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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20世纪80年代，国内陆续出版了多种瞿秋白的传记和传记性著述，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
。
但近二十年来，中共党史和瞿秋白研究有很大进展，涌现出不少新的成果；特别是一批共产国际与中
国革命关系的档案资料逐渐公开，对于中共党史研究颇为重要，其中有些与瞿秋白直接相关。
因而，有必要写一本新的《瞿秋白传》。
　　2003年底，报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在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会长、中共江苏省委原书记沈达人主
持下，组织南京、常州、扬州、上海、北京等地的一些同志，聘请丁景唐、陈铁健、王观泉为学术顾
问，成立了《瞿秋白传》编写组，开始搜集和整理资料，拟定写作提纲。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编写组成员分头着手撰写初稿。
　　起初，刘福勤任主编。
2005年冬，刘福勤患严重眼疾，改由王铁仙担任主编，协调初稿的撰写。
初稿中，丁言模撰写的章节较多，还对其他一些章节作了补充或改写。
后由王铁仙统改。
2009年底，统改稿形成。
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广泛征求和听取了国内专家的意见。
王铁仙、刘福勤又作了认真修改。
最后由王铁仙定稿。
　　本书力求实事求是地表达瞿秋自在探索真理和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所作的重大贡献，同时也不回
避他的一些偏颇和失误。
在写法上，主要按时间顺序叙述，但有的章节，集中评述他的政治理论工作或文学业绩，试图清晰地
呈现他这两个重要侧面。
本书努力做到既具有学术性和现实政治意义，又有可读性，以期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瞿秋白活动涉及面广，经历曲折起伏，感情丰富，富于诗人气质，相对于中共党史上其他的一些
领袖人物，瞿秋白有其特殊性。
贯穿瞿秋白一生的主要特点，是勇猛精进的人生态度，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永不言败的必胜信念，
和坦诚的品性、民主的作风与温雅的风度。
这些都在瞿秋白身上统一地表现了出来。
我们在撰写中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深感为瞿秋白作传不易，虽然作了主观上的努力，但一定还会有许多不足和我们尚未觉察的错误
，希望得到读者指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出版社、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苏省委
党史工作办公室等单位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谨在此深表感谢！
　　本书初稿的撰写者共十人（以姓氏笔画为序）：丁言模、王文强、王铁仙、叶楠、朱净之、朱钧
侃、刘小中、刘福勤、汪诚国、陈铁健。
常州瞿秋白同志纪念馆赵庚林、侯涤和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秘书处的同志也为本书的编写做了许多工
作。
　　本书的注释较多，占了一些篇幅。
但我们认为，这关系到叙述的准确性，传记的科学性，是必要的。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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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从2004年开始，历时七年编撰而成的最新的瞿秋白传记。
本传吸取了近二十年来学界瞿秋白研究的新成果，引用了大量解密不久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
革命档案资料，呈现出一个更为真实的瞿秋白。

勇猛精进，永不言败，是瞿秋白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波澜起伏，曲折悲壮，是瞿秋白令人瞩目的政
治生涯；真诚坦率，温文尔雅，是瞿秋白日常的精神风貌。
这是一个可敬的革命领袖人物，也是一个可亲的普通知识分子。
瞿秋白的一生，可歌可泣，色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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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瞿兰先祖迁移到常州后，其后代分支散布，生生不已，&ldquo;历三百年而不失为簪缨望
族&rdquo;，还曾成为&ldquo;明季巨富，号瞿半城&rdquo;。
同时，&ldquo;族之盛者，青衿必多，书香之所藉以绵延者也&rdquo;。
瞿秋白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中，就说自己的家族&ldquo;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rdquo;，自己
说&ldquo;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rdquo;。
　　瞿秋白的祖父瞿廷仪（又名酉同，字贞甫）、叔祖瞿廷韶（字赓甫），属常州城西老二房一支内
四房。
叔祖瞿赓甫从同治庚午（1870年）起，历任宜昌知府，湖北按察使、布政使，曾被赏头品顶戴，入都
陛见，召对三次。
他辅佐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新政，被委办织布、矿务、缫丝、炼铁各局厂，措置裕如，思想比较开明
，成为瞿氏家族中早期参与新政的显要人物。
张之洞撰写的《赓甫公行述》说他曾&ldquo;奏保&rdquo;瞿赓甫，因为他&ldquo;治行卓越，器识闳通
，有守有为，无偏无党，为司道中第一人员&rdquo;。
文中又称赞他&ldquo;七届乡场，凡考生出入疾病，及小有舛误，靡不委曲周全，成人之美。
士林感德，有口皆碑，知名之士，半出之门下。
&rdquo;他去世时，张之洞正&ldquo;在京办商约，闻讣后电挽一联云：&lsquo;人琴怀旧三千里，风浪
同舟十五年&rsquo;。
&rdquo;　　瞿赓甫是常州瞿氏族中最后一个大官僚，瞿秋白的祖父瞿贞甫及其后人都先后受到他的照
拂。
经瞿赓甫奏保，他的兄长瞿贞甫取得了&ldquo;国学生&rdquo;资格，又因贞甫是敬邦（字绶伯，贞甫
、赓甫的祖父，受清廷封爵为&ldquo;云骑尉&rdquo;）的长孙，所以又承袭&ldquo;云骑尉&rdquo;，并
获&ldquo;云南白盐井大夫、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rdquo;。
不过，这些只是虚衔，瞿贞甫长期只是在瞿赓甫的官署担任文案。
1882年瞿贞甫终于&ldquo;奉廷谕&rdquo;赴江西省垣等候实授知县，但在南昌等候中暴病身亡。
　　瞿贞甫的幼子即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字稚彬），瞿赓甫也为他捐了一个&ldquo;浙江候补盐大
使&rdquo;的虚衔。
瞿贞甫亡故后，瞿赓甫将贞甫全家接到武昌，供给生活所需。
寄住的还有其他的瞿氏亲戚。
他维持了瞿氏大家庭，&ldquo;生平禄入半耗于此&rdquo;。
1903年瞿赓甫在湖北布政使任上去世，从此家道逐渐衰落。
只有瞿贞甫的长子、瞿秋白的大伯父瞿世琥还做着知县（民国后为&ldquo;知事&rdquo;），直到1912
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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