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铸

一、人物简介

陶铸(1908—1969)又名际华，号剑寒。曾用名陶磊。湖

南省祁阳县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

之一，作家。1926 年 4 月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 年后任中共福

建省委秘书长。1930 年冬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1931 年 12

月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

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1933 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英

勇的斗争。1937 年经党营救出狱，派到湖北省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8

年参与创建鄂中游击区，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代理政治委员。1940 年到

延安，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治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

传部部长，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辽宁、辽

吉、辽北等省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

任，参加了东北解放区的创建工作和辽沈战役。在平津战役中，受党中央委托，

化妆进入北平同傅作义将军谈判，后担负改编起义部队以及组织和领导南下工作

团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省委

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

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

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兼任书记处常务书记。第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69 年 11 月 30 日在安徽合肥含冤逝世。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恢复名誉。著有：《松树的风格》、《理想、情操、精神

生活》、《连队政治工作建设的方向》等。

二、人物侧记

1、《松树的风格》节选（写于 1959 年）



我对松树怀有敬佩之心不自今日始。自古以来，多少人就歌颂过它，赞美过

它，把它作为崇高的品质的象征。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不管是在

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也不管是你有意种植的，还是

随意丢落的，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里跌落的，总之，只要有一粒

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

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

旱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松树要求于

人的可谓少矣！这是我每看到松树油然而生敬意的原因之一。

我对松树怀有敬意的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它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你看，松树

是用途极广的木材，并且是很好的造纸原料：松树的叶子可以提制挥发油；松树

的脂液可制松香、松节油，是很重要的工业原料；松树的根和枝又是很好的燃料。

更不用说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叫人们在如盖的绿荫下休

憩；在黑夜，它可以劈成碎片做成火把，照亮人们前进的路。总之一句话，为了

人类，它的确是做到了“粉身碎骨”的地步了。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

鲁迅先生说的“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也正是松树风格的写

照。

自然，松树的风格中还包含着乐观主义的精神。你看它无论在严寒霜雪中和

盛夏烈日中，总是精神奕奕，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畏惧。

我常想：杨柳婀娜多姿，可谓妩媚极了，桃李绚烂多彩，可谓鲜艳极了，但

它们只是给人一种外表好看的印象，不能给人以力量。松树却不同，它可能不如

杨柳与桃李那么好看，但它却给人以启发，以深思和勇气，尤其是想到它那种崇

高的风格的时候，不由人不油然而生敬意。

我每次看到松树，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

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

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每一

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

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每一个具有

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具有松树那样的崇高品质，人们需要我们做什么，我



们就去做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而

且毫无怨言，永远浑身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

具有这种共产主义风格的人是很多的。在革命艰苦的年代里，在白色恐怖的

日子里，多少人不管环境的恶劣和情况的险恶，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忍受了多

少的艰难困苦，做了多少有意义的工作啊！他们贡献出所有的精力，甚至最宝贵

的生命。就是在他们临牺牲的一刹那间，他们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人民和祖国甚

至全世界的将来。然而，他们要求于人的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不由得使我

们想起松树的崇高的风格！

目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多少人不顾个人的得失，

不顾个人的辛劳，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加速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而不知疲倦地

苦干着。在他们的意念中，一切都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迅速改

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了使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这又不由得使我们想

起松树的崇高的风格。具有这种风格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

革命和建设也就会越快。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松树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

品质；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

2、陶铸罢宴

1960 年 9 月，陶铸等到广东省化州县的龙首乡，看望在抗旱救灾中有功的

农民群众和乡村干部，那时，“大跃进”的灾难已充分暴露，而且到了连穿衣吃

饭都成问题的地步。为此，广东省委提出“共赴国难，准备吃苦”的口号，并规

定不准大吃大喝，不准用公款请客，半年内不准吃猪肉。可是，我们的汽车刚刚

看到龙首乡的村庄，就发现村口站着密密麻麻的人群。陶铸同志刚一下车，人群

里便爆发出一阵“欢迎陶书记前来视察”的呼喊，陶铸同志的脸色一下子变成铁

青，很不高兴，但在群众面前，他强忍怒火，说：“我们绕过去，从别处进村。”

在前来欢迎的县社干部指引下，我们进到乡公所。没想到，乡公所的办公桌上，

堆满了香蕉、橘橙、菠萝、糖果……看到这些，陶铸同志扭头就走，根本不肯进

屋。陶铸对县社干部大发雷霆，说：“同志们，现在是国难当头，省委号召共赴

国难，准备吃苦。你们这样搞，劳民伤财，不符合省委精神。像你们这样搞，会

亡党亡国的。……我知道，这不是群众搞的，是你们县社干部搞的。你们搞成这



个样子，叫我怎么立足？你们要向群众检讨，并且要订出改正措施。不得到群众

满意，不能离开龙首”。陶铸拂袖而去。

三、名人名言

1、我们应该赞美岩石的坚定。我们应该学习岩石的坚定。我们应该对革命

有着坚强的信念。

2、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3、如果允许拜师的话，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四、相关研究成果

1、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2、郑笑枫，舒玲著《陶铸传》，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年版。

3、权延赤著《陶铸和他的亲人：女儿眼中的父亲》，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

4、徐子芳著《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5、《陶铸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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