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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愈之(1896—1986)，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

于友编著的《胡愈之(民盟历史人物)》以丰富的史料、娓娓道来的文字记载了我国上个世纪杰出的政
治活动家、出版家胡愈之的一生。
记录了他与鲁迅、沈钧儒、邹韬奋、茅盾、郑振铎、夏衍、叶圣陶等人的交往及深厚友情，详细阐述
了他作为“救国会之灵魂”营救“七君子”、创办生活书店、主持出版《鲁迅全集》和《西行漫记》
、推行文字改革等事件以及他鲜为人知的情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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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习惯于民主办事。
当时出版总署的重要事项，都先由职能部门提出初步方案或报告，提交定期的署务会议民主讨论，通
过后才付诸执行。
他主持会议有个显著特点：从不抢先定调，任何问题都征询与会者的意见，并听得十分认真。
凡是经过署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的文件，因为决定时尊重了从有关方面汇总的意见，它们的执行都
取得较好的效果。
　　三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纸张是轻工业部主管的产品。
1949年12月中旬，轻工业部由于所属纸厂正待恢复生产，供应用纸不足出版需要，缺口很大，还表示
难于解决。
胡愈之就据实上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要求列入政务会议议程，要有关部委研究解决。
当时轻工业部分管纸张生产的副部长是王新元。
王和胡愈之在解放前都在救国会工作，是老战友，私交极好。
出版总署成立后，为了用纸的事，他们俩也常打交道。
政务会议预定讨论纸张问题的前一天，王新元主动找了出版总署准备在会上反映问题的王熟识的同志
，要求发言时留有余地，不要使王在会上为难，并说有的问题可以在会外商量解决。
当出版总署这位同志将情况向胡愈之反映时，胡就坚定地说：“弥补纸张缺口是当务之急，我们还是
照已准备的发言如实在会上汇报，还是公事公办为好，这对轻工部督促各地生产厂加速恢复生产也有
好处。
”第二天出版总署主管纸张的同志如实地作了汇报。
经过周总理裁决，王新元全部接受了出版总署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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