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研究从过去长时期实行的不断地进行批判、斗争的做法转变到给予鼓

励、表扬和支持的一种体现。转变社科领域工作方针和指导思想，这个方

针必须长期坚持，不能动摇。这些话讲得多好，振聋发聩，对全省社科工

作者是有力地鼓舞和激励。

在此期间，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负责人蒋广学同志发表了一

篇论述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文章，提出毛泽东在农业和农村问

题上有某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了一件事，

但在当时却引起了胡乔木的不满和省里许家屯的激烈回应。许家屯在召开

讨论此事的会议上，对汪海粟说：粟公，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重大的

原则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地查处。汪在会上不动声色，不表态，不发言，

只是在会后布置理论处同志去南大协助调查了解情况。不久，在理论界春

节联欢会上汪讲了很温和的话：蒋广学同志，你有这样的看法在内部讨论

时讲讲没有关系，拿到刊物上发表就不好了。当时这些话对蒋本人以及如

同“惊弓之鸟”的理论界同志起到了很好的宽慰作用。

汪海粟同志生前大家就亲切地叫他“汪老”，去世以后他的一些弟子

出了一本纪念文集《汪公海粟》。汪海粟同志一生的嘉言懿行、道德文章

在表明，他对“老”和“公”的称谓都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