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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老一辈著名新闻记者吴冷西同志的回忆录。
作者通过对自身亲历的若干重大历史时刻的回忆，记录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的感人至深的故事；作者还通过对与田家英、姚溱等人交往的回忆，真实地记录了上个世
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他们的沉浮。
     这本文集中，汇集了冷西在退休以后撰写的一系列纪念文章。
冷西以他的亲身经历，记述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工作片断，记录了曾经与
他共过事的廖承志同志、田家英同志、胡乔木同志、艾思奇同志、陈克寒同志、姚溱同志的工作和生
活的史实。
这个文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人格和魅力，也记录了我们一批党的高级领导同志和
新闻工作者的恪尽职守和为党为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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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记  （一）从陌生开始  （二）在《解放日报》的感受  （三）传世杰作  （四
）夜以继日的关注  （五）整风、改版和思想改造  （六）从日本投降到延安撤退忆毛主席——我亲身
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一）从评价斯大林说起  （二）新闻的阶级性  （三）政治家办报  （
四）批评“反冒进”  （五）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  （六）武仗与文仗  （七）冷静的促进派  （八）报
纸宣传要实是求是  （九）又斗争团结  （十）报刊宣传要转变  （十一）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
 （十二）“五不怕”及其他实事求是的榜样——回忆七千人大会中少奇同志的作风  （一）一次极其
重要的会议  （二）两个“三七开”  （三）批评分散主文  （四）自我批评与出气会调整时期的中流砥
柱——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  （一）进入调整时期  （二）七千人大会  （三）社会主义也会发生经
济危机  （四）工作问题不要联系阶级斗争严师的教诲——忆我对周总理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一）第
一次谈话  （二）“助理总编辑”  （三）入城以后的新课题  （四）每日必看《参考资料》  （五）台
湾海峡的两次风浪  （六）一次严厉的批评  （七）李宗仁的记者招待会  （八）第一次核试验调整时期
的重大贡献从延安、太行到西柏坡忆乔木同志怀念新闻界前辈陈克寒同志怀念启蒙老师艾思奇同家英
共事的日子怀念姚溱同志怀念刘尊棋同志怀念在万隆会议中牺牲的烈士们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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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在同辈人中，我知道毛主席比较晚。
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这个名字，是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前不久。
当时我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年方16岁。
比我高两个年级的高中同学，向我讲了“朱毛红军”长征的故事。
这时我才知道有“工农红军”、“共产党”，但对“朱毛”其人则很陌生。
    我是一个爱国学生，眼看东三省沦陷，日寇入侵华北，国亡无日，对共产党、工农红军主张坚决抗
日，很佩服也很向往。
这导致我积极响应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一周之后的广州“一二·一六”示威游行。
    我从此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从《生活周刊》、《世界知识》杂志、《自修大学》杂志等左翼刊物
中逐渐了解抗日救国、解放劳苦大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道理，也知道了世界上第一个劳苦大众
当家做主的国家——苏联。
    卢沟桥事件爆发，我从《自修大学》杂志看到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于是1937年12月初离广州去
延安，要到那里学习抗日的本领。
我羡慕的是共产党、红军这个整体，对领导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我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
开始时只知道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的名字，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究竟是谁领头，
不知道也不大在意。
毛泽东在我心目中地位并不突出。
只听说过他多次对“抗大”学生讲话，但我没有看到、听到。
    我先见到的不是毛主席而是朱总司令。
因为朱总司令经常到“抗大”校部球场上打篮球，我当时在校部后面的“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第十
队学习，那里是延安师范旧址，就在篮球场旁边。
朱总司令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平易、敦厚的长者。
乍看会误为伙夫或马夫，毫无首长的架子。
    我在延安整整十年，听过毛主席多次讲话，但一直没有同毛主席直接交谈。
我对毛主席从完全陌生到初步了解，主要是在新闻工作中的感受。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听他讲话，是1938年3月19日“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大会上。
我原来从1937年12月起在“抗大”第三期学习，1938年2月底毕业后报名再入第四期军事大队学习，准
备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校部决定，第四期军事大队(后改称第一大队)从延安搬到瓦窑堡。
行前召开开学典礼大会，毛主席给我们讲话。
我记得大意是：抗日军政大学顾名思义是学习抗日，要学政治，更要学军事，要政治与军事相结合。
军事大队有老红军(占三分之一)，也有青年学生(占三分之二)，要互相学习，新老结合。
要学到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毛主席的讲话，我感到很新鲜，听似浅显，细想又含意邃远。
我似懂非懂，不甚了了，但听后一心一意学好军事，准备到敌人后方去。
只是学习毕业后没有分配上前线，而被推荐人延安当时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
这次毛主席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高大形象，伟岸而高深莫测。
    我第一次在毛主席处工作是1940年12月。
那是指名把我从中央宣传部借调去毛主席处编辑《时事丛书》。
当时我在中宣部的编审科当干事，参加中共中央机关刊《解放》杂志的编辑工作。
我接到调令马上到毛主席住处的图书馆附近的窑洞工作，任务是编辑“抗战中的抗日根据地”，由我
和武新宇(全国解放后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共同负责，毛主席图书馆的同志(柴沫同志负
责)给我们提供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和其他材料，我们从中选编。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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