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毅——“广州会议讲话”迎来科学发展的春天 

 

陈毅和广州的缘分很深。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年代，陈毅随南昌

起义部队南下战斗、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广东多地留下了浴血

奋战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历任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

外交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等要职。由于工作需要，他曾多次

莅粤指导工作。多次参与接待工作的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撰文

回忆，从 1956 年 10 月 13 日陪印尼总统苏加诺从武汉飞广州访问起

至 1966 年 2 月，陈毅元帅先后来广州工作、开会、陪外宾、休息共

17 次。1956 年底，陈毅写下诗作《从北京到广州》：“七日行抵广

州地，郁郁苍苍浩无边。灼灼红花排满径，游踪疑在三月三。”1957

年，陈毅写了两首七律《广东》，诗中有云：“最是人民革命好，黄

花岗连红花岗。” 

1954～1972 年，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长期分管或兼管

科学工作，对共产党的科学、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贯彻

执行，起了很切实的作用。陈毅对知识分子特别尊重，在儿子陈昊苏

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有个当文学家和诗人的梦想”，他对知识的追

求是如饥似渴的。正是身上的儒将气质，加上知识丰富、分析问题有

独到之处，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接近陈毅，他在科学、文化界的朋友不

仅量多，而且质高，不但是知友，而且是诤友。      

1962年 2月 16日至 3月 8日，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在广州羊城宾

馆举行。周总理和陈毅、聂荣臻副总理亲自主持并作重要报告。同时



在广州越秀宾馆举行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总理

出席并致词。小组讨论之后由陈毅根据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于 3月 6

日作长篇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广州会议讲话”。 

陈毅一上台就风趣地说：“昨天我在科学家会议上讲了话，强迫

一个不懂科学的人讲科学，今天又强迫我这个不懂唱戏的人来唱戏，

这是个麻烦。”引起全场笑声。 

他将自己戴的帽子摘下放到桌上，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大声说

道：“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

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

你们行‘脱帽礼’！”全场掌声雷动。 

陈毅在台上再三挥手，掌声才渐渐停了下来。他接着说：“你们

都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 12 年来科学家

的贡献：“新中国成立 12 年来科学家的表现是好的，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支持党，做了工作，有贡献。应该说我们有了一支很好的人

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队伍。” 

陈毅把科学和科学家提到“国宝级”的高度：“科学家是我们的

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 

“广州会议讲话”洋洋洒洒 3 万余言，赢得的笑声、掌声多达

60 余次，其讲话主旨是改善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给广东和全国知

识分子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宴请外宾。 

 

乘着这股科学的春风，1963～1965 年，广东工农业生产全面恢

复。省委、省政府增加了对工业科学技术的投入，经济发展加快。以

广交会为例，每年一度在广州召开的广州交易会迎来了健康发展的春

天，从 1963 年起，连续 3 年出口成交年均增长 42.57%。1965 年出

口成交 7.57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 33.98%。尊重知识、

尊重科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蓬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