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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  序
纪念孙中山先生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五卅节的上海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
准备打倒反动学阀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读《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介绍《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革命旗帜下的青年工作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评性教育运动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莫忘孙中山先生的遗训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五卅以来帝国主义对华武装干涉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
土地问题之第一步解决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开幕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
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
团在暴动中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国革命的前途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总结
(一九二九年八月)
肃清反中农的情绪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老山界
(一九三六年八月)
榜罗镇
(一九三六年八月)
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进攻中的几个重要经验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
日前宣传工作中的四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
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
贺朱德同志五十三寿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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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三种和平与三种救国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坚决铲除明的和暗的汪精卫
(一九四○年二月五日)
在敌占区行动部队的政治工作
(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
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
(一九四○年七月七日)
政治工作建设之当前任务
(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军队中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
(一九四○年十二月)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正太西段战时政治工作总结
(一九四○年十二月)
大量吸收和正确对待专门家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正规军、地方军、人民武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为什么整顿兰风是党的思想革命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
发对内战，反对武装干涉
(一九四五年卜二月九日)
人民的报纸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
悼念四八烈士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
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
关于政协经过及目前军事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
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
论战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艰苦奋斗，迎接光明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
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
比较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驳斥国民党中宣部声明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在《晋绥日报》编辑部的谈话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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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
欢迎苏联电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
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
(一九五○年三月十九日)
痛悼伟大的人民战士——任弼时同志
(一九五○年十月三十日)
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
向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关于报纸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
在瞿秋白同志安葬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
应当纠正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关于学习苏联和今后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在首都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
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
(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
耍做共产主义者，要做顶天立地的人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
必须重视基础课的学习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教学方面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二日)
农业中学创办一周年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
有关教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十日)
就职工教育问题给《工人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农业中学创办二周年
(一九六○年二月)
教学必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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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
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关于学制、教育质量、教学法、普及与提高等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关于半农半读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
(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
为韬奋纪念馆题词
(一九八○年一月八日)
关于教育方针等问题
(一九八○年十一月)
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
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
(一九八二年一月)
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回顾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
塑造阿庆嫂京剧天地新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新闻必须完全真实
(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
为宋庆龄同志上海故居题词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关于共产主义和青年运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全党应该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
模范党员，一门忠烈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六日)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茶经述评》序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
茗边老话(八篇)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月)
新闻记者应是政治家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给赵紫阳的信
(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
《写心集》序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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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历史回顾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
五卅运动纪念碑碑文
(一九八七年四月)
《历史的脚印》序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
回忆海陆丰的斗争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理论要走在实践的前边”不用：为好
(一九八八年四月三十日)
大文学家茅盾
(一九八八年四月三十日)
免于急躁就能免于折腾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
《东北抗日联军歌谣集》序
(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
《红医将领》序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小学语文教学新体系》序
(一九九O印八月一日)
美国人之广州观(译文)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七日)
喇叭(译文)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两大主力军会合歌
(一九三五年六月)
长征歌
(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东征歌
(一九三六年三月)
大家想一想(歌)
(一九三七年八月)
上前线去(速写)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诗二首（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八日）
题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一九八一年六月）
校庆致同窗
八六年七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陆定一文集>>

作者简介

陆定一(1906～1996)
1906年6月9日生于江苏无锡。
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1925年在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读书时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
五四运动”。
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任共青团南洋大学支部书记及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
同年秋调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中国青年》。
1927年4月下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年5月在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陆定一根据任弼时同志
主持召开的团中央紧急会议精神，参与起草了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请求党迅速行动起来
，组织武装，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
随后，陆定一以共青团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
。
这期间，他以犀利的文笔撰写了大量文章，鞭挞黑暗势力，鼓舞青年投身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坚韧不拔地进行斗争。
1928年初，陆定一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到广东帮助广东团省委工作，协助组织了1000多名青年参加红
军。
1928年秋，在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陆定一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仍担任宣传部部长，主编《
中国青年》。
他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宣传
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1928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
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在此期间，陆定一与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斗争。
1930年陆定一回国后，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陆定一被错误地撤销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
部部长职务。
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
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
部宣传部部长。
陆定一同志为建设和发展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
，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
1940年底，陆定一奉命回延安。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1942年4月，他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
比较有影响的文章。
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强调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新闻的本源是
事实，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5年，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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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他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透彻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
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关于美国反苏战争口号的实际意义是侵略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关于
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在全国和世界上引起广泛注意。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陆定一兼任中央直属队政委，随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转战陕
北，做出了出色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7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毛泽东同志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
表会议。
1959年，陆定一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0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工
人党代表会议。
1962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

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
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关押近13年之久。

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
同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
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
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陆定一同志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
他的英文水平较高，青年时代翻译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延安时期，曾参与毛泽东同志和美国
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工作。
他注重调查研究。
1991年他85岁高龄时，还主持编辑了他从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亲自撰写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简
练的文笔颂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著有《金色的鱼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老山界》等等。

陆定一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具有高度的党性，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
。
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
他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
他作为早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期望。

1996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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