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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松树的风格长存　　王任重金明雍文涛于明涛　　陶铸的一生，是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
，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
他的传记，不仅是个人的经历，而属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留给我国人民的一份至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也是对青年一代进行中国近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珍贵教材。
　　这本传记出版时，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
命家陶铸同志，受到江青一伙残酷迫害已离开我们23周年了。
缅怀他的一生，他那无私无畏为共产主义英勇不屈的革命情操；深入实际，多谋善断的无产阶级政治
家的胆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精神，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陶铸同志在他生前写的《松树的风格》一文中，就这样写道：“我每次看到松树，想到它那崇高的风
格的时候，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
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所谓共产主义风格，
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
”陶铸同志的这些思想，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仍然熠熠闪光，激励后人奋进。
　　一　　20世纪60年代初，在陶铸同志主持中南局工作期间，他与我们朝夕相处，言传身教，是我
们的好领导、好师长。
我们感受最深的，首先是他善于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的高度，从实际出发，处理
问题，常常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
　　1960年中南局成立，那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中南局所辖的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灾荒严重，粮食问题普遍地沉重地压在人们
的头上。
把人民从饥饿中拯救出来，成为全党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陶铸同志此时被任命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确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双肩上的担子，是很重很重的。
当时河南省的缺粮情况最为严重，震惊中央的饿死人的“信阳事件”，就发生在河南信阳地区。
陶铸同志听到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自带领调查组，到信阳地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
　　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期间，曾是人为树立的全国先进典型。
全国第一个成立人民公社的，是遂平县■岈山公社。
全国第一个放出小麦亩产7000斤“卫星”的，是崦岈山公社。
当时不少干部对此怀疑，受到打击。
而在这困难时期，这里的灾荒也特别深重。
遂平县的调查，更引起陶铸同志的震惊与深思。
他深深感到，“大跃进”、反右倾之后，浮夸之风盛行，上级掌握不到真实情况，而党内党外，敢讲
真话，如实反映情况的人很少了。
对真实情况不甚了了，去决策，是很危险的。
1961年2月12日，陶铸特别赶到郑州，在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上说，这几年主要是不顾实际情况，只凭
主观愿望办事。
积累与消费应有一定的比例，这两年我们就不大研究这个问题，要怎么干就怎么干？
接着他以大跃进为教训，批评和检查了“一平二调”、“穷过渡”等错误做法，要省委采取措施，克
服当前严重的困难。
　　1961年春，毛主席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决定调整农村经济政策
，并指定陶铸担任《六十条》的起草委员会主任，王任重等为副主任。
陶铸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5月回到他的家乡——湖南省祁阳县。
当天，不顾长途汽车颠簸的疲劳，深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的四个生产队，去看公共食堂。
陶铸问社员：“吃公共食堂方便不方便？
”在场的农民看到同来的省里、县里的书记，齐声答：“方便。
”陶铸笑着说：“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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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陶猛子哟！
（陶铸小时在家乡的绰号）你们对我这个祁阳老乡，还不讲真话？
”他和乡亲拉起家常：“吃公共食堂，男女老少，人这么多，有的要吃干的，有的要吃稀的，口味也
不一样。
再说，家里养个猪还要馊水，到底方便不方便？
现今政策哪些好，哪些不好，你们怎么想的就跟我怎么讲。
”农民看到陶铸这么恳切随和，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开了。
有的说：“好么事呵！
现今公共食堂快连清汤也喝不上了，还哪来的馊水喂猪喽！
”在归阳公社，陶铸看到几个过路的农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哪里来的呵？
”一位农民说：“潘家埠的。
”陶铸说：“我们是老乡呵，你认识我吗？
”农民说：“没见过，不认得。
”陶铸自我介绍说：“我叫陶铸，石源洞的。
”农民听说是陶铸，放下挑子，和陶铸一起席地坐在路旁的土埂上，谈了起来。
陶铸发现其中有些人得了浮肿病，他站起来，走到他们身旁，俯身去一个一个的抚摸着他们发肿的腿
，沉重地说：“潘家埠是个好地方，搞成这个样子，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啊。
我对不起大家啊！
”陶铸这次在祁阳倾听到农民的意见，使自己对农村分配、生产责任制、公共食堂等一系列农村经济
政策怎么调整才好，心里有了底，这对以后《六十条》文件的制订，起到很好的作用。
　　他在祁阳家乡调查研究后，1962年他又和王任重同志到广西龙胜县作调查，了解到当地一个只有
七户农民的生产组住在深山区，上下相距几十里，他们改变了生产管理上一刀切大呼隆的办法，实行
了土地到户，责任到人的经营方法，积极性很高，生产连年增长。
他和王任重同志就此联名向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上，可以建立农业生产
组，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田间管理办法。
这是一篇在党史上“三年困难时期”对党的经济建设具有真知灼见的报告。
毛主席赞扬这份调查报告，批示说：“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随后毛主席还专门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三位领导同志谈话，责成他们为中央起草一个推广这个
经验的决定。
但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又改变主意，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陶铸的《龙胜调查报告》
也就不用再谈了，可惜这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利国利民的经验，后来未能付诸推广。
　　陶铸同志在先后领导广东省和中南局的工作中，类似这样作出有独到见解的决策的事例是很多的
。
早在全国解放不久，他就从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把全省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并为此亲自抓水
利、化肥、良种、农机等一系列具体工作，提出把珠江三角洲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商品粮基地。
经过全体人民多年奋斗，广东省从解放初期每年需要从外省调进粮食的“缺粮省”，到1965年时能上
交近10亿斤大米给国家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每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数百万吨粮食。
陶铸想到万吨大轮，天天在海上忙于运输进口粮食时，心情十分不安，常跟我们说：“我们这样一个
大国，农业不上去，一切建设都是空谈。
”这期间，他向我们和各地干部反复说，一定要头脑清醒，反对空谈过渡。
他说，现在我们生产的底子很薄，产品只有那么多，一碗水倒来倒去，只能把水倒洒了，把人心倒散
了，对过渡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们要富裕的社会主义，决不搞贫穷、烦恼的社会主义。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于基建项目，他是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根据需要和可能，保留下
一批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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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础工业和对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工业，他千方百计地予以支持。
他组织各方面力量，坚持抓好国营工业，安排好工人生活。
同时注意集体企业，抓好当时欠缺的小商品生产。
那时他还十分注意工业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他不止一次地组织专人去上海取经和学习。
有一次他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大跃进教训的根本点，就是坚持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不能
听到风，就是雨，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这个亏我们吃够了。
”　　我们在陶铸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他之所以能有胆有识地提出发展农业的正确决策，主要依
靠两件“法宝”。
一是他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分析形势，明确方向；二是他非常
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他主持中南局和广东省工作时，坚持每年以1/8以上的时间，到基层作调查研究，一部六九吉普车，几
乎跑遍了广东省100多个县。
他的这两套“法宝”，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　　陶铸同志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尊重知识，关心知识分子。
在广东，他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
例如国内外的知名教授、作家、艺术家杜国庠、陈寅恪、丁颖、陈耀真、毛文书、蒲蛰龙、红线女等
，都是他的挚交。
他经常亲自登门求教，与这些知名专家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举凡知识分子、知名人士的学术研究，职务安排，政治待遇以及生活上的住房、坐车、医疗等具体事
情，都不时亲自过问。
在60年代初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亲自提出一个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
人士2000人实行分级特供的名单，要广州市委保证供应。
所谓“特供”的东西，数量很有限，但体现了党对他们的关怀。
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是位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广州解放前夕，胡适和傅斯年屡次来电报催他到台湾去，被他一口回绝了。
陶铸对陈老的爱国情操，十分敬重。
当他去看望陈教授时，看到这位老教授住房小，书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马上通知学校解决。
陈寅恪教授视力差，看不了报，陶铸送了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到老教授家去。
陶铸还关照中山大学党委说，陈教授视力不好，希望你们在陈教授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专修一条白色
甬道，不使他迷失方向。
这关心真可谓无微不至了，怪不得一些老教授、老专家感慨地说：“知我者，陶铸也！
”　　陶铸对统战工作，一向很重视。
他在党内许多会议上反复讲过：广东这个省份资本主义发展较早，是孙中山的故乡，是民主革命和国
共两党合作的发源地，民主人士多，老朋友多，港澳同胞90％以上是广东人，华侨的大部分也是广东
人，广东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对海外影响很大。
在50年代，他每年至少有两三次同党外知名人士举行恳切座谈，向他们通报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
他听说国民党著名将领陈汝棠住房条件不好，他还批评了统战部长。
在他亲自安排下，“文革”前后有八位党外人士担任了副省长，十位担任省政府正厅局长，广州市先
后安排48位党外人士担任正副局长。
　　当然陶铸同志也说错一些话，做过一点错事。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只有“左”的影响重些、改正得慢些和“左”的影响轻一些，改正得快一
些之分。
陶铸属于后一种人。
他一旦发现错误，中央明确表态了，他是纠正最快的最坚决的，最勇于主动承担责任的。
1961年10月11日，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陶铸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
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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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
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
”　　这期间，我们常听到陶铸同志这样严肃的痛切的自我批评：“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
哪里？
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
的战斗风格。
”陶铸想到自己脑子发过“热”，向农民发出过“三顿干饭不要钱”的号召，他带头在党内外三番五
次地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
他在潮安县群众大会上说：“我到这里来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
我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
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想到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整错了党内同志，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又在广东省三级干部
大会上郑重地自我批评说：“三年来，我和省委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现在再一次向同志们做检讨
！
”　　三　　陶铸是用整个心去体察群众疾苦的。
1959年秋广东发洪水，陶铸感冒，高烧到40度，冒着瓢泼大雨，日夜坚持在北江大堤上指挥抗洪。
1961年和1962年中南局所在的广州市蔬菜供应困难，陶铸指示广州市委要变成“广州菜委”，市委书
记要做“菜委书记”。
于明涛同志那时是中南局财委主任，陶铸跟于明涛说，你这个财委现在就变成“菜委”罢。
陶铸管群众的衣、食、住、行，管得细、管得切实，这些困难很快缓解了。
人说陶铸对人民是一团火，这话符合实际。
　　陶铸对群众这般关怀备至，对自己要求则十分严格，生活简朴，廉洁奉公。
除了外交场合，他从不曾拿公款请过客。
他外出视察工作，早就“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送礼、不准宴请。
他到基层蹲点调查，拿出自备的辣椒、腐乳，捧着大碗饭就吃了。
广州供应最困难时，他与广州市民一样，只吃一份定量粮，坚持不吃肉，1963年春节，外贸部门做了
一批时样点心，出口香港换外汇。
外贸部门给中南局领导同志各送来一箱，名为“品尝”。
陶铸严肃地批评说：“请你马上把东西收回去，谁也不许不花钱品尝。
要品尝，自己花钱买，以后，不许这样干！
”并随即吩咐他的秘书，问问中南局的书记们、常委们，是否也收到了这个礼品，收到了的，一律退
回。
　　陶铸在广州，为珠江两岸的3万多“水上人家”建起了陆地住宅。
可他自己从1951年调到广州工作后，却一直住在广州一所陈旧的房子里。
机关多次请他换房，他说：“生产上不去，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饭，心里不过意，群众也不
答应。
”1965年这房子因地震影响，屋梁倾斜，用木料顶住的房梁出现险情，陶铸才同意对这所旧房维修。
维修费超过了预算，陶铸就将他多年的全部积蓄1.5万元，上交机关。
陶铸没制定过办公楼的修缮计划。
他主持广东和中南局工作十五年中，有同志建议中南局在从化温泉建一幢楼，以便领导同志来此开会
用。
陶铸坚决拒绝，并宣布：此地中南局的同志应该少来，盖楼更不允许。
在陶铸同志的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广东省委在陶铸离开广州前，一直未盖一座大礼堂。
这些对当时同志们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起了极好的示范作用。
　　四　　陶铸同志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
从1926年在黄埔军校入党，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无论是在白区的地下艰苦斗争，还是在
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坐监狱，战沙场，从来坚韧不拔，英勇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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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文革”这场特殊的斗争战场上，更是铁骨铮铮，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无私无畏的崇高情操
。
　　陶铸调中央，是邓小平同志提名，毛主席同意的。
在“文革”初期那种险恶的形势下，陶铸深深了解自己来京后处境的艰难，但他顾全大局，一到北京
，就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出面保护一大批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一些省市委负责人，在他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日夜协助周总理竭力限制、减少“文革”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这特别表现在他协助周总理保护国家的生产不受破坏这一点上。
为此，他和林彪、“四人帮”面对面展开了三次冲击生产和反冲击生产的尖锐斗争。
　　遵照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意见，陶铸直接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
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及随后制定的《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文革
”不要在全国所有厂矿一哄而起，就是开展“文革”的单位，也要组织班子专职抓生产、抓业务。
　　这两个文件的下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红卫兵对城乡生产战
线上冲击带来的破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的损失。
　　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竭力煽动，红卫兵又纷纷冲出校门，全国生产建设出现了新的混乱。
为了防止农村混乱的蔓延，陶铸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促生产》的
社论。
社论号召“一定不要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
”社论提出：“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的工作部署。
”社论发表后，陶铸又根据中央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亲自主持写出了《农村五
条》和《工厂六条》。
这两个文件针对当时在农村和工交战线出现的严重混乱情况，提出农村县以下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
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确保生产建设正常进行。
　　陶铸抵制江青一伙对国民经济的破坏而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江青气急败坏，她对陶铸施加
政治压力，并逼着周总理表态，周总理坚决支持陶铸的工作，对江青说：“生产搞乱了，我们都去喝
西北风吗？
”陶铸为周总理的支持所鼓舞，当日又为《人民日报》写了第二篇社论：“紧急呼吁：生产是不能停
下来的。
”保证了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义暂时得到了相对的稳定。
　　面临当时黑云压城的形势，陶铸犹如傲然挺立的青松，任凭风雪压顶，再一次显示出共产主义战
士的革命气节。
1967年1月4日晚上9点钟，造反派在江青一伙的策划下，在中南海西门外用高音喇叭突然呼叫“打倒陶
铸”。
此时，陶铸仍在周总理身边忙着处理国家大事。
深夜12点多回到中南海住所，曾志把西门外的情况告诉他，他竞全然不知。
当他被江青一伙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迫害时，他昂然回答说：“我对我的一切负责。
”有一次，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拉去批斗，几个人上来，揪住他的头发，多次使劲往下按他的头颅，
他的双手被紧紧地反剪着，他就是庄严地挺着身躯，不低头不弯腰。
他回到家里，脸色惨白，吼道，我顾全大局，要不就和这一帮人拼了！
　　在中南海的住所被幽禁的三年多的日日夜夜里，陶铸总是捧着他心爱的那部《名臣录》，以那些
古代刚正不阿的忠臣自勉，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明心志的诗篇。
在他年满花甲之际，写了题为《过客》诗一首，敞开自己早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的坦荡胸怀，表
达自己为党为民死而无憾的心境，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过客匆匆六十年，无
须悲痛写诗笺。
全球沐浴东风里，万紫千红死亦欢。
　　陶铸同志在《松树的风格》一文中说：“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
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
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具有松树那样的崇高品质，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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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而且毫无怨言，永远浑身洋溢着革
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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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铸传》记述了陶铸的传奇经历，涉及中共党史许多重大问题。
陶铸同志一生的光辉革命实践，证明他就是像松树一样，是全身倾注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为任
何艰难困苦所能压倒的人。
陶铸同志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陶铸传>>

作者简介

　　郑笑枫，中共党员，1925年生，大别山区湖北英山人。
1945年参加新闻工作，先后任《新湖北日报》、第十战区《阵中日报》、南京《新民报》等报社记者
、特派记者。
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
离休前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
著有诗集《雪，落在十二月里》、散文及报告文学集《黑龙江流域纪行》、《熔炉烈火》、《丁玲在
北大荒》、《风雨同舟》、《枫》等。
入选《中国新闻界名人录》及《当代中国名人录》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舒玲，中共党员，1927年生，安徽安庆市人。
1950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工作。
1957年调干学习，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任水利部专家工作室翻译。
此后长期从事新闻研究工作，与郑笑枫合著《陶铸传》。
1991年和1995年，《陶铸传》先后获得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和首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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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陶铸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聂荣臻同志给曾志同志的信序：松树的风格长存 王任
重 金明 雍文涛 于明涛1.闻道浯溪水亦香2.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投身黄埔军校3.八一红旗卷岭南4.血战五
羊城5.回祁阳建立农民武装6.在福建地下军委的领导岗位上7.身入虎穴指挥厦门破狱8.重建闽南特委 开
辟小山城根据地9.领导福州中心市委的白区斗争10.发展闽东革命武装11.在敌人的法庭上12.党中央营救
出狱13.主办“汤池训练班”14.八条枪起家开辟鄂中游击区15.公安伏击战和夜袭云梦城16.延安五年17.
日夜兼程进沈阳18.转战白山黑水 建设辽吉根据地19.秘密进北平20.挥戈下中南21.坐镇广西剿匪22.在暴
风骤雨的土地改革中23.把祖国的南大门建设得更美丽24.广州工业建设的开路人25.果断作出以农业为
重点的决策26.热情关注文化宣传事业27.最早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28.“我们要富裕的社会主义
”29.在庐山会议的政治风暴中30.努力调整国民经济31.沉重的思考32.共产党人本色33.临危受命 奉调进
京34.一场特殊的战斗35.经济战线上的冲击与抵制36.工交座谈会上的斗争37.1966年底、1967年初的白热
化斗争38.心底无私天地宽附录1 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曾志附录2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陶斯亮附录3 陶铸生
平活动年表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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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陶铸，很多人小时候就知道他的名字，看过小学课本中《松树的风格》，能感受到他高洁坚韧的
品格；听过他女儿陶斯亮著名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能了解一代元勋蒙难的悲壮历史。
陶铸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性格特点鲜明，经历传奇：他是党内的一头牛，敢闯敢拼；他是有名的炮筒子
，敢说敢做；他又是党内知名的诗人，诗词感情真挚，韵味悠长；他还是家庭中的伟丈夫、好父亲，
与曾志的美好恋情传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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