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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色往事》内容系统全面，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党史口述资料征集方面的重要成果，内容涵盖了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可谓党史口述资料的“百科全书”。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6册）（文化卷）》是其中一册，记述的重要文化事件有：中共早
期报刊、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创办抗大、延安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办
、延安《解放日报》、南方局文委——文化组、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国统区的机要通信工作、新中国
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初创时期的中国科学院、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形成、杨献珍的哲学“罪案
”、“三家村”始末、“文革”前夕的文艺风波、《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毛泽东与
《光明日报》、“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为王实味平反
、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半月谈》初创的十三年、“何梁何利基金”的设立、从“两弹一星”
到载人航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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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期间，我也参与编辑过《新青年》季刊，有时文章不够，我翻译些 ，或写一些凑齐它。
《新青年》在“五四”前后是陈独秀编的，有一个时 期是6个人轮流编辑。
1923年，决定继续出版《新青年》，由瞿秋白负责， 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新青年》第一、二期出版后，由上海寄到国外 ，当时在苏联的彭述之看到后表示不满。
他说，我们党的理论机关刊物办 得不太像样，与国内一般文学刊物差不多，不像党的理论刊物。
他对刊物 封面尤其不满，说这简直是国际济难会的宣传品。
他想回国来编辑这个季 刊。
回国前，彭述之曾要旅莫支部同志给《新青年》写文章，寄回国来， 第三期大部分稿子是在莫斯科的
人写文章寄回来的。
我以前回忆过，说第 三期是在莫斯科编好的，这是不确切的。
第三期是瞿秋白去了广州，由陈 独秀编辑的。
第四期是彭述之主编的。
第五期为列宁专号，也是彭述之编 的。
彭述之编了这个专号以后，就得了伤寒病，1925年3月住院治疗，五卅 运动后，直到中秋节前几天才
从医院出来。
五卅运动，彭述之不在斗争岗 位上。
蔡和森在五卅运动的开头几天在，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随后去北京 养病，所以在中央是由陈独秀、张
国焘、瞿秋白领导了五卅运动，具体讲 是陈独秀通过瞿秋白领导宣传工作，通过张国焘、李立三、刘
少奇领导工 人运动，通过cY（青年团）恽代英、贺昌、任弼时领导上海学生运动。
如果 五卅运动中出版了《新青年》，那么，就是我编的。
 我们编《新青年》季刊、《向导》周刊的根据是《国际通讯》。
《国 际通讯》是共产国际办的刊物，全是文章，并没有新闻，英、法、德文版 都有，没有俄文版，
每周出版一期。
《国际通讯》寄到上海俄国领事馆， 我定期到该领事馆领取，《向导》、《新青年》上的翻译的文章
大部分是 从这上面译过来的。
 给《向导》写文章的主要是中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包括陈独秀、瞿秋 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5
人（党的四大以后，中央设主席团，相当于 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独秀、瞿秋白不需要催，每周都把他们应写的文 章按时主动交给我，我则把他们的文章直接编人《
向导》。
当时这些人写 文章没有修改的问题，因为那时中央意见一致，没有什么争论。
我负责编 辑下面送上来的报告。
此外，我还翻译一些东西发表。
读者来信，大多数 是我以记者名义回答的。
我在《向导》写的长文章，记得起来的，有五卅 运动事实记载两篇，关于1925年英国工人大罢工的文
章。
其他我只写一些 短文，避免写政策性的理论性的文章。
 《向导》也出版过丛书，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没有在《向导》上发表 过，以《向导》丛书的名义出
版；一类是《向导》上发表过的相关文章合 集出版。
前者以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为例，是由我翻译的，而《国民 革命论文集》则属于后一种。
《国民革命论文集》分上、下两册，是彭述 之生病住院时，把《向导》、《前锋》、《新青年》季刊
上有关文章辑录 后，交给我，由我编辑出来，送印刷厂印刷发行。
《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 政治主张》一书，是陈独秀编的；在广州卖时，陈公博说其中没有一大文 件
并不是如编者所说找不到了，而是那个文件当时表示拥护陈炯明，反对 孙中山。
广州党委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向导》把这个问题作为读者来 信在刊物上登出，然后由记者解答，
这个记者答复是陈独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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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由于我们党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向导》、《新青年》是在普 通营业的明星印刷厂印刷的。
这个印刷厂的老板是徐梅坤的师兄弟，由徐 梅坤负责联系。
我和张伯简（此人在五卅运动后不久在广州病故）经常跑印 刷厂。
我主要是搞校对。
一般是将校样拿回校对，二校有时在印刷厂。
张 伯简主要搞算账之类的事，和印刷厂清算账目，这些我都不清楚。
发行交 上海书店，那里的负责人是徐白民。
1925底，中央成立秘密发行所，毛泽 民为负责人。
这个秘密发行所由中央宣传部领导，但部长不管，实际上我 在那里领导。
经济账目上的事，毛泽民直接向中央秘书处报账。
上海书店 受秘密发行所领导，亦即毛泽民领导。
毛泽民还负责向外埠输送《向导》 等党的报刊。
上海市内，刊物则由上海书店发行。
当时北洋军阀统治腐败 ，党的报刊发行工作主要是防国民党右派告密。
徐白民曾在报上发表启事 ，声明上海书店不是共产党办的，就是防止敌人破坏。
 党的地方刊物，中央宣传部没有管，五卅运动以后，我一个人在那里 应付宣传部的工作，无力管地
方刊物。
后来，因为我们大家没经验，于是 在中宣部下面设立了中央情报局，由沈雁冰主持（只成立了几个月
），搜集 、分析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这与新闻出版有关，但我已想不 起来工作做得如何。
另外，还派两个干部帮助我工作，一个是上海大学学 生黄文容（后改叫黄介然），一个是羊牧之。
 我负责编辑《向导》是在1925年6月到1927年4月初这一段时间。
1927 年2月底，《向导》随党中央迁到武汉，这时我仍留在上海，4月底才去武 汉。
《向导》至5月1日才在武汉出版，我没有参加编辑和出版工作。
这样 ，我编辑的最后一期《向导》是在上海排好，4月5日在武汉印的。
 武汉时期，中央宣传部实际上已散掉了。
以前我编《向导》时，党内 意见是一致的，后来到1926年5至6月，中央内部发生分歧，蔡和森当时在 
苏联，国内的几个人对一些根本问题意见不同，主要表现在北伐问题上。
 《向导》发表文章反对北伐。
以后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张国焘也 持不同意见。
瞿、张向下面散布，说陈独秀的中央执行机会主义政策，机 会主义政策的巢穴是中央宣传部。
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和我也成了机会 主义。
我和彭述之都是拥护陈独秀的，彭和陈站在一起，我也同意他们对 当时形势的分析。
后来瞿秋白有个文集（有别于解放区出版的这套），是瞿 秋白自己编的，剪贴编辑好，准备付印的，
其中有一篇未发表过的文章， 篇末有注，说这篇文章交给《向导》，《向导》编者拒绝发稿。
这本文集 新中国成立前由我保存，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来要，才交给她。
有几篇还 未发表，其中有一篇是写拥护北伐的文章。
我回忆不出有拒绝刊登瞿秋白 这篇拥护北伐文章的事。
可能有此事，那是因为瞿文拥护北伐，陈文反对 北伐，已发表陈文，就不应当发表瞿文了；也可能瞿
文不是直接交给我， 而是交给秘书处，陈独秀看后扣留下来。
这件事证明，在瞿秋白眼中，我 是站在陈、彭方面的。
 中央迁到武汉后，我是中央宣传部最后一个离开上海的人，是武汉中 央来电报催着去的。
他们将沈雁冰调到汉口《民国日报》当总编，将黄文 容调去做陈独秀的秘书，羊牧之也调到其他机关
去，实际上将中央宣传部 解散了。
 我到武汉后，《向导》的事不让我管了，这样，我在汉口没有事做， 等待不久后召开五大。
五大后，把我调出中央，安排到湖北当宣传部长。
 《向导》在汉口出了8期，不是按期出的，五一节开始恢复出版，7月 13号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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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向导》由谁编，以前我不清楚，最近看到羊牧之的文章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才知谱羊牧之
调去帮助瞿秋白工作．住在瞿秋白 家里帮助编辑《向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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