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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谈话

原意是赞扬鲁迅的

鲁迅之 子 周 海 婴在 《鲁 迅 与 我 七十

年》 最后一篇中， 讲述了一个 所谓 毛 泽

东与罗稷南在上海 “秘密对话” 的传闻，

称罗稷南曾当面问毛泽东 “假如鲁 迅 今

天还活着会怎样”， 毛泽东回答说： “要

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 要么他 识 大体

不做声。” 书中这段叙述， 一段时间曾在

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 在社会 上 引 起

争议。

然而， 经 仔 细 查 核资 料， 发 现 该 传

闻内容多处不合史实和情理。 如罗 稷 南

是云南顺宁人， 去世于1971年， 而非书

中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 罗稷南不可能

以毛泽东的 “同乡” 和 “湖 南 老 友” 身

份 与 他 “ 秘 密 对 话 ” 。 事 实 上 ， 早 在

1957年3月10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

传工作会议召集的新闻出版界部分代 表

座谈会上， 毛泽东就曾直率地 谈 起 “鲁

迅活着会怎样” 这个话题。

针对参 加 座 谈 的人 中 有 人 提 到 “现

在的报纸上的东西太硬”， 还有人反映最

近上海讨论办报问题时提到的一些意见，

认为 “思想性多了， 报纸就不活泼”， 应

该 “软些， 软些， 再软些”。 毛泽东直接

引用鲁迅的写作来作了回答： “你 们 赞

成 不 赞 成 鲁 迅 ？ 鲁 迅 的 文 章 就 不 太 软 ，

但也不太硬， 不难看。 有人说杂文难写，

难就难在这里。 有人问， 鲁 迅 现 在 活着

会怎么样？ 我看鲁迅活着， 他 敢 写也 不

敢写。 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 他 也 会 不

写的， 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 俗 话 说 得

好： ‘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

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彻 底 的

唯物论者。 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 者， 彻 底

的唯物论者， 是无所畏惧的， 所 以他 会

写。 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 造敢 写

的 环 境 ， 他 们 怕 挨 整 ； 还 有 一 种 情 况 ，

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 是 彻 底 的

唯物论者就敢写。 鲁迅的时代， 挨 整 就

是坐班房和杀头， 但是鲁迅也 不 怕。 现

在的杂文怎样写， 还没有经 验， 我 看把

鲁迅搬出来， 大家向他学习， 好好 研 究

一下。”

结 合 毛 泽 东 当 时 大 力 推 动 “双 百 ”

方针贯彻实施的背景和目的， 可以看出，

所谓 “毛罗秘密对话” 的内 容， 可 能 就

是毛泽东在3月北京会议期间谈论鲁迅的

话在多人辗转流传中走了样， 以 讹 传 讹

所致。

（维之 摘 自 《党 的 文 献 》 2018年 第5
期， 陈晋文）

通道会议与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的

确立

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 是中共中

央在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遭遇重大 损

失后， 召开的一次解决中央红军生 死 存

亡问题的重要会议。

尽管这次会 议 决定 的 改 向 贵 州方 向

进 军 还 只 是 战 术 转 兵 而 不 是 战 略 转 兵 ，

但通道会议为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改 变

中央红军战略方针， 决定由贵州 腹 地 向

黔北进军创造了条件。 更为重要 的， 这

是毛泽东自1927年八七会议以来第一次

出席中央会议并且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这就为他重新复出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

中央领导核心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毛泽东 是 中 共 的创 始 人 之 一， 而且

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主要开创者，

但在通道会议之前， 他在党内担 任的 职

务并不显著， 并未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层。

长征之初， 由于毛泽东在红军中没 有 领

导职务， 所以在军事上没有发 言 权， 基

本处于跟着走的状态。 通道会议 是毛 泽

东自八七会议以来首次出席的中央会议，

也可以说是自宁都会议以来他第一次得

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 尤

其是得到了周恩来的明确支持， 这 对 于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十

分 重 要 。 通 道 会 议 否 定 了 李 德 的 意 见 ，

作出西进贵州的决定， 动摇了李德 的 权

威， 从而也动摇了博古在中共中 央 的 地

位， 这也为遵义会议上中央高层人 事 变

动创造了条件。

（燃 犀 摘 自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学 报 》

2018年第1期， 罗平汉文）

习仲勋：既要勇于“向上攀登”，又

要勤于“向下深入”

习仲勋 认 为 吃 苦是 一 种 资 本， 受罪

是一种磨炼， 青年人应该吃苦在 前， 享

受在后。

习仲勋在会 见 出席 全 国 学 校 思想 政

治教育工作会议部分代表时讲道： “现

在的学生， 与五十年代的、 六 十 年 代 的

博 览 之 窗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