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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一个范例
,

它表明
,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

要倾注心血
、

严肃认真
,

要持续不断
、

扎扎实实
,

努力使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是科学的
,

富有成效

的
。

三 卷《胡乔木文集》
,

是乔木同志从 他几十年革命生涯所撰写的大量 文稿中
,

亲 自精

选
、

校订和编辑而成的
。

这三集近  万字的《文集》
,

可以说
,

是他一生中在思想理论方面

最有份量的精品
。

《文集 》的时间跨度 长达半个多世纪
,

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
。

《文集》论述

的
,

许多是重大问题
,

也有的似乎不过是一些小 书 文章中提出的许多思想观点
,

深邃周

密
、

令人折服
,

也有的仿佛有失偏颇 许多远见卓识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

有的只具有历 史的

价值
。

在这类 事情上
,

不免会是仁者 见仁
,

智者 见智的
。

但是
,

无论如何
,

捧读《文集》的一

篇篇文章
,

透过这些 文章的字里行间
,

可以感到乔木同志那颗圣洁 的赤子之心在跳动
,

在

燃烧
。

可以看到
,

那颗赤 子之心怎样地表现为对党的事业
、

人民的事业竭 忠尽智
,

表现为对

反动的
、

腐朽的
、

落后的事物的有力鞭答
,

表现为对革命的
、

先进的
、

新生的事物的热情歌

颂
,

表现为对科学真理 的执著的永不停止的追求探索
,

表现为对同志
、

朋友
、

对有名的和没

有名的
、

熟悉的和不那么熟悉的人们的诚挚感情
,

等等
。

十分难能可 贵的是
,

对于那颗赤子

之心
,

岁月流逝
,

丝毫 没有 能减缓它搏动的节奏 风雨侵袭
,

丝毫没有 能减弱 它耀 眼的光

芒
。

乔木同志曾以
“

赤子
”

作为笔名
,

这是名副其实的
。

乔木同志的确始终是党的儿子
,

人

民的儿子
。

《文集 》中提出的理论
、

思想
、

观点
,

人们大概不会都赞同接受
,

不会都永远记住
,

但是那跃然于纸 上的灼热的明亮的赤子之心
,

给人的强烈感染
,

是不会消失
,

不会泯灭的

乔木 同志离开我们 已经两年多了
,

我们仍然那样深切地怀念他
,

由衷地敬佩他
,

首先就是

因为那颗赤子之心 曾经照亮过启迪过我们
,

现在仍在激励着我们
,

促人反省
,

催人向前
。

乔木同志的一生
,

是同我们党的事业和历史融成一体的
。

因此
,

他 的《文集》和对毛泽

东的回忆
,

都是他为党 留 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

它们的出版
,

在党史界
、

社会科学界
、

思想理

论界是件大事
,

对理解毛泽东思想
、

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意

义
。

对于这两部 内容丰富的著作
,

大家一定有许多话想讲
。

而且
,

今天到会的
,

有与乔木同

志生前共 卞多年的老同志
,

有受过他教育
、

培养的较为年轻的同志
,

大家也都想借这个机

会
,

表达对乔木 同志的怀念之情
。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
,

不宜讲长话
,

我就讲这些
,

言不尽意
,

聊表寸心而 已
。

一 本 论 述毛 泽 东 的信 史

一一读《胡乔术回忆毛泽东》

胡 绳

一年前
,

在纪念胡乔木同志逝世 一周年的座谈 会上 我曾说过
,

乔木同志回忆毛泽东

同志的思想和活动的著作是本很有价值的书
,

不久将会出版
。

现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



《胡乔木 回忆毛泽东 等书 出版座谈会发 言选登

书已摆在我们面前
。

这是我们大家和广大 读者久 已期盼的著作
,

我热烈祝贺它的出版
。

乔术同志在世时
,

不少老同志都希望他写本回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

我也 向他提过这

样的建议
。

他跟毛泽东同志那么长时间的特殊关系
,

他在那个岗位 上对毛泽东同志的特殊

观察和了解
,

以及他个人在许多 方面的深厚素养
,

使他对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和回忆 为任何

人难以代替
。

遗憾的是
,

乔木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

他生前 己动手写的回忆录 未能如愿完成
。

他

去世后
,

怎么处理他遗留下来的未了工作 尚昆同志
、

一波同志
、

力群同志都很关心
。

我跟

乔木同志相 识达半个世纪
,

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
。

无论于公
、

于私
,

我都不能不为之尽一

份力
。

我跟编写组的同志谈过
,

能否把他对你们关于写作这本书的多次谈话整理出来 这也

许是读者感兴趣的
。

编写组的同志们研究后认为
,

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
,

用乔木同志的 口

吻写稿
,

署乔木同志的名来出书 已不可能 但是无论乔木同志生前回忆毛泽东同志的多次

谈话
,

还是在乔木 同志指导下撰写的专题 回忆文章
,

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
,

其中有几篇文章还经乔木同志审改过
,

并 且乔木同志在病重时曾表示
,

其他各篇若能都写

成这 个样子
,

他就放心了
。

基于这个情况
,

他们提 出了将书的内容分 为两个部分的方案 第
一

部分是 乔木同志二 十多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
,

即我们 见到的这本 朽中《谈话录》一编 第

二部分是编写组按照乔木同志生前拟定的题 目
,

并根据他多次谈话的精神撰写的十九篇

文稿
,

即现在的《初拟稿》这一编
。

这个方案 报中央党史领 导小组获得批准
,

这本书才以

日前这样的形式出版
。

我看了编写组写出的全部 书稿
,

赞同这样的处理方法 《谈话录》整理的乔木同志二十

多次谈话
,

较好地体现了乔木同志谈话的韵味和风格
,

保持 谈话特有的生动性与鲜明

性
。

过去在与乔木同志接触中
,

也听他谈过一些有关党史事件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思想和

活动的情节
,

但没有像《谈话录 》这样 内容丰富
,

信息量大
。

《谈话录 》从大角度宏观地回忆毛主席在 年代和 年代初的许多重要历 史活动
,

也记述了毛主席的一些活动的具体情节
。

例如
,

这里介绍 了毛主席在皖南事变前 写
“

佳

电
”

的慎重思虑
,

苏德战争爆发后密切关注战争形势变化的紧张
、

沉重心情
,

以及在  !

年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和在 年抗美援朝这两个重大事件上难以下决心的情况
。

这

些记述是乔木同志根据记忆中的深刻印象说出来的
,

所以虽然只有寥寥几句
,

但党的领袖

的神情却跃然纸上
。

乔木同志对毛主席大量的正确观点和判断作了深刻的阐明和精彩 的

评论
,

也对现在在他看来毛主席的一些 不合适的看法和做法发表了 自己的见解
,

如认为毛

主席对战后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有些不准确的地方 即对当时人民的力量估计过高
,

对美 国

人民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英法两国与美国的矛盾都估计过高
。

对于这样的问

题
,

尽管别人也有过 一 些思索
,

但只有乔木 同志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
,

并说得适度
。

《谈话

录》还说明了一 些重要历 史活动的原委
,

澄清 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疑问 如对 延安文艺座谈

会的回忆
,

对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关于财经问题争论 的介绍
,

以及对我们党同苏联
、

同美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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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演变的叙述
,

乔木同志作为这些 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提供 了许多重要情况
。

这对于

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

《初拟稿》部分
,

在去年的
、

月间我陆陆续续地看过
,

并把一些意见写在编写组送

来的清样上
,

供他们修改参考
。

跟乔木 同志共过事的同志都有一个感觉 他在文章写作上

善于
“

画龙点睛
” 。

读了这部书稿
,

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 如果说《谈话录》是
“

点睛
” ,

那么

《初拟稿 》则是
“

画龙
” 。

两者互为补充
,

相得益彰
。

在我看来
,

《初拟稿 》部分大体分为四组
。

每组文章都披露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
。

一组是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
。

这方面是过去党史中讲得分量不够

的
。

《初拟稿》根据乔木 同志的谈话
,

运用有关史料
,

说明了毛主席怎样重视并指导边区的

政治经济建设
,

以及对边区有亲骨肉般感情的那种深切关系
。

这就使我们看到毛主席在革

命时期 已经注意积累建设的经验
,

并且使我们能体会毛主席为什么在  年坚持留在陕

北转战的深刻原因
。

二是有关延安整风方面的文章
。

这里包括从编辑党的历 史文献到党的七大
。

这一组

文章着重写了党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斗争的情况
,

提供了不少人所不知或知之不详的文

献材料
。

虽然有些地方似稍觉琐碎
,

但也无妨
。

因为这些材料太珍贵了
。

这组文章根据乔

木同志对整风运动 的评价
,

以大量 史实在充分肯定毛主席领导整风运动取得成功的同时
,

还分析 了整风运动 的某些缺点
。

可以说
,

这组文章是从总体上把对整风运动的研究提到了

一个更高的层次
。

三是在党的对外关系方面 的文章
。

这些文章 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 们党和毛泽东同志

对当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基本观点和重要活动
。

有 的文章包含很重要的内容
,

把一些

事件讲得 比较清楚
,

弥补了 目前党史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某些不足
。

四是关于党领导的国内政 治斗争和革命战争方面的文章
。

有的文章写得很好
,

不仅全

面地介绍了一些历 史过程的始末
,

而且还有一些评论和分析
,

有助于了解和研究毛主席的

一些政策思想
、

军事思想和理论观点的形成与变化
。

去年 月看完《初拟稿 》的全部文章后
,

我曾给编写组的同志写了个条子
,

认为
“

整个

看来
,

这本书是有价值的
。

虽然有若干篇 或一篇中的大部分 读起来比较枯燥
,

但是篇篇

都那么引人入胜怕也不可能 这里有很多篇是能引人入胜的
。

再说
,

如能经过乔公 自己的

手
,

一定能多有增益
,

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 ‘

延安文艺座谈会
’

一篇
,

本来有理由企望乔公说

出些新的东西
,

现在这一篇似觉不能令人满足
,

但这也可能是永远的遗憾 了
” 。

编写组对有

的文章作了些修改
,

情况有所改善
。

总之
,

这本书在有关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
,

经过三年努力
,

整理成这个样子
,

实属不

易
。

这是一部信史
。

今后
,

人们研究 至 年代党的活动和毛主席的活动
,

写党史
,

这是

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