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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丈化部副部{

明日报》社总编辑．冲国王字改革委员套副主席．中国人民外

副会长，中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等职 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

央副主席．第五届中央代主席

第一至五届奎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有届全国人太常委舍

长 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4主席，





胡愈之，字子如，笔名伏生，曾用名胡学愚。‘1896年9月9日出生于

浙江省上虞县县城(今为丰惠镇)7一个书香世家。． ，

胡愈之的祖父是个翰林，做过清朝的京官御史。其父是个典型的清末民

初维新派知识分子，不爱做官，却乐于在家乡为社会服务，创办起新式学堂

和女子学校，同情并帮助贫苦农民，不仅对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卖掉了所有

田地，把财产用在公共事业上。这些给幼年的胡愈之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后

来他在谈到父亲时说：“至今对于我的品格和趣味影响最深的，依然是我的

平凡的父亲。我的父亲做到了极平凡的伟大。我极渺小，我没有做到我父亲

的伟大，但我学到了我父亲的平凡。” ．。

1902年，胡愈之进入私塾学习，不久又人县里新设的高等小学堂，至

14岁毕业。按当时的规定，小学堂毕业，就取得了秀才的资格。191 1年初，

胡愈之离开家乡去考绍兴府中学堂，学制4年，读完4年即可取得举人资

格。学堂分设文、实两科。胡愈之对数理有兴趣，因而考了插班二年级实科

生，成绩为第一名。因鲁迅时任该校学监并兼授生理卫生课，胡愈之在此和

鲁迅结下师生之谊。下半年，胡愈之患了伤寒病，近乎丧命，不得不休学养

病。1912年胡愈之病愈后转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想学好英语，更多地学

习欧美的文化知识。但年末学校停办，学习．又因此中断。1913年，胡愈之

拜绍兴名宿薛朗轩为师专学语文，同时继续自学英语，还参加了世界语的函

授学习。
一

1914年，胡愈之告别学生生洱，。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

生，被分在理化部工作，主要是编教科书。’这时的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中

国最大的出版机构。胡愈之非常满意这一工作，他从小就是个“读报

迷”，曾与弟弟试编过家庭报刊，内容有论文、小说，并配有插图，坚持

出了四五十册。胡愈之做练习生参加编书，跑印刷厂，很快便熟悉整个

出版工作过程，这为他后来在新闻出版业的卓越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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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除了编书还试着用自学的英文、日文为《东方杂志》刊物翻译一

些资料。工作之余他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刻苦自学，他曾说

“我只有中学二年级的学历，我读书都是在‘商务’读的”。1915年胡愈

之成为《东方杂志》编辑，翻译和写作了许多文章，不仅提高了个人的

编译能力，还接触了许多新知识，受到各种外来思想的影响，开始思考

和研究各方面的问题。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受当时虚无主义、无政

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后又读托尔斯泰的书，使我成为一个赞美人类爱

的理想主义者、．．唯心论者”。

在民主与科学旗帜下，白话文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胡愈

之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启蒙与促进的作用。这期间，他和茅盾成为了亲密

的朋友，他们都热衷于新文化运动。胡愈之在他的回忆中写道“我和沈

雁冰都喜欢写白话文，写了文章就用笔名投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去登载。‘五四’时期我和沈雁冰是提倡

白话文最力的两个人”。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大罢

工，胡愈之和商务印书馆职工也一起参加了罢工，声援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后，胡愈之更加努力译著，在《东方杂志》j《小说月报》、

《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连续撰文，发表了不少文章。内容涉及文

学、国际问题、妇女问题、社会问题和哲学思想等各领域。他还积极参

加社会活动，联系了一些世界语学者，创建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介绍

俄国和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发表了许多评介外国文艺名人的文章

和文艺评论，为当时的中国文艺界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同时，为发展

家乡上虞的文化事业，他和弟弟胡仲持办起了上虞第一份报纸《上虞

声》，旨在向家乡人民宣传介绍新文化思想。报纸内容丰富，受到当地知

识界的欢迎。1920年，胡愈之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

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除了写作投稿外，还协助郑振铎编辑《文

学旬刊》。1923年，胡愈之开始转向新闻工作和国际问题的研究，．这一

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60多篇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1924年《东

方杂志》创刊20’周年，由胡愈之具体负责编辑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库》，

共10。0册。 ：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会已经成为运动的骨



干力量，胡愈之积极投入上海五卅运动的游行、集会和罢工，并对运动发+
3

展情况进行采访和报道。他与爱国知识分子郑振铎、叶圣陶等“商务”

的同事一起，集资创办了．《公理日报》-，如实报道五卅惨案的真相，宣传

反帝爱国，成为反帝爱国的舆论阵地。他还编辑《东方杂志》五卅临时

增刊，并撰写《五卅运动纪实》长文，忠实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群众革命

斗争的起因和发展过程，指出五卅事件而引起的全国民众运动，是中华民。

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1926年，章锡琛办起了开明书店，
7

由于胡愈之为书店拟定编辑方针，组织书稿，被章锡琛称为书店的“参谋

长”。
‘’

1927年3月，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胡愈之经

历了这一斗争，他看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心情十分振奋。他被推

‘为编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

时说：“这个时期，读了一点马列著作，也结识一些共产党员；看到了工人

．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抱有深刻的同情。但我对国民党仍抱有希

望，从我的思想来说，+仍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给了胡愈之思想上极大震动，打消．了对国民党的希望和幻想。4月+13 El，

他亲眼目睹了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暴行，基于对这一暴行的义愤，当

’晚他就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人一起签名，寄给既是

国民党中央委员，又是上海政治分会委员的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三

人：后将原稿发表在《商报》上。这一行动后来被周恩来同志赞为“中国

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这份《抗议书》、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收藏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

着又是七一五汪精卫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白色

恐怖笼罩全国。+在实际斗争中，胡愈之的思想、’立场El益转变，倾向中国共

产党和广大劳动人民0由于他写抗议信声讨四一二大屠杀，遭到反动派的仇

视，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他于1928年，1月以《东方杂志》．驻欧洲特派员

。身份流亡法国。 ， ’．

．到法国后，胡愈之得到法国世界语团体帮助，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
、

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同时还到巴黎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新闻。他

最感兴趣的还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他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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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他积极参加世界语活动，由于法国参

加世界语运动的大都是觉悟的工人群众，这也使他能够直接深人地了解法国

社会民众的生活状况。他作为中国的世界语学者，1928年，参加了在比利

时安特卫普的国际世界语大会，1930年，又出席英国牛津世界语大会。他

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世界语是国际交往的有力工具。作为《东方杂志》的特

派员，他经常写一些评论和通讯，从国外寄稿给国内，所得稿酬用以维持在

法国的生活。1930年后，法郎增值，胡愈之在法国的生活费用难以为继，

不得不结束留学生涯回国。 ．

1931年1月初，胡愈之离开法国，途经德国和波兰，做了短期参观

访问后，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到达莫斯科，进行了7天的访问。他参

观了苏联的工厂、国营农场、商店和学校，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拜谒了

列宁墓，参加了工人和青年的一些集会，接触到工人、农民、学生、作

家、教授等各方面人士。社会主义国家韵种种社会状况，特别是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见闻使他写就了著名的《莫斯

科印象记》。这是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

活状况的著作，反映了胡愈之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他写道“掠夺制

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入不必依靠剥

削别人或向别人求乞而生存；这样成人与孩子问的鸿沟自然是给填平

了。”他真正感到了“十月革命却已产生了许多奇迹”，认识到未来的世

界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这些感想在广大青

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从1931年8月这一新书出版到1932年10月，一

共再版5次，可见其畅销程度。
r 1931年2月，胡愈之回到上海，仍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九一八事

变后，他为《东方杂志》、《社会与教育》写了一些呼吁抗日救亡的文章。

同时在邹韬奋的约请下，为《生活》周刊撰写了许多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

的评述，积极宣传抗日。胡愈之和邹韬奋也在这样的共同战斗中建立起亲密

友情，’共同创办了生活书店，后来又把生活书店改组为出版社。1932年1

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胡愈之在上海闸北的居舍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编译

所和印刷厂都被炸毁。此时，胡愈之正患伤寒病，只好回到上虞老家养病，

直到5月病愈后又回到上海。正巧法国在上海办的哈瓦斯新闻通讯社招聘编

辑，他被推荐，成为中文部编辑。8月，商务印书馆复业，恢复了《东方杂

志》的出版，胡愈之任主编。1933年1月，胡愈之因在《东方杂志》新年

号中组织“新年的梦想?专栏；．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讽刺，引起了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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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书馆领导的不满，将其辞退。同年年初，胡愈之应鲁迅之邀加人中国民权

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会委员，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

‘治的斗争。
7

。

，

， 1933年9月，胡愈之加人中国共产党，直接归党中央特科领导。作为

特别党员，只与共产党员个人发生单线联系，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

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也不参加群众性革命团体：主要任

务还是为党做情报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胡愈之在党的领导

下，在生活书店先后筹划创办了《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

等多种进步刊物，并亲自主编《世界知识》。这些刊物在国民党实行文化

围剿的情况下，对形形色色反动的思想文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i教育

团结广大群众，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他推动生活书店出版

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影响了一批青年投向革命。在《生活》

周刊遭受国民党当局查封后，他又积极推动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使

之成为《生活》周刊的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宣传抗日，．并通过杜重远做

．争取东北军上层人士团结抗日的工作，这对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起了二定
，

●

的作用。’

1935年，胡愈之受党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上海各界成立救国

会的活动。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于12月，逃亡到香港。1936年2月，受

党组织的派遣，他经法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4月返

．回香港。胡愈之协助支持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任该报主笔，积

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努力促进国共合作。在香港，胡愈之受

潘汉年的指示帮助起草了《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r，也就是后来由沈钧

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

求》。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复函支持他们的

意见。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胡愈之与宋庆龄、邹韬奋、沈钧

儒、章乃器等当选为救国会的领导人。8月，胡愈之回到上海从事支持救国

会的活动。10月，鲁迅先生因病去世。胡愈之和救国会的二些领导人商讨

决定：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鲁迅先生的葬礼，通过鲁迅先生葬礼，

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胡愈之成为这

一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10月22日，蔡元培、宋庆龄参加了隆重的

葬礼并讲话，胡愈之在葬礼的最后宣读了悼词。追悼会后，、群众举行了争取

国内民主和抵抗日本侵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体现了社会各界人士要求团结

_致，联合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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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 1月22日深夜，南京政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

邹韬奋等“七君子”。胡愈之得到消息后立即担负起声援营救“七君子”的

组织工作。他一方面组织律师为“七君子”辩护，一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工具

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揭露和抗议。他与被关押在狱中的“七君子”内外配

合，设法将有关的消息传达给他们，确定斗争的对策，协调抗日救国的一致

立场和原则。他采写的《爱国元罪听审记》，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迫害

抗日爱国志士的反动行径，增加了对国民党的舆论压力。他和宋庆龄、何香

凝等人发动了“救国入狱”运动，发布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并陪同宋

庆龄等知名人士亲赴苏州自请入狱，．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这场斗争

最终以国民政府被迫无罪释放。“七君子”而结束。 、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胡愈之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在上海的一

大批爱国人士，组织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作用。1937年初，在反动

统治严密控制文化界的恶劣环境中，胡愈之创办了一本大型综合杂志《月

报》，以翻译和转载国内外进步报刊文章的形式来宣传革命思想；起到很好

的作用。8月，他担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常务理事和宣传部副部长，

继续利用宣传阵地出版宣传抗15t救亡的报刊。《救亡日报》是在周恩来的指
示下，由郭沫若、潘汉年与上海文救会协商创办的。文救会中设立了一个

“会报委员会”作为《救亡日报》的领导机构，胡愈之是这一领导机构的成

员。他辛勤工作，多次为报纸写下重要文章。工作中他与夏衍亲密合作，．建

立了战斗友谊，共同成为党在上海工作的文化战士。这一时期，胡愈之还倡

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后又成立国际新闻供应社。利用

租界“孤岛”特殊的条件，组织上海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

向海外宣传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

作用。 ．

’

。

1937年10月9日，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胡愈之第一次见到

了周恩来同志。．会上周恩来作了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指示，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号召坚决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周恩来的讲话给了胡愈之极大的鼓舞。．同年11月，

上海沦陷，租界中的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撤离。胡愈之坚持留在上

海，不能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他就以隐蔽的方法来报道抗战消息，并深入

到群众中去，’对难民、市民和工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还出版了《团结》、

《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胡愈之筹

集资金，成立“复社”，以极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美国记者埃德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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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西行漫记》，为国内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事业发挥了

重要作用。胡愈之组织编辑出版了六百万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在国

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1938年5月，胡愈之来到武汉，受周恩来之邀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胡愈之利用自己与新

闻界的关系，推动建立了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他鼓励愿意投身

抗战新闻事业的青年到前线去担任新闻记者，写回战地通讯，向国内外记者

发布，真实报道中国抗战情况。武汉沦陷后，受周恩来同志指派，他到桂林

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继续主持救国会工作的同时，团结领导撤退到桂林的

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通过继续出版《国民公论》‘，组织

“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创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多种活

动形式，使桂林很快成了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皖南事变前夕，由于国民

党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他于1940年7月撤离桂林到

达香港。
’

．

。

’

在香港，胡愈之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廖承志联系后，按照

周恩来指示，赴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协助陈嘉庚先生办1《南洋商

报》，就任该报编辑主任。他每天为报纸写社论，依靠设在香港的国际新

闻社为《南洋商报》提供国内的抗战消息，使该报成为团结华侨抗日救

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阵地。胡愈之在报纸言论发表中

、特别注重公正客观，突出强调民族团结，南洋华侨团结，拥护抗战救国。

由于宣传方针正确，能够代表南洋华侨的心声，销路也大增。在主持

《南洋商报》工作期间，胡愈之与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结下了亲密的友

情。除办好报纸：胡愈之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组织星洲华侨文化界

战时工作团，任副团长，在群众中进行抗敌宣传工作。接着在以陈嘉庚

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中任执行委员和宣传主任，动员组织华

侨武装抗击日寇的斗争。

1941年6月，胡愈之与受周恩来派遣调往新加坡协助其工作的沈兹九

结为革命伴侣。此后，他们相依相伴，始终生活工作在一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西亚，新加坡危在旦夕，他

和郁达夫、沈兹九、王纪元、张楚琨等爱国文化工作者撤离新加坡，流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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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苏门答腊。流亡期间，他写了《少年航空兵》一书，憧憬社会主义新

中国。同时，他还进行印尼语研究，编写了《汉译印度尼西亚语辞典》、‘

《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著作。为了维持生浯，胡愈之、沈兹九等办起

了酿酒厂和肥皂厂，以解决流亡生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愈之回到新加坡，创办了《风下》周刊、《新妇

女》杂志和《南侨日报》，建立起“新南洋出版社”，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团结侨胞共同为争取祖国和平民主而斗争。中共方面十分支持他的工

作，后来派夏衍来新加坡担任《南侨日报》的主笔。胡愈之与香港和国内·

文化界取得广泛联系，并聘请一些他所熟习的新闻界的朋友担任报刊的特约

编辑，使华侨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内外局势，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共同建

立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
， 会，会上决定，为开展盟务，“得于各省或特别市及海外设立支部”。胡愈

之受民盟中央的委托，负责在南洋发展民盟组织。1946年1月，民盟南方

总支部成立j不久，胡愈之就在新加坡组织成立了民盟南方总支部驻新办事

处。由于南洋民盟组织的建立，把当地爱国、进步的华侨都吸引过来，成为

海外反对美蒋统治，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力量。随后，他又领导和组建了民

盟马来西亚支部，被选为支部主任委员。
。

1948年4月，胡愈之赴香港向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后留港从事文化

和统战工作，担任人民救国会的秘书长。同年夏，他奉命赴解放区参加新政

协的筹备工作。途中提出国民党已失去人心，夺取全国胜利，用不了两年。

毛泽东对这一看法很重视。
’

1949年2月，胡愈之到达北平，。作为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参加
。 新闻出版部门的接管工作。1949年6月，他着手筹办《光明Et报》并任总

编辑。他为报纸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呼吁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为建立和

平、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团结奋斗。9月，他被聘为新华书店总编

辑，负责出版工作。后来以人民救国会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

五、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被任命为国家出版总署署长a他致力于加强人民

政府对出版事业的领导，促进全国出版队伍的团结合作，贯彻“统筹兼顾，

分工合作”的出版方针。1949年11月，筹划出版了《新华月报》，他函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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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新华月报》题词，拟定《新华月报》编委会组成名单，亲自撰

写《新华月报》‘创刊词。他要求一定要出一本最有权威性的刊物。在出版

总署的统一领导下，全国的出版事业逐步发展。1953年4月，倡议青年出

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1月，出版总署被撤销，担任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9月，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出版

工作。，1961年，文化部决定编辑出版《知识丛书》，由胡愈之负责。他组织

专家学者和六家出版社编辑部撰写各种选题，发动各学科一流专家为丛书撰

稿，到“文革”开始前共出版了30多种。1962年，他主持农村新历书《东

方红》的编辑出版工作(80年代以后易智为《农村年书》)，这个通俗易懂

的知识性读物出版后，受到了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

胡愈之早年曾提倡汉字改革，此后，一直为推进文字改革而不懈努力。

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后，团结许多热心于文字改革的语文专家，

深入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地考察文字改革工作，侧重于拼音方案的确

定，了解普通话推行情况，为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胡愈之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和接待国外友人来访，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

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展民间外交做了许多工作。1949年12月，中国人

民外交学会成立，他被推为副会长。1954年1 1月，胡愈之作为特邀代表赴

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胡愈之组织筹备成立了中

国印尼友好协会，被推为副会长。1956年6月，他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世

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1959年，他再次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1960年和1962年胡愈之先后被选为中国拉丁美

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他先后出访了印尼、缅甸、尼泊

尔等国家。1962年10月，日本社会党议员代表团来华，胡愈之作为我外交

学会代表团团长，与该团就如何促进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并签署了

会谈纪要。’ ．

胡愈之从1949年2月到北平后，就参与民盟领导层工作。3月，民盟

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他担任临工委的委员，开始民盟组织的整顿工

作。11月至12月，在民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和五中全会上，胡愈之先、

后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委。1950年5月，胡愈之任中央土改工作总团

副团长，和一批民主人士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1952年胡愈之作为全国政

协学习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盟中央临时文教工作组的成员，、组织知识分子政

治理论学习。由于民盟成员多数在高校从教，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影响了部分

教师的实际利益，使他们在思想上不免有些想法，他便深入清华、北大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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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认真听取盟员教师的意见，与他们共同学习讨论。1953年胡愈之在民

盟一届七中全会上被推选为民盟中央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1956年1月，

胡愈之在广泛调查了解知识分子情况的基础上，主持草拟了《关于高级知

～识分子问题主要情况的分析和建议》及《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立高级知

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这份报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生活、工作、学习

，等方面的情况，建议适当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增加他们的居住面积，

发挥他们的专长，全面规划专门人才的使用，等等。并建议党政领导发扬民

主，多听意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思想教育。这两份建议得到了政协

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重视，为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

有力的依据，在党和国家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中得到

了体现。 ．
。

．‘

鼍 ，

，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民盟中央因“章罗联盟”问题受到严重冲

击0民盟一些与中共长期合作的朋友和有才干的知识分子，也因反右斗争扩

大化受到了伤害。1979年，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愈之

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在报告的最后，胡愈之以个人名义承担了他自

1953年以来，特别是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长期担任民盟中央秘

书长期间工作中所执行的‘‘左”的错误，诚恳地向因此受到政治牵连和不

公正待遇的盟内同志道歉。与会同志对此极为赞赏和感动。

1958年11月，胡愈之在民盟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不再担任秘书长。1960年7月，民盟三届二中全会1(扩大)会议召开，会

议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组织形势学习，交流工作经验。当时把采取这种方

式的会议通称为“神仙会”，胡愈之是会议的主要主持人。同年12月，在

民盟中央召开的基层工作会议上，胡愈之作了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方针的讲话。1963年12月，民盟三届四中全会决定秘书长一职由胡

愈之兼任，他又重新领导民盟中央日常工作。1964年，民盟中央决定设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学习委员会，胡愈之任主任委员，负责组

织对盟员的“三个主义”的学习和教育，‘同时承担民盟中央日常工作。他

忠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团结广大民盟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

．努力发挥他们在建设祖国中的重要作用。同年，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

与各民主党派中央组团赴河北霸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作为民主

党派参观团领队参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盟中央被迫停止办公。胡愈之受到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虽然身处逆境，但他深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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