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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评传》

前言

韬奋先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政治家、出版家和新闻记者，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杰出校友。
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他的文章曾经唤起多少人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成长
。韬奋的一生大部分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完成了学业；他在上海开始了编辑、
记者的生涯；他在上海建立了和谐、美满的家庭；他在上海创办了生活书店，达到了事业的高峰；他
在上海从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特别要指出的是，韬奋到上海以后，从
小学、中学到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小、附中，一直到大学整整学习了七年。这是他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0多年前，韬奋为纪念南洋
公学（当时称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建立20周年所写的专文中明确表达了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吾工
业专门学校者，吾中华新学之先锋，而优秀人才之渊源也。树东南之风气，震声誉于环球。”在中华
民族内忧外患交织的艰难时势中，韬奋不畏强暴，积极创办报刊，努力唤起民众，以犀利笔锋，怒斥
敌寇，反对投降，主持正义，传播真理，为民族解放呐喊，为人民民主呼号，在中国人民苦苦求索的
漫漫长夜里，成为一代青年认识社会、思考人生、追求进步的灯塔。正如周恩来所说：“在他的笔底
，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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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评传》

内容概要

《韬奋评传》讲述了：韬奋先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政治家、出版家和新闻记者。在那腥风
血雨的日子里，他的文章曾经唤起了多少人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成长。《
韬奋评传》通过介绍韬奋曲折的求学经历、艰辛的创业过程和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体现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朴实无华的人格魅力和强烈的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他那种
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而顽强奋斗的可贵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不断进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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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评传》

作者简介

陈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在《
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学术月刊》、《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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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评传》

书籍目录

一、从“大家庭”到“洋学堂”    1.清廉正气的家传  2.大家庭里的长兄  3.“官僚”家庭的平民生活  4.
严厉的启蒙教育  5.从“私塾”到“洋学堂”二、南洋公学的“优行生”  1.求学南洋公学  2.萌发文史兴
趣  3.扎实国学功底  4.奠定英语基础  5.经济困境中的“优行生”三、“思吾敬爱之校风”  1.拳拳爱校
心  2.直击考试制度之弊  3.为人、问学与交友  4.母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感想四、散去的工程师梦想  1.远
生和“北京通讯”的魅力  2.梁启超和《新民丛报》的影响  3.深受欢迎的家庭教师  4.叩开圣约翰的大门
五、“五四”浪潮中的奋斗青年  1.青年之奋斗，国家之希望  2.与封建专制主义决裂  3.大力提倡发展教
育和科技  4.与圣约翰的临别赠言六、“曲线”就业之路  1.黄炎培慧眼识才  2.潜心职业教育的研究  3.
职教社的职业指导运动  4.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教师  5.《时事新报》的秘书主任七、小家庭的美好开端
 1.初次婚姻的曲折经历  2.与沈粹缜喜结良缘  3.沈粹缜的关爱与照料  4.孩子的出世  5.和煦温暖的小家庭
八、海上新《生活》  1.焕然一新的《生活》周刊  2.趣味性与价值性的契合  3.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
 4.徐伯昕的鼎力相助  5.编辑和作者队伍的建设九、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  1.宣传孙中山的生平和思想  2.
介绍印度民族英雄甘地  3.妇女的地位和教育改革  4.关于民族复兴的三大工作十、为中西文化交流努力
 1.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2.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  3.融会中西文化的中国人  4.辩证看待中西文化的异
同  5.兼容并蓄的中西文化观十一、为民主政治呐喊  1.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2.刊物的“报格”和编者的
“主权”  3.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  4.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十二、“九一八”的炮声中  1.宁死不
屈，捍卫国权  2.全力支持淞沪一·二八抗战  3.和胡适分道扬镳  4.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5.世界观发生显
著变化十三、生活书店的创办和发展  1.创办生活书店，实行科学管理  2.坚持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  3.与
作家携手，对读者尽心  4.胡愈之的巨大贡献  5.鲁迅的关怀和帮助  6.革命文化的堡垒十四、赴欧美考察
世界大势  1.踏上欧美考察的旅程  2.领略意大利的历史文化  3.瑕瑜互见的法国  4.在伦敦研读马列著作 
5.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6.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苏联  7.对美国社会的全面考察  8.愈加成熟的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十五、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  1.《大众生活》的创办  2.斥责日本所谓的“三大原则”  3.全力支
持“一二·九”运动  4.决不投降于任何反动势力十六、真正“人民的报纸”  1.沪上筹办《生活日报》
 2.《生活日报》在港出版  3.积极推广大众文化  4.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5.《生活日报》的办报宗
旨十七、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袖  1.积极参与救国会的组建  2.“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3.团结御侮
，建立联合阵线的主张  4.对鲁迅的悼念与敬意  5.声援上海工人和绥远前线的抗日斗争十八、铁窗生涯
的锤炼  1.国民党当局和日本军方的勾结  2.“七君子”被捕  3.不做亡国奴的共同心愿  4.各界声势浩大
的营救运动  5.坚持真理，力争救国无罪  6.在狱中坚持勤奋学习十九、为抗战胜利而奋斗  1.主编《抗战
》三日刊  2.坚持抗战，反对妥协  3.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4.坚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十、从
汉到渝的艰难岁月  1.离沪撤往内地  2.在江城创编《全民抗战》  3.最可敬佩的朋友：周恩来  4.争取抗
战胜利的精辟见解二十一、全力以赴推进宪政运动  1.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2.“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
”  3.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提案  4.翻译《从美国看到世界》和《苏联的民主》二十二、极度艰苦的环境
中谋发展  1.生活书店的新发展  2.蛮横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3.国民党当局对生活书店的摧残  4.被迫离
开重庆二十三、关于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  1.正确理解民主集中的管理原则  2.爱护干部与维持纪律  3.全
面加强员工的职业修养  4.工作实践中的学习二十四、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与金仲华重逢  2.复刊
《大众生活》  3.与宋庆龄的深厚友谊  4.太平洋战争爆发二十五、隐居广东的时日  1.艰苦跋涉至东江 
2.东江纵队的热情接待  3.考察东江游击区  4.梅县江头村的隐居生活二十六、考察华中抗日根据地  1.北
上苏北解放区  2.深入华中抗日根据地  3.以演讲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  4.陈毅的关爱与钦慕二十七、病逝
申城英灵永存  1.同病痛作顽强斗争  2.对国事的最后呼吁  3.未能述尽的人生经历  4.临终前的入党志愿 
5.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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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评传》

章节摘录

Page 6



《韬奋评传》

后记

我对韬奋先生的思想和精神的学习与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1987年9月，上海师大学报发表了我撰
写的第一篇有关韬奋研究的论文《简论邹韬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这是我踏入韬奋研究领域
的第一步。1990年11月，我应邀参加了中国韬奋基金会和韬奋纪念馆等联合举办的“韬奋研究首届学
术研讨会”。1992年，在学术界前辈王元化、罗竹风的热情推荐下，我申报的有关韬奋研究的课题被
特批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从此，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韬奋研究的工作中
，特别是在韬奋生平史料的挖掘、考证及其思想发展的研究方面作了较多的努力。为了解决韬奋研究
中的一些难点，使资料尽量准确、翔实、可靠，我利用节假日走南闯北，先后到北京、哈尔滨、沈阳
、大连、重庆、广州、武汉、福州、贵阳、苏州、湖州、南通、余江以及香港等地查阅档案资料，拜
访有关人士（包括韬奋的亲属、老同事、甚至听过他演讲的人），考证核实了韬奋的出生地、韬奋在
上海居住过的地方、生活书店和《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的旧址、韬奋在华中抗
日根据地的活动日程，以及韬奋15个兄弟姐妹的简历等细节，解决了一些久悬未决的难题。1995年8月
，《解放日报》理论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第二篇论文《抗日先锋，民主斗士——试论韬奋的抗
日救国思想》，更是增加了我对韬奋研究的信心。此后，在收集、梳理、分析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
上，我又先后在《光明日报》、《学术月刊》等报刊发表了26篇有关韬奋研究的文章，撰写了2本专著
：《邹韬奋：大众文化先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韬奋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出版）。2005年，我有幸成为韬奋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员。在上海交通大学老领导范祖德副校长
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张天蔚总编辑的鼓励下，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的支持下，我在原来
研究的基础上，又对韬奋的思想和业绩从新的视角作了进一步的挖掘和思考，终于在韬奋逝世65周年
前夕完成了《韬奋评传》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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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评传》

编辑推荐

《韬奋评传》：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今日统一的目标
就是抗敌，救国离开了这目标就无法统一起来，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光明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代价，去
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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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评传》

精彩短评

1、写得跟政治书一样。
2、也没比《邹韬奋传记》好到哪里去。
3、阶级斗争是有色眼镜。。。
4、文章对邹韬奋的生平描述的非常详细，文笔流畅，读起来故事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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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评传》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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