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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文化人子女回忆父辈的丛书，定名为“父辈丛书”，当年8月出
版社便约我们撰写其中的一册，即《我的父亲茅盾》。
我们觉得出版社的这个创意很有特色。
    几年前，我们曾写过一本《父亲的晚年》，但书中记述的仅仅是父亲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
环境中的经历，远不足以反映父亲八十余年风风雨雨的人生历程。
所以写一本回忆父亲一生经历的书一直是我们的心愿，也想弥补一下《晚年》一书的缺憾。
于是我们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但在提笔撰写时，不免有些惶恐，因为在父亲逝世后的这二十余年间，茅盾传记、茅盾评传等等著
作已出版了十多种，它们都有各自的特色。
这些传记的作者都是茅盾研究的专家和学者。
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以子女的独特视角来写。
    我们决定从四个方面来回忆和介绍父亲的一生。
即政治生涯、艺术追求、亲情友情和人格情操，每一部分又分若干独立的情节和故事。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读者所看到的茅盾，不仅是位作家，还是个孝顺的儿子、体贴的丈夫、可靠
的朋友、可亲可敬的父亲和祖父。
但我们这支拙笔仍未能较全面地反映这位为我国的进步文化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老战士的精神风貌
，这是我们感到愧疚和遗憾的。
    在书稿初步完成之后，我们有幸得到编辑出版界的老前辈王仰晨同志的热心帮助，对书稿进行了认
真细致的审订和润色，使书稿增色不少。
在此，我们向仰晨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这本小书已奉献在读者面前，它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等待读者的评判和认可了。
    此次再版，又将书稿重新审阅，做了几处改正。
    韦韬  陈小曼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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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茅盾的儿子韦韬和陈小曼编著的《我的父亲茅盾》从四个方面来回忆和介绍父亲的一生，即政治生涯
、艺术追求、亲情友情和人格情操，每一部分又分若干独立的情节和故事。
通过这本书，读者所看到的茅盾，不仅是位作家，还是个孝顺的儿子、体贴的丈夫、可靠的朋友、可
亲可敬的父亲和祖父。

 《我的父亲茅盾》使读者更深刻全面的了解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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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大革命的风云变幻    11926年的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武汉三镇成为
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那时，父亲已内定_出任浙江省政府的秘书长，只等北伐军光复浙江后即去杭州上任。
可是北伐军的进攻受挫，孙传芳又把响应北伐军的原浙江省省长夏超赶出了杭州，父亲_的工作也变
得不可测了。
于是党中央改变计划，决定派他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原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
1926年底，父亲和母亲离开了上海，这次是母亲主动要求同行的，她从家乡来沪后，还未离开过上海
，为了这次远行能如愿，她没有把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告诉父亲。
    1927年初的武汉与上海的气氛大不一样，国民政府刚刚在外交上打了个大胜仗，收回了汉口的英租
界，一洗“五卅”运动时上海英租界的巡捕滥杀我爱国同胞的耻辱，也洗刷了几十年来清朝政府和北
洋政府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丧权辱国的种种奇耻大辱，大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像火山喷发的岩浆般奔泻于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除了穿军装的男女军人，
随处能见到摇着小红旗，喊着口号的各个行业的工人自卫队、学生宣传队、妇女工作队等忙碌的身影
。
父亲和母亲一踏上汉口的码头，就立即融入了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
    在武汉的头三个月，父亲的主要工作是在军校讲课，课目有：什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国民革
命军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等。
那时学校刚创办，缺椅少桌，也没有大课堂，上课时教官就站在操场中央的桌子上讲，学生则围在四
周听。
因为没有扩音器，教官必须直着嗓子吼，所以一堂课下来十分吃力。
但因为只是单纯的讲课，晚上便有空闲的时间去找老朋友聊天。
那时聚集到武汉的父亲的熟人真不少，像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李汉俊、恽代英、李达、邓演达
、周佛海、陈公博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同事也有不少在这里。
但他们多半比父亲忙，有的简直忙得焦头烂额，通常不易见到。
    那时武汉正传布着农民运动过火的流言，说农民协会不分青红皂白，把北伐军军官的家都抄了，还
让军官的父母和亲属戴上高帽子游街等等。
母亲分配在农政部工作，她也听到过这些传闻。
父亲还听说党中央内部对这种现象有不同的看法。
父亲在见到瞿秋白和陈独秀时询问了此事。
陈独秀对此很恼火，认为无产阶级需要发动广大的农民同盟军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工农
联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决定因素，但是农民运动的发动要慢慢来。
目前湖南、湖北农民协会动辄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街，这是侮辱人格的幼稚行为。
尤其是把许多革命军人在农村的家给抄了，还枪毙了他们的家属等等。
这种做法，是在给革命帮倒忙，弄得农村人心惶惶，势必将直接影响到北伐军的士气，甚至危害国共
合作的基础，使目前大好的革命形势倒退！
他主张坚决制止农村中的这种过火行为。
    瞿秋白的观点则与陈独秀不同。
他递给父亲一篇毛泽东的文章，说：“你看看润之同志的这篇文章，我是赞成他的观点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要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光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发动最广大的
贫苦农民自己起来革命。
现在南方各省农民协会正在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谁都知道，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难免泥沙俱下，有些幼稚过火的行为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问
题在于我们怎样评价它，是看主流呢，还是只注意泥沙。
我赞赏润之同志的评价：农民运动好得很，不是糟得很。
”父亲同意瞿秋白的意见，而且明白了在农民运动过火这个问题上，中央内部的分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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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进入4月份，这个问题的争端暂时被压了下去，因为蒋介石叛变了。
1    4月初，中央决定调父亲去编《汉口民国日报》。
这报纸在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报纸，也可以说是共产党掌握的第
一张大型报纸。
报社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民，父亲是总主笔，编辑人员除了一位国民党左派，其余都是共产
党员。
报纸的编辑方针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
它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成为武汉相互对峙的两大舆论阵地。
  父亲接编报纸才几天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突然袭击和屠杀共产党
人，血腥镇压上海的起义工人。
武汉震惊了，《汉口民国日报》开始整版整版地刊登声讨蒋介石的文章。
父亲撰写的讨蒋社论就有《革命者的仁慈》、《袁世凯与蒋介石》、《蒋逆败象毕露了》等五六篇。
然而，群众讨蒋的热情虽高，军队讨蒋的行动却拖延不决，原因是武汉国民政府掌握的军队，除了叶
挺的独立师，其他都隶属于国民党，这些军队的将领并不热心去讨伐他们的“校长”蒋介石。
结果东征讨蒋的计划终于流产而改为继续北伐。
其时汪精卫从国外回到武汉，宣布与共产党继续合作，国民党中央也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了他
的总司令的职务。
当时汪精卫的这种“革命”姿态迷惑了不少共产党人，其中就有陈独秀。
    4月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
大会分析了蒋介石叛变后的政治形势，指出原来的工农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已经破裂，今后与国民
党左派的联合是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因而要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合小商人、小地主
，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新旧军阀。
关于农民问题，大会指出“国民革命应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提出要加深农村革命进程，进行土地
革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解除土豪劣绅的武装，建立乡村自治政府，组织农民自卫军；同时又提出
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
“五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是正确的，但并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汪精卫采取了两面派手法，以保障
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借口，阻碍了决议的实行。
陈独秀则为了保持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联盟，对汪精卫限制农民运动的措施及暂缓东进，先行北伐等
重大决策，都采取支持或默认的态度。
当然，这里也有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在内。
    大约在5月间，有一天陈独秀约见父亲时对他说：“《汉口民国日报》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
现在外面都在造共产党的谣，说什么‘共产共妻’，所以你在报上还是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
的消息和文章。
”父亲说：“《汉口民国日报》没有记者，所有的消息都是工会、农协和省政府供给的，这些消息我
都看过，说的都是实际情形，无非是揭露土豪劣绅，没有‘共产共妻’的消息呀！
”陈独秀说：“那是他们造谣，但是现在这种消息登多了，国民党里有人就害怕，说革命革到自己头
上了。
”又说：“我们有的同志乱讲话，说孙夫人、廖夫人也有封建思想，一直守寡不嫁人。
”父亲问他这些消息是听谁说的，他说是国民党上层分子。
父亲劝他不要听信这些谣言，他不置可否，最后又提醒父亲少登工农运动的消息。
父亲这才清楚，虽然开过了“五大”，陈独秀并没有改变他对农民运动的看法。
    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大大鼓舞了各地的地主、土豪和劣绅，他们在农村由蠢蠢而动到大肆反扑：袭
击农民协会，暗杀农运领袖，摧毁刚建立的农村自治政权。
同时，他们又与蒋介石分子勾结，潜入武汉等城市，散布诬陷农民运动的各种谣言。
到5月初，“工农运动过火”的议论又甚嚣尘上，闹得满城风雨。
    5月间，父亲的办公桌上开始堆满各地农协寄来的关于农村反动势力的骚动和农协反击的消息和报道
，其中土豪劣绅勾结地方军警对农民的血腥屠杀更是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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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将这些消息冠以一个总标题《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予以据实报道，并且写了社论《巩固后方》
。
社论说：“在武汉方面，不但要严厉镇压蒋逆潜派来汉捣乱的逆党，并须严密检举潜伏的反动分子。
在湘鄂赣境内各县，应以敏捷的手腕铲除乡村的封建余孽、土豪劣绅，及团防等类的反动武装势力，
只有把乡村封建势力根本铲除了以后，我们方能说后方的巩固确得了保障。
”（《茅盾全集》15卷356页）    然而革命的行动总是比反革命的行动慢半步。
刚刚提出要“巩固后方”，5月13日夏斗寅的叛变就发生了，并在17日占领了武汉的南门汀泗桥。
这次叛变虽然被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I临时编成的独立师在三天内就击溃了，
但驻守汉口和汉阳的国民党何键部和李品仙部却按兵不动，这显示了一种不祥的预兆。
果然夏斗寅刚被击溃，长沙就发生了“马日事变”，驻守长沙的许克祥独立团在21日夜里突然袭击了
省党部、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等革命机关，夺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捣毁和查封了这些机关，并对
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成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屠杀。
随后，他们封锁了长沙对外的一切消息，同时声称这只是与工人纠察队发生了一场误会与冲突，他们
仍旧拥护武汉政府，只是反对共产党的过火行为。
然而纸毕竟包不住火，到了6月中旬，长沙事件的真相逐渐透露出来，特别是湖南各团体请愿团的到
达武汉，终于使真相大白。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不登这些消息，《汉口民国日报》则不顾阻挠，连续五天登载了湖南请愿团的
长篇报告，父亲并为此连续撰写了四篇社论声援请愿团的斗争。
在一篇题为《扑灭本省各属的白色恐怖》的社论中说：    连日本省各属雪片也似的告急，都是声诉各
县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摧毁党部、民众团体，残杀农民的哀史。
这些反动大联合的残酷，真是有史以来所仅见；他们杀人如芟草，又挖眼拔舌刳肠割首，活埋火焚、
，甚至以绳穿女同志乳房，驱之游街。
⋯⋯我们总还记得不久以前，因为本省各属一二县内稍稍惩办了几个土豪劣绅，反动派遂张皇其词，
造谣煽惑，竟说是“赤色恐怖不得了”，而以耳代目者亦从而摇头日：“糟，糟！
”但是“赤色恐怖”尚未经事实上的证明，白色恐怖却已成为不可掩之事实了！
⋯⋯我们须知湖北各属土豪劣绅土匪的大联合的蠢动不是偶发的事件，也不是“农民运动过火”所起
的反响，，⋯⋯而确是反动派摇撼武汉的大阴谋中的一部。
⋯⋯扑灭各属的白色恐怖，便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刻不容缓的工作！
（《茅盾全集》15卷396、397页）    不幸，父亲预言的“大阴谋”不久便成为事实，7月15日宁汉合流
，汪精卫宣布“分共”，公开叛变了革命，向共产党举起了又一把屠刀。
由于当时的共产党没有掌握枪杆子，扑灭白色恐怖也就成了个幻想。
    6月底，父亲把母亲送上了回上海的轮船，因为母亲怀孕已七个月，留在武汉太危险了。
父亲自己则在7月8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向汪精卫递了辞呈，当天就与毛
泽民一起转人了“地下”。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父亲在晚年曾谈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他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陈独秀在当时并不一般地反对农民运动，他只是害怕农民运动的高涨会吓退国民党，导致国共合作破
裂，国民革命夭折。
他不相信共产党能单独挑起国民革命的重担，他对共产党掌握枪杆子也持消极的态度，认为条件还不
成熟，怕那样做会激化与国民党的矛盾。
而那时在共产党内也确实存在“左倾幼稚病”，这些幼稚过火的行为虽在整个大局中只是局部问题，
但对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显然是不利的。
由于陈独秀在党内的威望，国民党左派又信任他，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支持他，这就使得他的右倾路线
得以推行，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7月下旬，父亲奉中央之命从武汉赶到九江，准备去南昌参加“八一”起义。
但因交通阻断而滞留在庐山，最后不得不于8月中旬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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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亲已列人南京政府通缉的第一批共产党员的名单，只得隐匿在家中，杜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交往
，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就在这时候，为了养家糊口，父亲重新拿起笔，开始了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幻灭》、《动摇
》、《追求》三个连续的中篇，即《蚀》三部曲，从此父亲中断了他的政治活动家生涯而彻底成为一
个文学家。
    P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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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茅盾的儿子韦韬和陈小曼在《我的父亲茅盾》中，讲述了他在父亲生前与父亲多次深谈中，茅盾所谈
到的关于政治、关于文化、关于历史、关于人物等等的话题。
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加透彻地了解茅盾的内心世界，了解他在生活中作为孝顺儿子、体贴丈夫、可靠朋
友、可亲可敬的父亲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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