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乔木与田家英
有句老话说!"文人相轻#$然

而! 人们从胡乔木这位大文人身
上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种胸
怀和境界! 他与田家英的关系就
是最好的例证$ 他不仅善于发现
同志的优点和特长! 由衷地为别
人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就而
高兴!而且总是主动地%默默地为
同志的成长创造条件$

田家英
!"#$

年出生于四川
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 三岁
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 后因母亡
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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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只有十三岁的田家英开
始向报刊投稿!发表一些散文%诗
歌及小说等!得到了一些稿费$他
十四岁考入成都县立中学! 继续
求学!一边读书!一边发表文章$

年少的他已经显露出才华! 也显
露出超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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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五
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 他首先进
入陕北公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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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
年轻的近代史教员$一年之后!田
家英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毕
业后! 留校在中国问题研究所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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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央决定成立
中央政治研究室! 从各处选拔研
究工作人员!总共选了四十余人!

其中就有十九岁的田家英$

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时
与胡乔木相识$胡乔木年长田家英
十岁!此后几十年间!他始终像兄
长似的关心田家英$田家英几次工
作岗位的变动都与胡乔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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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田家英在
&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
说起'一文$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
字的杂文! 但明显反映出作者深
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 胡
乔木读后!颇为赞赏$ 当时!胡乔
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不久又受
中央委托代替生病休养的凯丰领
导中宣部工作$ 为了让田家英充
分发挥文字上的才能! 胡乔木把
他调入中宣部$从此!两人的革命
生涯就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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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毛泽
东到西柏坡后! 由于工作繁忙需
要增加秘书时! 胡乔木又向毛泽
东推荐了田家英$

胡乔木待人谦和真诚! 细心
关怀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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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田家英
夫人董边因生孩子受了凉! 引发
了哮喘病$ 为了便于田家英照料
夫人!在胡乔木的请求下!组织上
把董边调到中宣部养病$ 胡乔木
还亲自去杨家岭卫生所请来医生
给董边诊治! 使田家英夫妇深受
感动$ 更出乎意料的是! 几十年
后! 有一次董边收到胡乔木的一
封信!打开一看!竟是一张治疗哮
喘的传统药方$胡乔木就是这样!

他关心人绝不是漫不经心的嘘寒
问暖! 而是以一种情同骨肉般的
感情真心实意地替你着想! 记挂
心间!默默地为你排忧解难!直到
帮你把问题或困难彻底解决$

田家英十分敬重胡乔木 !他
曾对夫人董边说( 乔木同志理论
水平高! 善于思考问题! 肯于实
干!起草文件总是亲自动手!不像
有的人! 自己不动手! 总是指挥
人!还要争起草权$

毛泽东身边的人中!田家英和
胡乔木政见相同! 品格性情也相
投$胡乔木在一封写给董边的信中

称田家英是自己最亲密的同志和
朋友!因此!用)志同道合*这一词
语概括他们的关系!最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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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
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编辑工作
主要由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即陈伯

达%胡乔木和田家英承担$陈伯达
负责全面编选! 但没有参与第四
卷的工作+ 胡乔木主要负责语法
修辞和标点等方面的工作+ 田家
英负责注释工作% 出版及外文翻
译组织工作$ 经过认真而紧张的
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

第三卷分别于
%"'%

年%

%"'#

年%

%"'&

年顺利出版$ 第四卷是在胡
乔木主持之下进行的! 田家英负
责编辑和注释工作$ 与前三卷不
同!该卷先是把全书编定!最后由
毛泽东主持通读定稿$

%"+,

年
"

月!第四卷也顺利出版发行$胡乔
木%田家英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
集'第一至第四卷!出了大力$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田家
英曾考订历史事实!对&毛选'一
至三卷的注释提出修改意见$ 不
料! 原注释主持者陈伯达却大发
)一言堂*的威风!说谁提出修改
意见谁就是反对他陈伯达$ 回忆
这段历史!胡乔木无不感慨地说(

)我既听见过陈的胡说!又听见过
家英的井井有条的说理$ 但是由
于陈当时大权在握!无可奈何$陈
对未能参加毛选第四卷的编辑也
耿耿于怀! 因为这是毛泽东本人
的决定! 他只是借此对家英发泄
不满而已$ 家英编辑过毛泽东的
散文著作! 也编辑过五十至六十

年代出版的各种毛泽东诗词选!

这些书都凝聚着家英的心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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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
宪法初稿起草八人小组$实际上!

真正动笔起草的是陈伯达% 胡乔
木% 田家英$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
法!起草工作非常慎重$陈伯达在

%"'&

年
%%!%#

月写出了一份宪
法草稿$ 胡乔木看了觉得问题太
多!田家英也有同感$在毛泽东召
集的起草小组会上! 胡乔木对陈
伯达起草的宪法草稿提了许多修
改意见$陈伯达很不高兴!会后把
气出到田家英身上! 对田家英发
火$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对陈伯
达的草稿也很不满意! 在许多重
大问题上当面提出种种修改意
见$几次讨论下来!陈伯达垂头丧
气$ 后来!因陈伯达消极怠工!胡
乔木和田家英就把起草宪法的责
任担当起来$

起草工作颇为紧张!从
%"'*

年
#

月中旬到
&

月
)

日! 四易其
稿$ 在紧张地完成了)四读稿*之
后!胡乔木因操劳过度!右眼患中
心性视网膜炎紧急住院治疗$ 胡
乔木入院! 宪法草案的修改重担
压到了田家英肩上$不久!承受重
担的田家英也累倒了$ 胡乔木和
田家英等人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
下为起草宪法忙了两三个月!虽
然辛苦!但精神上得到很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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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年!为起草中共八大文
件! 胡乔木和田家英又处于高度
忙碌之中$ 胡乔木主要忙于和陈

伯达一起起草政治报告! 另外也
协助周恩来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
计划的报告$ 毛泽东的开幕词是
由田家英起草的$ 当时田家英写
了一个通宵!赶出稿子$毛泽东看
后非常满意$开幕词中许多话语!

如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

后*等!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

反复引用$

%"'"

年的庐山会议!是胡乔
木和田家英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
节点$两人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

再转船到九江$ 在火车上! 胡乔
木%田家英闲谈!对

%"')

年的)大
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庐
山会议前期!即所谓)神仙会*期
间! 胡乔木带领田家英等人起草
&会议纪要'$ 他们对)大跃进*中
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并系统地写
入&会议纪要'初稿$这份&会议纪
要' 初稿印发后! 便招来一些意

见!认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
不够!而把缺点写得很具体$当会
议突然转向反右倾!&会议纪要'

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责$ 有些同志
把它和彭德怀的意见书相提并
论!横加攻击$胡乔木和田家英因
此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

直到毛泽东讲了 )秀才是我们的
人*之后!他们才解脱出来$ 但一
个月的紧张局势! 使胡乔木身心
交瘁! 从此种下了极度精神疲劳
的病根$

%"+%

年
%

月 !为纠正 )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

倾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毛
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胡乔木%田家英各率一组下去
调查$田家英到浙江!胡乔木到湖
南$在两个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他们起草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
条例'草案并得到中央批准!为纠
正)左*倾错误做出了努力$

此后不久! 胡乔木的神经衰
弱症加剧!无法正常工作$ 从此!

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虽
说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
书! 但实际上已不在毛泽东身边
工作$

%"+#

年初!田家英因勇敢
地向中央反映农民对包产到户的
迫切要求而遭到不公正的批判!

与毛泽东的关系日渐疏远$

%"+'

年
%%

月! 上海 &文汇
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
剧,海瑞罢官-'$田家英对该文的
捕风捉影深恶痛绝$

%"++

年初!

毛泽东向田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
的文章! 田家英把谈话的情况详
细告诉了胡乔木$ 当时他们两人
就十分不安! 感到政治形势日益
紧张险恶$ 田家英对毛泽东始终
敬爱忠诚!把他视为导师%父辈!

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

才对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忧心如
焚$也正因为这样!他在整理毛泽
东谈话时! 坚决不提毛泽东所说
的&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
德怀罢官的说法$ 此时的田家英
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不料他的
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
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
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
改毛主席著作*!并逼迫田家英迁
出中南海$ 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
的诬陷和侮辱!在

'

月
#&

日衔冤
辞世!年仅四十四岁$

田家英的离去使胡乔木感到
极大的震惊和悲痛! 他在回忆好
友的文章中动情地写道()家英的
事迹将载入革命英烈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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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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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女性创业者群体为主角! 展示了

二十多位女性创业者处在初创阶段和成长阶

段的项目" 作者倾听她们的成长故事和心路

历程!用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笔触去表达!向读者展示一个个真

实#鲜活#个性鲜明的女性创业者形象" 她们在各自的领域不断

地探索#创新!她们的选择#思考#努力!她们的能量#闪耀#迷茫#

喜悦$$在这本书里!你都可以感受得到"

胡乔木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国史上一位起过独特作用的重要

人物$ 他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文化大革命'后%又协助邓小

平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享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百科全书式的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美誉$

胡乔木丰富多彩的一生虽已在)胡乔木传#中得到全面展现%

但囿于传记的体裁和篇幅所限% 若干问题难以得到深入分析(论

证$ )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尝试主要以专题述评的方式%

从生平述论(主要业绩(人际交往(婚恋家庭(生平思想研讨等五个

方面%对胡乔木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和深入的解读$ 在&生平

述论'部分%中国党史专家程中原对胡乔木先后在毛泽东(邓小平

领导下工作的情形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情谊% 对胡乔木在中共

党史(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及诗词创作(国际国内重大问

题等领域的造诣和建树%作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和评析%由此%胡乔

木的人生得到了立体的充分展现$ 在&人际交往'部分%胡乔木的秘

书黎虹讲述了胡乔木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感人事迹$ 而 &婚恋家

庭'部分%则展现了胡乔木充满亲情的一面%很多资料属首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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