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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7 

 
   生活书店旧址。生活书店当时成为一个传播革命文化的阵地，成为团结革命知识分子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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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邀请胡愈之、邹韬奋一起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临时中央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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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愈之回国后将他在莫斯科访问七天的见闻和感受写成了《莫斯科印象记》一书。从 1931年 8月至 1932

年 10月，一共再版五次，此书宣传了十月革命后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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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与“苏联之友社”的朋友、同志钱俊瑞、金仲华等人创办《世界知识》杂志。1934年 9月 16日，

在其撰写的创刊辞中，提出了“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和中国走向光明需要勇气等有远见的观点。 

 
1933年 7月，邹韬奋（左二）被迫出国躲避，邹韬奋出国的從事事，生活书店的主要业务由胡愈之负责。

《生活》周刊上以往由邹韬奋主笔的针砭时弊的“小言论”也由胡愈之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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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9月，胡愈之在风雨如罄的白色恐怖下，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归中央特科领导。

邹韬奋出国后，由胡愈之主持生活书店，创办了《文学》、《译文》、《太白》、《世界知识》、《妇女生活》、

《生活教育》、《光明》等一系列进步文化期刊，规划出版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和新兴社会科学图书，还邀

请知名爱国人士鲁迅主编《新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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