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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修改完此书的最后一笔时，正是九号台风“麦莎”过境的夜晚。
窗外狂风暴雨肆虐，面对电脑我的大脑却一片空白。
在近乎一年长达25万字的写作过程中，我无数次想象过最后完稿的那个时刻：是泪花氤氲、激动难抑
，还是坐立不安、忐忑焦灼?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大脑会一片空白。
　　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大道之行——胡愈之传》是我第一部长篇作品。
如果说当初的参与竞标更多地带有初生牛犊的唐突与不自量力的话，这种唐突和不自量力随着写作的
展开，很快成为一种难以承荷的压力以至恐惧。
很多的夜晚，面对空白的电脑我一身冷汗，如困兽一般在露台上团团乱转。
恐慌和焦灼是在读完了厚厚6卷的《胡愈之文集》和2卷《胡愈之译文集》后，渐渐消退下去的。
如果文字是一条河流的话，那么通过对胡愈老留下的近 300万文字的阅读，我想我终于找到了泅渡到
彼岸的航道。
这种泅渡充满了神思和仰望。
　　毋庸讳言，在许多人的眼里，包括在不少故乡人的眼里，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愈老
，更多的似乎只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而他在进步文化、新闻出版、国际问题研究等领域的
杰出成就和重大贡献往往被掩掖和遮蔽了。
这样的掩掖和遮蔽既有历史的原因，更掺杂着对胡愈老这一代投身革命事业的文化名人认知价值的偏
差。
虽然我无力对这种偏差作些许的匡正，但是我想至少在此书的写作中我有这个责任。
这也是我写作此书最初的动力、写作中的重点和作为“文化名人传记”的题中之义。
　　十分感谢于友、陈原、朱顺佐、金普森等前辈，他们著述的《胡愈之传》，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平台，尽管这个平台稍有不慎也可能成为我写作的瓶颈和障碍。
更感激的是胡序威、胡序建、胡序同、胡德华、胡序介、胡明、胡国枢、胡大成、曹松境等伯伯和阿
姨，他们的信任、支持和长辈的呵护、关爱，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勇气。
特别是胡序威伯伯，不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更几次仔细审读，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
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此书是很难完成的。
　　对他人来说，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提升的过程，而于我，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也因此，此书定会有诸多的纰漏和不足。
我相信此书不会是写胡愈老的最后一本传记，衷心希望着能有更翔实、更全面，也更具深度的胡愈老
传记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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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荣力，男，1963年出生于浙江上虞。
大学学历。
现为浙江省作协会员，绍兴市作协散文创委会主任，上虞市文联主席。
曾先后在《散文》、《中华散文》、《散文选刊》、《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
新民晚报》、《名人传记》等报刊发表散文、。
传记作品8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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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编辑　“商务”的朋友第三章　翘楚“五四”　“白话文”干将　先进的“播火者”　倡
导“写实主义文学”　钟情世界语　创办《上虞声》第四章　搏击风暴　创办《公理日报》　《五卅
事件纪实》　“开明书店”参谋长　“四一二”抗议信第五章　游历欧洲　白马湖畔的告别　留学法
国　参观莫斯科　《莫斯科印象记》第六章　励志救国　“断交宣战”　结识邹韬奋　筹办生活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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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知识》和系列书刊　“新生事件”前后　向中共代表团汇报　协办《生活日报》　“救国会
的灵魂”　组织鲁迅葬礼　营救“七君子”第八章　奋战孤岛　创办《月报》　出版抗战报刊　翻译
出版《西行漫记》　编印《鲁迅全集》第九章　击浪洪波　三厅处长　文章　受责　建设研究会和文
化供应社　扩展生活书店和国新社　文化界的“参谋长”第十章　转战南洋　周恩来点将　　革新《
南洋商报》　支持陈嘉庚　天作之合第十一章　流亡印尼　最初流亡岁月　在巴爷公务经商　马达山
著书　误传和证实第十二章　南侨喉舌　新南洋出版社和《风下》周刊　《南侨日报》　南洋民盟组
织　对南洋华文文学的影响第十三章　擎领新旗　黎明前的会面　修改毛泽东的时间表　进人民盟中
央　创办《光明日报》和《新华月报》　出任出版总署署长　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第十四章　肝胆昆仑
　致力文字改革　为促进世界和平奔波　关于整风反右和“六教授会议”　《知识丛书》和《东方红
》　回家乡视察　见义轻风浪　大胆进言第十五章　懿行晚年　焕发写作热情　“群言堂”和“知识
分子问题的谈话”　功铸民盟　民族脊梁胡愈之大事年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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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每每觉得像愈之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绝大一股感召力！
给青年一代以鼓励，以勇气，以楷模。
　　——茅盾　　功成而不居，江流自荡荡。
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
　　——赵朴初　　1934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
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巨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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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愈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
他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革命文化战士，胡愈之于1896年9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他在绍兴府中学
堂读书时，受到鲁迅先生思想的薰陶。
他不但为发展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文字改革和人民外交事业以及普及教育等
方面也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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