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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湜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奉献的一生。

他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二是为人

民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三是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

一、促进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柳湜参加革命之后最先从事的就是党的新闻出版工作。1934年

党组织安排他到李维汉领导下的《申报》工作，任“读书指导部”

主任，并主持《社会科学》栏的编辑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

生涯。不久，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了《申报》。他和李公朴、艾思

奇、夏征农一起，另办《读书生活》半月刊。

1934至1940年，柳湜先后在上海、香港、汉口、重庆等地度过

了7年编辑岁月，撰写了《怎样自学社会科学》，《街头讲话》，

《社会相》、《如何生活》、《救亡的基本知讽》，《困难与文

化》等小册子及其它文章共100多万字，得到进步青年的喜爱，也

得到文化界的高度赞扬。例如，他撰写的《怎样自学社会科学》，

李公朴把它收入自己主编的“自学丛书”，他撰写的《街头讲

话》，得到邹韬奋的高度评价。柳湜的《街头讲话》与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一并在毛泽东所列书目中。柳湜从事编辑工作的同

时，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沈钧儒、李公朴、史

良、杜重远等进步人士保持经常联系，并协助他们开展工作。上海

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柳湜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了该会的上层领导

工作和芦沟桥事变以前的各种活动。在重庆，任生活书店总编辑

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作为救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任救国会中央

执行委员兼文化部负责人，和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一

起，为实现党的“坚持扰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

方针而斗争，在进步的文化界享有相当声誉，在广大进步青年中亦

有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他出版过大量文章，用通俗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鼓吹抗日救亡运动。他的文章都是以较小的篇幅介绍一些社

会小人物的故事，从中揭示社会问题，对广大民众和青年进行思想

启蒙教育。他为很多报刊和杂志写过文章，还撰写过有关科学知识

的小短文以及政治和时事的小册子，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

斗争。柳湜在我国文化界极有声誉，对共产党结识上层民主人士和

文化工作者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在《读书生活》担任主编期间，柳

湜撰写了《如何生活》、《社会相》等栏目。他的文章打破了当时

社会类文章的只注重发表新词汇的通病。他真正将文章内容写得丰

富，言之有物，在普及社会科学方面做出了贡献。

二、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柳湜在1941年到延安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冀中行

署教育厅厅长等职。为了整顿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柳湜在他主持制

定的《1942年教育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该年度边区教育的中心

工作是：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提高各级教育的质量，继续推行新

文字，消灭文盲。其目的是要巩固边区教育的基础，把教育工作引

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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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整顿边区教育的过程中，大体上建立和健全了比较正规

的教育制度和各项工作制度，对教育经费筹支办法也做出了规定，

确定了各类学校的学制和课程。通过这次整顿，明显地提高了各级

教育的质量。首先，是教员的质量提高了。其次，学习质量有所提

高。再次，是学校的设备也比较齐全了。这次陕甘宁边区整顿教育

的工作是在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柳湜作为教育

厅厅长，他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一起，战斗在整顿工作的第一线，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长期以来，柳湜在推动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做了很多

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柳湜成为教育部高等师范司司长和主管师

范工作的副部长。在任职期间，他夙兴夜寐,致力于改变新中国教

育的落后现状。他多次深入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并亲自指导、检

查和督促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

先见之明和真知灼见的教育方法和思想。这些思想对研究新中国早

期教育发展和教育理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柳湜曾经这样表达他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师范教育就好比工

业中的重工业，机器中的工作母机，它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是全部

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他曾把教育事业的发展比作工业的发展，

而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工作则是钢铁工业。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的

基础，为其它工业提供加工原料；只有钢铁工业发展起来，才能源

源不断的为其他工业提供原料，推动工业的整体发展。同样教育也

是如此，只有师范教育发展起来，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国家

有了充足的教师队伍，就会推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基础教育的大发

展会反过来促进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更进一步会推动文化事业、

国防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等等事业的发展。

另外，针对学校组织机构混乱，权责不明的问题，柳湜也提出

了相应的解决方法。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各级院校建设缺乏经

验，各级领导干部思维还停留在革命年代，没有及时转换到社会主

义建设上来。导致学校建设分工不明，领导作风粗暴，只重视革

命理论，不重视科学技术等一系列情况。柳湜通过实地调研发现，

各级教育工作者工作热情很高，但是工作方法不正确，导致“工作

热情高，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此外，旧社会的封建思想在教育

方面的残余仍然存在。柳湜认为，造成这一混乱状况的原因在于学

校组织机构分工不明确，不合理，人员编制庞大。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他提出，学校要有适应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机构要作相

应调整，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也要作相应改变。管理工作一定规范

化、制度化，各级领导要实现层层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

在教学方法方面，柳湜尖锐地批评了教师只要求学生“死记硬

背”的记笔记，忽视了学习的客观规律，使得学生只知道书本知识

而不会实践运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柳湜提出，要注意了解学

生，了解学生学习效果，反对死背、死记，注意正确组织教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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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确运用各种教学形式，巩固学生知识，发挥学生的独立工作能

力。柳湜关于教育方面思想和实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脱离中

国实际的、落后的教育制度。为我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制度

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柳湜在湖南早期共产党员、他的本

家兄弟柳直荀等人的影响下，靠拢了共产党组织，在党创办的湖南

自修大学外文补习班担任了英语教师。他1924年赴北京半工半读。

1927年返回湖南时适遇“马日”事变和“七一五”政变，面对大批

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惨遭国民党新军阀逮捕和杀害的白色恐怖，柳

湜由一个热情积极的爱国青年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于

1928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柳湜入党后，被派到中共安徽省委秘书处工作。1928年8月，

安徽省委机关因叛徒出卖被敌人破坏，柳湜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被

同狱的共产党员选为狱中党支部书记，领导狱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

机智的斗争，并且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把敌人的牢房变

成了革命者的学校，而他自己也利用这段岁月学习了马克思和列宁

的主要著作。1933年4月柳湜出狱，遂赴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

家联盟的工作。不久，他与李公朴、艾思奇等主编《读书生活》月

刊。在此基础上又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

这期间，柳湜和上海文化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了上海文化

界救国会发起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柳湜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

负责该会文化部的工作，在武汉主编《全民周刊》。1938年7月，

他又和邹韬奋一起主编《全民抗战》。这个刊物在武汉失陷前夕迁

往重庆继续出版，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国的宣传

鼓动工作。1940年11月，柳湜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意见，摆脱国民党

特务的监视离开重庆。年底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毛

泽东在谈话中曾指示柳湜要到实际中去锻炼。但是后来考虑到统战

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柳湜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而是以

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和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名义做“民主人士”。

1941年7月中央研究院在延安成立后，过去和他在一起主编

《读书生活》杂志的艾思奇担任了该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他也

被聘为这个室的特约研究员。在这里，柳湜和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多

位同志一起，除将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通读一遍外，还参加了对抗

战以来敌、我方面文化思想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但

是，正当他以旺盛的精力为党工作的时候，1958年却被加上“莫须

有”的罪名错划为“右派”。1979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

复名誉。悼词说，柳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忠于党、

忠于人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心培养

干部，十分关心青少年的进步和成长。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坚

持真理，敢于斗争，实事求是，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平易近人。

四十多年来，柳湜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

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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