声，向民盟

先贤致敬。诵读中，民盟盟员、国家一级演员吴冕诵读了闻一多的诗

歌《红烛》，民盟上海市电影局系统支部主委、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

剧团团长佟瑞欣诵读了闻一多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这种形

式新颖、内容生动的名家诵读作为上海市民盟开展“学党史、悟初心、

强信念”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发挥了激励广大盟员从中国共产党百

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与力量，进一步弘扬了民盟与中共团结合

作、风雨同舟的光荣传统，坚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心与决心。这次诵读，《解放日报》等媒体均以大篇幅做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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