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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出版社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是我们党和国家创建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
几十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与脚步，他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出版了大量
的各种类型的优秀出版物，为丰富人民群众的学习、文化需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但由于环境、地域及发行渠道等诸多原因，许多精品图书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晓。
为了有效地利用和二次开发全国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优秀出版资源，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
的精品佳作，也为了提升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的整体形象，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决定，在全国各成员
社已出版的数十万个品种中，精心筛选出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前沿性及可读性的优秀图书
，辑编成《人民·联盟文库》，分批分次陆续出版，以飨读者。
    《人民·联盟文库》的编选原则：1．充分体现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术水平和出版风格；2．展示
出各地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特色；3．图书主题应是民族的，而不是地区性的；4．注重市场价
值，要为读者所喜爱；5．译著要具有经典性或重要影响；6．内容不受时间变化之影响，可供读者长
期阅读和收藏。
基于上述原则，《人民·联盟文库》未收人以下图书：1．套书、丛书类图书；2．偏重于地方的政治
类、经济类图书；3．旅游、休闲、生活类图书；4．个人的文集、年谱；5．工具书、辞书。
    《人民·联盟文库》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物、译著六大类。
由于所选原书出版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版单位，在封面、开本、版式、材料、装帧设计等方面都
不尽一致，我们此次编选，为便宜读者阅读，全部予以统一，并在封面上以颜色作不同类别的区分，
以利读者的选购。
    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委托人民出版社具体操作《人民·联盟文库》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所选图书出
版采用联合署名的方式，即人民出版社与原书所属出版社共同署名，版权仍归原出版单位。
《人民·联盟文库》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成员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部分专家
学者及发行界行家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人民·联盟文库》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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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作者叶永烈)是“人民联盟文库”系列之一。

《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是记录研究其生平事迹的著作，书中共分为最后的日子；走上红色之路
；初入延安；来到毛泽东身边；“中共中央一支笔”；新闻首脑；“大手笔”；“大跃进”年代；庐
山风波；“病中吟”等十三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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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乔木（1912-1992）。
本名胡鼎新，&ldquo;乔木&rdquo;是笔名。
江苏盐城人。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胡乔木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胡乔木生前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
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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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最后的日子
中共中央常委们纷至三○五医院
胡乔木的一家
“秋深深未解悲秋”
向巴金寿辰发出“迟到”的贺电
第二章走上红色之路
父亲胡启东乃盐城名流
《中国青年》深深影响了他
在清华园演出“危险的戏”
在故乡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了浙江大学校长的死对头
在上海出任“文总”书记
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
第三章初入延安
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
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
“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
第四章来到毛泽东身边
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
读书成了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五章“中共中央一支笔”
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第六章新闻首脑
“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
成为“新闻人物”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
终于累得病倒了
第七章“大手笔”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
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
在杭州起草《宪法》
第二次病倒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乔木>>

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八章“大跃进”年代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
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批罢“西尼”驳“东尼”
《人民日报》的“婆婆”
第九章庐山风波
在庐山会议上大力纠“左”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第十章“病中吟”
“一介书生”的种种“故事”
远离“阶级斗争”谈诗论词
“没有百忙”的“好事之谈”
又在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写诗词使他和毛泽东恢复联系
江青警告：“不许干扰主席工作！
”
第十一章“文化大革命”风雨
江青早已对他不悦
《海瑞罢官》的“黑后台”
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迁出中南海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盯”住了他
红卫兵闯入胡宅大抄家
在“一月革命”的寒风中游街
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戚本禹的文章掀起大风波
毛泽东意外地来看望他
足不出户闭门闲居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又一次“半点名”批判
第十二章毛泽东之后
邓小平重新起用胡乔木
成为邓小平身边的“笔杆子”
走过了一段思索的路
抓住话剧《于无声处》大做政治文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自他的笔下
纠正沿袭多年“左”的口号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又一次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出任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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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中共党史的研究
考证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
为电影《武训传》平反
协助邓小平审定“文选”
依然在做着毛泽东的秘书工作
倡议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十三章“头号文化首长”
季羡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与老同学钱钟书的友情
王蒙回忆胡乔木
关注从维熙的小说
解禁电影《黄河之滨》
主动为聂绀弩的诗集作序
《文汇报》总编辑眼中的胡乔木
与周扬的论战
尾声
最后的出访——访问美国
最后的诗道出最后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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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后来，有一回进行野营拉练，记得已是晚上，谷羽正在女生连召开小组会，胡乔木忽地来了
。
谷羽觉得奇怪，因为她以为他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而“乔主任”则只是说来看看她。
回忆起往事的谷羽对笔者说：“在结婚之后我才明白，那时他已爱上了我，而我并不知道。
”他和她的第一次倾心长谈，是谷羽向“乔主任”谈自己的入党经过，他才第一次详细知道她的身世
⋯⋯她的故乡天长县（现改为天长市），在安徽东北部，与江苏省相邻（天长县曾一度划属江苏省）
，跟盐城相距不远。
她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比他小六岁。
谷羽，原名李桂英，曾用名周淑贞、黎明、王志远。
父亲李兴泰是个小商人，经营香烛和杂货。
母亲周氏，希望把李桂英培养成有出息的人，教育她要自强自立，要有文化。
李桂英在天长读完小学后，进入天长中学读初中。
一九三三年夏，李桂英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进入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
一九三四年暑假，李桂英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转入北平安徽中学高二学习。
一九三五年初，她转入北平女一中高二（第二学期）学习。
当时，高一学生郭桂英（现名郭明秋）是共青团员。
李桂英与她同住一屋，接触密切。
一九三五年十月经郭介绍，李桂英加入共青团。
此后，李桂英曾帮助郭编印《时代妇女》。
郭写稿，李校对。
只出了几期，后该刊被认为有“色彩”而停刊。
郭桂英又介绍李桂英认识了师范大学的周怀球（后改名周小舟）。
李桂英曾参加周负责的抗日武装自卫会西城区工作，在女一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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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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