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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乔木（1912-1992）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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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被誉为“中共中央第
一支笔”。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纪念胡乔木诞辰100周年》收录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胡乔木共事多年的战
友，在他指导下的各部门负责人，与他交往甚密的作家、学者、记者和同学、朋友，还有胡乔木夫人
谷羽及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回忆和缅怀胡乔木生平、业绩的各类文章105篇。
从不同侧面记录了胡乔木从20世纪30年代初投身革命以来60年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反块了他高
尚的思想品格、道德情操，记述了他对思想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的真知灼见、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赞
扬了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让会科学等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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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该书编辑整理者为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成立的《胡乔木传》编写组。
主要成员为黎虹（曾任胡乔木秘书）、程中原（曾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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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写得笔酣墨畅，波澜壮阔，跌宕有致，气势恢宏。
既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又是曲折委婉，含蓄有度。
首先，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把我们同尼赫鲁之间的这场大争论提到哲学高度，即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理论
高度，阐明了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一场革命，是对这场革命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这样就把尼赫鲁置于
维护那极端野蛮黑暗的西藏农奴制度的地位上，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剥掉了他所谓“同情”西藏人民、
干涉中国内政的全部论据，使世人清楚地看到正义在中国一边，道理在中国一边。
同时，文章把尼赫鲁总理与各国反动派区别开来，处处把他作为我们友好邻邦的领导人看待，并对他
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活动作了公正的评价，既讲了不好的方面，也讲了好的方面，语重心长地表示我们
同尼赫鲁总理进行这场尖锐的争论是迫不得已的，其目的是以争论求和解、求团结。
毛泽东同志在评论这篇文章时说：“文章提笔好，看起来一段段不相关，但有内在联系。
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
金瓶梅、红楼梦也好。
刘姥姥见凤姐一段，开头扯得很远，但却有联系，扯得开，又收得回。
”毛泽东同志讲的“提笔”好，是指文章不是直通通一路写下去，而是提起一件事，再转到另一件事
，说了一层意思，又提出另一层意思，以尽曲折多变之妙。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采取这种婉转的写法（包括章法和笔法），既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尼
赫鲁哲学具有两面性的客观实际，也是生动地体现了我们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方针和坚决维护中印友
谊的诚意。
文章发表后，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
苏联驻华大使、著名哲学家尤金博士说：“这篇文章从各方面来说都写得非常好，内容深刻，形式新
颖，文章中的历史事实和政治生活的逻辑是不可辩驳的。
这篇文章即或是由成百名记者写的，它也是一种骄傲。
”印度报纸认为，“文章是以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语气是友好的”（《
政治家报》、《国民先驱报》）。
英国报纸也说，“中国的答复语调温和”，“文章可以使中印关系的不愉快的一章告一段落”（《泰
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
这些反映足以说明，乔木同志主持和执笔的这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不论从写作艺术还是从政
治效果看，都是非常成功的。
古人有“诗外学诗”的说法。
其实学文也是一样。
我们向乔木同志学习写文章，仅仅就文章学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乔木同志在《科学态度和革命文风》一文中说得好：“革命文风不能从写作过程本身来解决。
它只能从对于客观事物和人民群众要求的深入观察，革命斗争的锻炼，革命理论的掌握，以及对于写
作主题的认识来解决。
假如一个人成天写文章，只是从书本上学，要从这里面来解决科学态度和革命文风问题，我想是不可
能的。
鲁迅也常常讲这个道理。
他要求学文学的人不要只懂得文学，不要只读文学书，一定要了解社会，要有多方面的知识。
有的文章需要很快写出来，而且可以写好，但这并不是作者在一个晚上就把写作的本领都准备好了，
而是长期锻炼培养出来的。
”这是乔木同志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和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作而凝结成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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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2年6月1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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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胡乔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为此
，我们增订再版《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书，表示纪念。
    1997年胡乔木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时，我们在1994年编辑出版的《回忆胡乔木》一书的基础上，编
辑出版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书，收录了回忆和纪念文章八十一篇。
此后十五年间，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不少回忆、纪念胡乔木同志的文章；在胡乔木同志百年诞辰即将
到来之际，他的一些朋友和亲属怀着深切的缅怀之情，写下了回忆和纪念他的文章。
我们将金)中及、宋木文、王梦奎、贾芝、陈章太、丁景唐、王作民和张汝谋、胡贻志等人的文章共二
十四篇增补到《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中去，再版以飨读者。
全书一百零五篇文章，仍按初版的四辑编排。
凡公开发表过的在篇末注明。
    《胡乔木传》编写组    2012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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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是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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