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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9 

             沈钧儒、韬奋等“七君子”获释，步出看守所一刻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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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丧仪是由救国会主办的。胡愈之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葬礼在万国公墓礼堂举行，蔡元培
主祭，沈钧儒报告鲁迅生平事略，胡愈之读哀词。追悼会后，群众举行了争取国内民主和抵抗日本侵略的

爱国示威游行。 

  1938年 6月胡愈之主持的复社出版了 20卷本的《鲁迅全集》。这是他在上海沦陷时期，为保存祖国文化

瑰宝所作的又一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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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 年底，胡愈之获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随即组织在上海进步文化工作者王厂青、林淡秋、

胡仲持等人加以翻译，并集资出书，为了使此书能顺利出版，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并创办复社，负责

出版此书。从 1937年 12月组织翻译，到 1938年 1月出书，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西行漫记》的出版，

对打破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消息封锁，驳斥反动宣传机构的造谣诬蔑，使国内外广大群众正确地了解和认

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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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周刊》，每期周刊，都有以“沙平”为笔名的胡愈之所写的国际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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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 年 6 月，应南洋爱国华侨陈嘉庚的邀请，胡愈之奉中国共产党指派赴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编辑

主任，并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9

1946年夏，胡愈之与友人陈岳书在住地合影                        胡愈之在新加坡新南洋出版社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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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愈之在南洋时期和夫人沈兹九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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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爱国华侨领袖、《南洋商报》创办人、胡愈之的挚友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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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创刊号和胡愈之为《光明日报》撰写的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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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愈之夫妻在北平大雅宝胡同住地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