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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愈之（1896-1986）是我国上世纪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政治评论家，出版
家，文字改革专家。
他毕生致力于启蒙、推动先进文化，推动我国民族民主革命，贡献巨大，被誉为一代巨人。
他在1986年初去世以后，备受人们怀念，尊为先驱和楷模，纪念活动不断，纪念出版物无数。
可见宣扬这位先驱者，一直具有启迪后人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为展现胡愈之先生的真实全貌，群言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全新的胡愈之传记，本书作者应约补充
和修改1991年出版的《胡愈之传》旧稿。
我在出版社责任编辑樊伟同志的协助下，勉力改写，去芜存菁，并增加一些新的资料和感悟。
我在原稿最后还新写了一章-第30章“巨人晚年新思维”，以显示胡愈之作为一代巨人，一生思想上具
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他晚年经过反思取得的这些新思维，在我们当今坚持解放思想和需要理论创新的年代，是特别值得宣
扬的。
考虑到书稿的内容已有不少变动，这本新书经我和群言出版社商定取名为《胡愈之》。
　　和胡愈之同时代的文化界前辈夏衍同志，非常了解胡愈老。
我把他所写纪念文章列在新书《胡愈之》的目次的前面，作为“导读一”；费孝通同志所写的纪念文
章《一代师表》作为“导读二”，以便帮助作者评价胡愈老，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本书的主人公。
　　《胡愈之》一书的写作，实际上已经历了近20年的时间，写作的材料大多是胡愈老本人晚年所写
《我的回忆》和他的亲友们所提供。
往年，胡愈老夫人沈兹九和其他热心的同志，如郑森禹、张楚琨、王仿子、陈原、王健、高天、谷斯
范、胡序威和胡国枢等，都曾给过我许多帮助。
今年能完成书稿《胡愈之》，还由于群言出版社的推动。
出版社编辑在接到书稿之后，结合书稿内容配上了许多有关的图片，增加了形象的记录，这就使书的
文字记录丰富多了，并使胡老的光辉事迹和形象更加鲜明了。
我衷心感谢所有这些多年来和我合作的同志。
　　胡愈之毕生奋斗的事迹非常丰富，他一生事迹中发扬的创新精神尤其感人，需要我们后人不断调
查和研究，继续传布和宣扬，以便更加有利于当今的启蒙和思想解放，有利于我国的人民民主和共同
富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进展。
我在完成编写《胡愈之》之后，深感自己由于年迈，书的缺点难免，还请各界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
　　于友（2007-11-12，时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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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愈之毕生奋斗的事迹非常丰富，他一生事迹中发扬的创新精神尤其感人，需要我们后人不断调
查和研究，继续传布和宣扬，以便更加有利于当今的启蒙和思想解放，有利于我国的人民民主和共同
富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进展。
　　这本全新的胡愈之传记，作者是补充和修改1991年出版的《胡愈之传》旧稿，展现胡愈之先生的
真实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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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友，1916年生，浙江湖州市人。
1935年考入上海《立报》当练习生。
1938年参加国际新闻社，任战地记者。
1941年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记者。
1942年任湖南衡阳《大刚报》评论员。
1943-1948年任美国新闻处翻译。
1949-1959年任北京《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编委。
1980-1985年任英文《中国日报》副总编辑。
1985年任《群言》杂志主编。
 著作有《胡愈之传》、《记者生涯缤纷录》、《名记者的脚印》；还有《胡愈之》和《刘尊棋》两本
评传。
翻译的外文著作有《美国内幕》、《一千个美国人》、《反苏大阴谋》、《美国的法西斯政治》、《
华尔街-美国的独裁者》、《美国外交官真相》、《美国报业剖视》、《华盛顿丑闻》、《摩托罗拉的
创业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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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前言导读一 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夏衍导读二 一代师表/费孝通第一章 家庭与幼年生活第二
章 青年时期第三章 支援《新女性》和开明书店第四章 参加“五卅”运动第五章 “四一二”抗议信第
六章 在欧洲三年第七章 呼吁抗日救亡第八章 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九章 入党的历程第十章 生活书
店的扩展第十一章 “新生事件”前后第十二章 救国会的兴起第十三章 营救“七君子”第十四章 在“
七七”事变后的上海第十五章 复社的出版物第十六章 从武汉到长沙第十七章 桂林二年间第十八章 初
到新加坡第十九章 流亡在赤道线上第二十章 重返新加坡第二十一章 新中国诞生前后第二十二章 出版
工作者大团结第二十三章 出版业的分工与专业化第二十四章 出版家亲手办实事第二十五章 从“反右
”到“文革”第二十六章 在新时期第二十七章 对文字改革的渴望第二十八章 毕生倡导世界语第二十
九章 巨人的逝世第三十章 巨人晚年新思维本书引用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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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杰地灵　　胡愈之1896年9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的丰惠镇，自幼在浙东绍兴地区成长。
　　上虞县在浙东四明山麓，倚山傍海，山川秀丽；县境内有有名的曹娥江通过，流向杭州湾。
这里水系纵横，水上交通十分便利，乌篷船从来就是绍兴有名的交通工具。
相传夏禹虞舜都曾在此生活。
曹娥江又名舜水。
大禹当年曾在浙东地区治水。
至今绍兴市内还设着大禹陵供后人瞻仰。
　　自古以来，上虞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因此文化也比较昌盛。
汉代伟大的思想家王充就出生在这里。
王充《自述》说过：“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
”二千年前，这里就有过上百学僮的书馆，可见教育之发达。
东晋的政治家谢安和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等文人学者曾在上虞的东山集议。
宋时朱熹也曾到上虞讲学。
古代上虞文化昌盛由此可见。
　　及至近代，绍兴以及上虞又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新的变化，孕育了不少爱国者和从事社会
变革的杰出人物。
　　在胡愈之出生的时候，上虞县府所在的丰惠镇人口不足一万。
但是，就全县来说，这里像浙北的杭嘉湖一样，蚕丝业相当繁荣。
每年春夏之交，上海洋商的代理人，到这里来收购蚕茧，商业往来相当活跃。
在蚕丝还有国际市场的年代，上虞的经济情况比较稳定，农村和县城都比较宁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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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一次最伟大的进步变革，这就是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革命，和接着而来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这个时代也的确产生了一
批思想、学识、才艺上卓绝的巨人：在知识界、胡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巨人。
　　——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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