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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 

 

 

  成书于 1951 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中国共产党 30

年的历史，是我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是怎样写成的呢？叶永烈

在《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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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报告 

 

  1951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不仅“三十而立”值得庆贺，而且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政权，更值得庆贺。 

 

  1951 年 7 月 1 日尚未到来，各地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致敬信、致敬电便潮

水般涌来。那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五百八十万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51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大会，庆祝中国共

产党诞生三十周年，毛泽东等出席大会，由刘少奇作报告。 

 

  请谁为刘少奇起草报告呢？自然，最合适的人选是胡乔木。那时，胡乔木已经

离开了谐趣园，住在北京六所休养。 

 

  由于对于中共党史非常熟悉，花了一个星期，胡乔木就交卷了，为刘少奇起草

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报告。 

艰难内情 
 
  当人们佩服胡乔木的“快笔头”的时候，夫人谷羽谈及胡乔木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的艰难内情： 
 
  记得 1951 年 5、6 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

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 6 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

了。而那年 6 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

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

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

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

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

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 
 
  不料，毛泽东阅后，却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发表。 
 



  胡乔木知道了这一消息，以为不便遵命：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交代？毛泽东说少奇

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另找人起草报告。 
 
  如此这般，胡乔木只得从命。 
 
  主席指示 
 
  《人民日报》迅速排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于 6 月 22 日见报。在 6 月 21 日，

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示有关文章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在他的信上作了批语： 
 
  主席： 
 
  “三十年”(引者注：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

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

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批：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法”意义不明

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

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

行的。”(毛批：这样好。) 
 
  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

两说不知孰是？(毛批：是十二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 21 日 
 
  在接到毛泽东的批复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胡乔木，发表于 1951 年 6 月 22
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

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 
 声名鹊起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总结中共建党三十年历程的第一本简明党史，产生了很大

影响，成为各地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其影响超过了刘少奇在纪念中共建

党三十年大会上的报告。 
 



  胡乔木向来在幕后工作，即使是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曾公开亮相，那也只是“新闻

首脑”的形象。这一回，则是作为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亮相，开始为人们所知道。 
 
  虽说胡乔木一生写过众多的社论、评论、决议、文件，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其

中少有的署名胡乔木发表的著作。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们的印象中，

差不多成了胡乔木的代表作—— 一提及胡乔木，人们会马上说，哦，他写过《中国共产党

的三十年》! 
 
  此处顺便提一笔，关于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批语称“是十二人”，从此中共党史

专家们便沿用此说。直至最近几年，才终于承认包惠僧亦是中共“一大”代表，承认中共“一
大”代表是十三人。 （摘自《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广西

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