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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精品集》

内容概要

《瞿秋白精品集》内容简介：大师的魅力是永恒的。大师们的精品是性情的结晶，是思想的精髓，是
语言的楷模，是文学的榜样。能窥得大师们的心路历程，得大师们行文结集之堂奥，以开我之心智，
启我之文采，何乐不为？
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早年曾到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
文，后到北京谋生。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围运动，同
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礼会》旬刊。
1920年初，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
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
。1922年2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
次代表大会。1923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i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
战略决策。同年6月出席巾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机
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7月去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
任。
1924年1月瞿秋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后又参加领导“
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巾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
央工作。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
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
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去苏联，6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
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
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
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期间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
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
。1930年8月回到上海，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1月，在被王明错误打击、解
除中央领导职务后，他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和鲁迅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一起领导左翼文
化运动，反击国民党文化的“围剿”，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
汉诺夫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
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被捕，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年仅36岁。著有遗嘱《多余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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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精品集》

精彩书评

1、知道瞿秋白，是初中时读爸爸的某本自学考试教材的时候。当时，恰巧语文老师要求上课前有一
名学生背诵一篇课外文章，而我就背了考试教材里的《一种云》——不过当时完全不知道这篇文章在
说什么，只觉得它很有气势。在练习时，我先背给好朋友“兔子姐姐”听，每次一背到“屁股”二字
时，我就忍不住要笑。当时我真怕在讲台上背诵时也会大笑起来，更怕同学们也会笑。在上课正式背
诵时，我尽量一副气势汹汹地样子，背到“屁股”时也仍旧“不改颜色”。而令我特别意外的是，同
学们竟然也没有一个笑的。下课后，我问“兔子姐姐”，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笑。她说，因为我那时特
别严肃。因为这件小事，我从此再也忘不了瞿秋白的名字了。只是那时对他一无所知，只从他温婉的
名字中猜测，他是个病弱的文人。一直到上高中时，才在历史课上知道他竟然曾经是中共的领导人！
得知了这样的身份，又看到了课本上儒雅的照片，我更喜欢他了。只是那时听历史老师说他被留在遵
义的事情，以为他只是个大无畏的男子汉。然而看了《瞿秋白精品集》之后，我对他的了解又深了一
层。从反应当时社会状况的《饿乡纪程》（他当时竟然才22岁）可以看出，瞿秋白其实不像是个政治
家，而更像知识分子。《多余的话》更是他死前的真言，特别感人肺腑，他甚至死前还希望把遗体捐
给医院做研究。从这两篇可推测，瞿秋白是个对压迫人民的人极力声讨，对内部矛盾尽量调和的人。
他的身上有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我不知这样在如今这样和平的时代，这样的人是否适合做
国家领导人，但是我喜欢他身上“人性”的东西，喜欢他勇于直面不完美的自己。至于他的写作，我
觉得瞿秋白的杂文、散文要比小说出色得多。他的小说习惯以远景描写结尾，其中的景色描写有些苍
白。但是他对事物和现象的提炼能力很出色，如《远！》及诸多杂文。《涴漫的狱中日记》以未来的
角度看如今，写法较独特。另外，可能是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吧，我觉得他的一些观点比较极端。总
而言之，瞿秋白的人格魅力是十足的，但是他的文学水平可称不上是封皮上所说的“大师”。PS1.先
不说当时政府有多腐败，至少要在政府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是不要学费、不要背景的。PS2.读的时
候，我标注了“《水陆道场》‘流氓尼德’”，大概是因为比较喜欢这一段？最后，以瞿秋白的这段
文字结尾：记得“五四”前一年鲁迅有一篇狂人日记发表。那狂人为什么发狂？只不过为着中国的礼
教吃人。足见得那时候的人神经多么衰弱，为这点“小事”就气得发狂了。现在呢？现在吃人的不止
是礼教，而老实不客气是真把人肉放在砧板上细细的剁，还要唱着新诗，歌颂一番这样英雄的事绩。
可是，现在的“狂人”，他们也不是当时那么狂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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