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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中国政坛上，曾经有两位风云一时的知识分子问政，并不同程度地影
响了中国的政治。
这两位人物，一位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另一位是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秘书陈
布雷。
    乍看起来，把两位具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秘书扯在一起，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究其实质，在
两人的背后，有着一种历史的必然联系。
    今天，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分析，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繁荣富强、开放和谐的国度，是多么的不
容易，经历了一条既漫长又短暂的路程。
    西方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入中国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
的翻身”这样一个时代的主题。
为实现这一主题，中国人民经历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百年战争”。
当我们赶走了西方的侵略势力，着手认认真真搞建设的时候，中国又遇到了外部环境西方封锁、中苏
关系“闹僵”，内部环境几种文化相互博弈与相互激荡的格局。
看来，中国的建设走向和谐开放的格局，还需要一个“百年建设”时期。
本书所叙述的两大秘书，就是生活与奋斗在从结束“百年战争”到探索“百年建设”的“四个”历史
转折点上的两个风云人物。
    结束“百年战争”，首先是谁来领导的问题。
在这场百年战争中，中国社会各阶级“轮番上阵指挥”。
晚清统治者，领导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结局是签约、败北、失地、丧权辱国
；农民阶级，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北方的义和团和南方的反洋教斗争，结果是铩羽而归；资产阶级
上层，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最后也是流产。
进入20世纪，中国出现了政党政治，开始了政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篇章。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果被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
国民党的一些骨干力量，进入北洋政府系统执政后，立刻走向了腐化堕落，导致了“二次革命”、“
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相继败北。
仰望茫茫的苍穹，俯瞰神州遍野的哀鸿，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依然如故。
当孙中山先生处于绝望之际，遇到了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的帮助，走出了国共两党第一次
合作的格局。
国民党搞革命，基础在华南和海外。
从孙中山1905年组建同盟会到1924年国共合作，国民党一共有6个基层党支部。
其中4个在海外，国内只有2个，一个是广州支部，另一个是上海支部。
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在全国25个省中，建立了19个省市党部，把国民党的基础普及到
了全国。
前苏联和中共又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组建起了国民革命军，进行了英勇的北伐战争。
当北伐大军打到长江流域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了革命，建立了南京国民党
政权。
这一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陈布雷参加了国民党，陈伯达参加了共产党。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所谓“正统”自居，打着“统一中国”的旗号进行国民党内部大小
军阀的混战，及“围剿”中国共产党与红军。
1933年到1936年底，国民党的“统一”确实出现了“眉目”，从南方赶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力
，统一了大西南和两广地区，蒋介石进抵西安，准备最多再有三个月，彻底“剿灭”共产党，实现“
蒋氏大一统”。
没想到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出现了第二个历史转折点。
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遵义会议”、“川西北风云”和“三军大会师”，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布雷与陈伯达>>

备抗日战争的转变；后是蒋介石不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已是中国第
一位政治的事实，一意孤行“剿共”，结果西安事变发生，蒋氏自己被“剿”。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一生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经历艰难的地下斗争考验和艰苦的学术研究；陈布雷在江浙
地区，先是心中凄惶，后是帮助蒋介石撰写西安事变的历史。
政党政治和传统政治不一样，不在于人多枪多和有没有政权在握，而是在是否高高地举起了时代旗帜
而引领时代潮流，西安事变之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逐步地转移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领导人民结束
“百年战争”的历史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
    结束“百年战争”，第二是用什么思想来指导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靠指导思想来治国的国度。
这一点，既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自西汉社会中期以来，无论是谁，无论哪个阶级，干大事者都寻找和运用指导思想。
中国近代“百年战争”以来，寻找和运用指导思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中国共产党接过了马克思主义，到延安以后，提出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蒋介石则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掺入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一些西方文化，形成了“蒋记三民主义”体
系。
陈布雷早年接受的是中国儒家文化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新文化。
加入国民党之后，他就为丰富和发展“蒋记三民主义”而努力，并积极协助蒋介石用“蒋记三民主义
”大抓“干部培训”和“党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陈伯达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到延安之后，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积极协助毛泽东推进中国共产党九年大学习。
同样是抓学习，抓“党建”，国民党是越抓越腐化堕落；共产党是九年大学习、“大党建”，结果使
自己实现了历史性的升华。
国民党在江西“剿共”时，高举“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旗帜，殊不知他就输在“七分政治”腐化
堕落上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中国革命又一次进入了历史转折点。
陈布雷肩负起了国民党宣传战线“总指挥”的历史责任，陈伯达肩负起了中国共产党宣传战线“旗手
”的责任。
国共两党展开了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总决战，结果是国民党败北，陈布雷“自别人世”。
    中国经历近代“百年战争”的历史沧桑，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由“百年战争”到“百年建设”的
历史转变。
一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曲折、挫折和错误在所难免；二是新中国建立后的
和平环境，促使“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阶级斗争文化”四种文化
都要求大发展、大繁荣。
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和“四种文化”的内在矛盾纠葛与日益激烈的矛盾斗争，终于导致了一场“文化
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陈伯达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拼命挥舞”，大张挞伐，结果他被大浪淘沙。
    书生问政，靠的是知识、靠的是思想、靠的是文化。
从1927年到1948年，陈布雷跟随蒋介石21年，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文化宣传等建设，都有他的心血
和付出。
他用他的“软实力”，深深影响了国民党政治。
国民党在大陆除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创始人外，也分三代。
一是“元老派”，以蔡元培、于右任、戴季陶、林森、吴稚晖、胡汉民、谢持、邹鲁、张静江等人为
代表；二是国民党“中生代”，以蒋介石、何应钦、钱大钧等保定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毕业生合成；
三是国民党“新生代”，以蒋经国、陈诚、俞国华、沈昌焕、李惟果等人为代表，而陈布雷对俞国华
、沈昌焕、李惟果等人的帮助、栽培，可不是一点半点的工夫。
同时，陈布雷在进入国民党阵营后，把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业几个脱颖而出的人才，如潘公展、程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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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张季鸾等人，都援引入国民党的思想宣传战线。
当年在重庆抗战时期，正是这些人，给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造成一定的麻烦和损
失。
从1939年到1970年，陈伯达跟随毛泽东31年，在这31年中，陈伯达也用他的知识、他的思想(包括“坏
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政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团结、培养和使用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如冼星海、艾思奇
、范文澜、周扬、丁玲、陈伯达、艾青、柯仲平等人，也正是这一代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经过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创了延安和各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新天地。
    本书以陈布雷、陈伯达两人一生的轨迹为主线，以国共两党的“四次历史转折点”为基本环节，叙
述了国共两党相关人员的群体活动，勾勒了国共两党政治思想文化宣传建设的基本风貌与当年思想文
化斗争的宏大场景。
对陈布雷与陈伯达个人的人格人品、学养学风、情感与家庭生活、行为的是与非、优点缺点与错误、
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与演变轨迹，及与各自政党领导人的交往、恩恩怨怨等，都有较为细致的叙述。
本书虽是一部文化学性质的传记作品，但对于学术问题，也有一些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和独到的见解
。
    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逐篇逐卷地查阅了延安时期党的《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及《中国
青年》、《共产党人》、《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几家重要杂志。
逐页查阅了延安1937年1月到1941年5月的《新中华报))和1941年5月16日至1947年3月23日2130天的延安
《解放日报》；逐版翻看了1948年6月至1970年6月22年间的《人民日报》；逐目查阅了1958年至1969年
春十一年中的《红旗》杂志，并做了一定的数字统计和分析测算。
这种笨功夫使我初步弄清了从1938年到1969年31年间陈伯达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比较客观地把握了
陈伯达发展演变的过程。
对于陈布雷，我仔细阅读研究了《陈布雷回忆录》，及唐纵、蒋君章、陶希圣、左舜生、程沧波、张
道藩和仆少夫等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的原始文字，佐之以我对蒋介石的研究，勾勒出了陈布雷
一生的梗概。
陈伯达赴延安之前的活动，资料甚少，我只得从叶永烈《陈伯达其人》一书中，转引了一部分。
在此，也请叶先生原谅。
    本书所述，除分量不够、为学不精外，尚有诸多缺点和不足，因此，恳望前辈、同仁和读者提出宝
贵意见，以便在今后的学习和互相探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
    张希贤    初稿完稿于1992年10月底    1998年第二次修改    2009年秋至2010年春第三次修改于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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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和他在一起，就是一本文人从政与从政文人的必读书！
 国共两文胆，浮尘一悲歌。

他们，一个以死来为旧王朝殉葬，一个在新时代把自己送入牢笼。
他们，虽有纵横文字之才，却身不由己。
他们，是政治与人性冲突中历史的人质。

请看由张希贤编写的《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 ”》。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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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写在篇头
第一章　不同的人生起步
  一、陈布雷的早年与人生起步
    1.县试第末，府试第一
    2.被逼退学
    3.浙高的五年
    4.锋芒外露的《天铎报》记者
    5.历尽磨难的七年
    6.上海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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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身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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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参加北伐战争
第二章　人生分水岭上的不同抉择
  一、陈布雷在国共对峙中的人生抉择
    1.只愿当秘书，不愿做大官
    2.在教育部副部长任上
    3.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4.蒋介石的首席秘书
    5.杨永泰血染江汉关码头
  二、陈伯达在统一战线破裂后的人生选择
    1.入党与留学苏联
    2.坐牢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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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时代的转弯处
  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折点
    1.蒋介石运转南昌行营与侍从室
    2.遵义会议报晓中共转折点
  二、国共两党的“大西南作为”
    1.陈布雷扶蒋办峨眉训练团与治理四川
    2.统一云贵和处理两广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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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蒋介石一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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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重庆当局“唤醒党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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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陶希圣、陈布雷“捉刀”《中国之命运》
    2.陈伯达在延安奉命反击
    3.国民党败北草草收场
  二、陈布雷出任国民党宣传战线总指挥
    1.陈布雷出任宣传战线“戡乱”总指挥
    2.谈判桌上棋差一招
    3.还都南京前后国民党的政治调整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布雷与陈伯达>>

    4.宣传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宣传攻势
  三、宣传战线上的生死博弈
    1.国民党向中共发起宣传攻势
    2.中国共产党展开宣传“对攻”
    3.毛泽东的“神来之笔”
  四、陈布雷与陈伯达的“决战”
    1.陈伯达投出“三把匕首”
    2.陈伯达的犀利一刀
    3.“芭蕉之心已萎，春蚕之腹已空”
    4.自别人世
第八章　四种文化激流澎湃与陈伯达晚年命运
  一、陈伯达与红色文化的繁荣和主导地位
    1.新中国成立初的文化格局与时代要求
    2.《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3.提出和实施文化“双百方针”
    4.红色文化的崛起与繁荣
  二、陈伯达与阶级斗争文化的抬头
    1.陈伯达高举“三面红旗”冲在前头
    2.阶级斗争理论介入社会主义文化
  三、传统文化的回归与悲伤
    1.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回归
    2.三个《纪要》对传统文化的取舍
  四、四种文化激荡博弈
    1.阶级斗争文化泛滥成灾
    2.陈伯达最后的兴衰
第九章  陈布雷与陈伯达的凄凉家事
  一、陈布雷的家事
    1.结发之妻杨宏农
    2.举家迁往上海
    3.辗转迁徙的家庭
    4.人世茫茫情依依
    5.女儿陈琏出走
    6.陈琏的爱情悲剧
  二、陈伯达的家事
    1.莫斯科的初恋者诸有仁
    2.延河岸边的余文菲
    3.进京后的伴侣刘淑宴
    4.陈伯达的两个儿子
    5.陈伯达的后事
结束语：今宵酒醒何处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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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8岁那年，陈依仁请陈布雷一族父来家授学。
时陈家兄弟姐妹六七人，全靠陈布雷母亲勤劳料理。
其母对陈布雷关怀备至，并寄予厚望，每逢挑灯缝纫，必命陈布雷于其身旁坐下读书。
9岁时，陈布雷父亲聘请他的同学同邑南乡人徐二沆来陈家授学。
徐执教甚严，陈布雷先后读《礼记》、《春秋左氏传》、《唐诗》、《龙文鞭影》、《廿四史弹词》
、《周易》、《昭明文选》、《舆地歌括》、《公羊彀梁传》等书。
时值维新运动时期，废八股，改以策论取士之声日益高涨，陈布雷大哥陈屺怀力劝陈依仁和徐二沆免
授八股，徐逐渐接受。
维新变法之声，使陈布雷十分有意练习作文。
闻当地叶经伯之子虎儿，与陈布雷同岁，能做出成篇论说文，陈布雷甚羡慕，遂坚请老师教授作文。
始作史论（论述历史的论文），文思拙滞，其兄陈屺怀读后，加授《增广古今人物论》一册，教以如
何写议论文的写法，自此稍有进步。
儿童时代，陈布雷虽身体瘦弱，但颇顽皮，经常惹弟弟妹妹哭，其母常责之。
然陈布雷屡改屡犯，气得其母常哭着责备说：“训恩天资虽佳，可如此顽劣，真使父母大失所望。
”陈布雷幼小的心灵受到震动。
从此，努力求学，以博其母欢心。
 从10岁开始，陈布雷接触并学习数学知识。
始时，对数学兴趣很浓，课余练习甚勤，学会加减乘除后，学习代数，对计算原理不怎么领会，只能
依例题练习。
刚学完一元一次方程后，徐二沆即教几何，以《形学备旨》为课本，授以三角形、圆形诸原理。
对这些毫无基础的陈布雷，此时茫然不解。
然老师以为陈布雷懒惰。
某日，值陈之族父懿炳伯生日，老师出一几何题命陈布雷作答，至傍晚尚未答出，遂受老师禁闭，说
答不出不能走出教室一步，而老师则自顾自地赴宴去了。
此事对陈布雷刺激很大，导致学业上甚为厌烦学数学。
后来在数学上虽不落人后，然独对几何格格不入。
究其原因，始于此事。
 这期间，因课程时间太长，身体本来瘦弱的陈布雷，经常患头痛发热病，他不敢直告授课先生，因请
假也无效。
放学后又不敢告诉其母，因其母须照顾四弟一妹，已十分劳累，不可再劳。
所以每次病发时，陈布雷悄悄登床自睡，次日早晨，发烧即退，又上学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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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从接触资料算起，前后断断续续的已经21年了。
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王兵同志及其同仁，帮我再次出版此书。
    我从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到15年后的硕士与博士，都是学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
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曾受教于苑书义、鲁振祥、马福英和黄存林教授。
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师承杨树先教授门下。
到中央党校读博士之后，跟着导师王渔和副导师朱乔森(已故)、王荣先、周养儒四位教授学习与研究
。
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从资料查询到观点的探讨，我都虚心地向我三个学校的导师进行了求教。
感谢导师们对我的厚爱与培养。
    张希贤    201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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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以陈布雷、陈伯达两人一生的轨迹为主线，以国共两
党的“四次历史转折点”为基本环节，叙述了国共两党相关人员的群体活动，勾勒了国共两党政治思
想文化宣传建设的基本风貌与当年思想文化斗争的宏大场景。
对陈布雷与陈伯达个人的人格人品、学养学风、情感与家庭生活、行为的是与非、优点缺点与错误、
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与演变轨迹，及与各自政党领导人的交往、恩恩怨怨等，都有较为细致的叙述。
此书虽是一部文化学性质的传记作品，但对于学术问题，也有一些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和独到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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