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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崢嶸歲月
畢生投身革命

楊
奇：

傳奇報人穿梭粵港 心懷天下入黨酬志

在粵港新聞界，能稱為「報業泰斗」的

人不多，楊奇是其中之一。親手創辦過五

份報紙、主持過七份報紙的楊奇，其革命

經歷和報人生涯與香港密切相關，他對香

港也始終滿懷着真摯的情感。楊奇10歲從

廣東中山移居香港，在香港就讀中國新聞

學院、投身新聞工作，在香港參加抗日戰

爭和革命事業……在這裏，他還經歷過上

世紀四十年代文藝論戰、新中國成立前夕

秘密護送旅港著名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的

政治協商會議等一系列驚心動魄大事

件……種種難以忘懷的深刻

記憶，也是他為共產主義事

業奮鬥終身的最好見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茶餐廳，對於港人來說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而對於楊奇來說，則是理想照進現實、

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1941年3月12日，是楊奇終
生難忘的一個日子。就在這一天，他在電車路的威靈
頓茶餐廳廂座內宣誓。鑒於當時的特殊情況，現場沒
有黨旗，甚至手也不能高高舉起，但斧頭鐮刀在心
中，右手肘撐在桌上，「我志願參加中國共產黨……
為了全人類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我願意犧牲自己的
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每次想起當年入黨那
一幕，楊奇至今都覺得熱血沸騰、激動萬分。

寒門工餘自學 考入新聞學院
1922年出生於廣東中山的楊奇，在家道中落之時
到香港定居，以寒微身份走上社會，站在堆滿綾羅綢
緞的櫃枱上為富貴人家服務。謀生之餘，他對這個世
界有了不一樣的認識，「原來人的命運如此天差地
別！」生活的重擔，並沒有阻止楊奇對知識的追求，
這位小學尚未畢業的孩子開始了自學生涯，《大公
報》《星島日報》《立報》一一走進了他的視野，
《大公報》更對他投身革命起了思想啟蒙的重要作
用。
當時，香港廣大青年都喜愛文學作品，從讀者慢慢
成為作者，是很多香港愛國青年都走過的路，楊奇也
不例外。他開始向報刊投稿，開始結交新聞界師友，
開始嚮往那個書香油墨飄逸的世界。1940年初，楊
奇在報上讀到了《中國新聞學院招生簡章》，這是中
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的進步人士主辦、為抗
戰培養具有愛國正義感新聞人才的基地，和今天的夜
校類似，實行晚間授課。決心報考第二屆學員的楊
奇，在朋友們的幫助下進行考前突訓，並順利考取了
《天文台》半周評論報的校對工作，正式踏進新聞
界。有了上課時間，楊奇又報考了中國新聞學院，最
終從200多位高中程度的應考者中突圍而出，成為60
名正取生之一。

創辦文藝刊物 一日踩足三班
白天上班，晚間上課。18歲的青年楊奇，將之前
經歷過的坎坷、磨難，化為追求真理的動力。楊奇回
憶說，在香港新聞學院師友的影響下，他參加了中華
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文藝通訊部（簡稱「文
通」），不久更被選為理事會理事。楊奇還與「文
通」同伴陳漢華等人一道創辦了進步刊物《文藝青
年》。
「從此一日三班，白日是《天文台》的校對，晚上

是中國新聞學院學生，深宵是《文藝青年》編輯，睡
覺時還想着如何應對苛刻老闆娘對於電費增加的質
詢。」楊奇對當年創刊的艱辛記憶猶新。這個時候的
楊奇，可以說是對中國共產黨嚮往已久，甚至一言一
行都按照書上描述的共產黨員標準來要求自己，儘管
他當時一直以為只有到延安才能入黨。

獨自謄抄電文 揭秘「皖南事變」
在主辦進步雜誌的同時，楊奇還悄悄地辦了一件大
事。那是「皖南事變」之後的一個冬夜，楊奇把自己
鎖在《天文台》內室裏，連夜用蠟紙、鋼板一字一句
刻寫着從《解放》雜誌上謄抄出來的抗議「皖南事
變」的電文。第二天天剛亮，楊奇已經完成了蠟紙刻
寫和油印，隨後他帶着這些印刷品來到中環，走進了
一座又一座寫字樓……當文員們像往常一樣踏入辦公
室時，都被門縫裏塞進來的油印電文吸引了。他們閱
讀着通電，為「皖南事變」真相而感慨，沒有人想到
這竟然是楊奇一手策劃且孤軍作戰完成的。
楊奇小心翼翼地守護着這個秘密，直到共產黨人阮

洪川帶着三哥楊子江親筆信到來，才透露了一點細
節，那時楊奇仍不知道阮洪川是共產黨人。阮洪川悄
悄問了楊奇一個他渴望已久卻從不敢明示的問題：
「為什麼不參加共產黨？」楊奇則天真地反問：「香
港也有共產黨麼？」一個多月之後，阮洪川介紹陳漢
華去找楊奇，楊奇終於聽到了盼望已久的黨的召喚。
隨後，在茶餐廳中，楊奇一邊躲避着侍者的關注，一
邊想像着黨旗高掛在眼前，完成了入黨莊嚴宣誓。從
此，他始終謹記着自己的誓言。
如今的楊奇老人，早已定居羊城頤養天年，卻仍保
持着閱讀報紙、了解時政大事的習慣。萬里歸來顏愈
少，他那依舊清澈睿智的目光，表明了他還是當年那
位心懷天下的少年。

雖曾三度離港，但楊奇在香港工作
的時間前後加起來長達21年，他對香
港始終保持着密切關注。1978年，楊

奇第三次踏上香港的土地，立刻強烈
感受到今非昔比。經濟起飛，持續繁
榮，居於「亞洲四小龍」之首，香港
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如何讀懂香港
這本書，也引起了楊奇的思考。
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一國兩

制」偉大構想提出，內地各省市紛紛展
現出利用港資的興趣和積極性，但對香
港實際情況卻不甚了了。楊奇坐不住
了，他越來越覺得有必要編寫一本全
面、系統且實事求是評論香港經濟、政
治、法律、文化、社會生活的學術專
著，以便讓內地各部門、各省市能夠更

好地聯通香港，共同維護香港的持久繁
榮，推動當時內地的四個現代化建設。

直筆著書 增港人「一國兩制」信心
楊奇將自己的想法向新華社香港分

社領導作了匯報，立刻得到肯定和支
持。1986年12月，新華社香港分社形
成決議，出版一本關於香港研究的學
術專著，由楊奇擔任主編，編撰人員
陸續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調
來，香港、廣州一些學者也接受聘請
成為撰稿人和審稿人。後來該書被正
式命名為《香港概論》。

為了全面地重新認識香港，楊奇和編
輯室的同事閱讀了大量的文章和資料，
包括香港政府統計處歷年公布的統計數
字，香港學者撰寫的經濟、政治、文化
等論文，中資機構的調查報告等等。
「好就說好，壞就說壞，不作隨意的褒
貶。」楊奇非常認真地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只有這樣才能讓讀者較為全面地
了解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加深認
識「一國兩制」決策的科學性和必要
性，也使香港各階層看到內地學者是如
此實事求是看待香港的，從而增強他們
對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

「我曾經有一件英國『燕子牌』的乾濕褸，120
元買的，那時我每月工資才180元啊。」說起這件
特別的乾濕褸，楊奇笑稱當年確實買得有點心痛。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秘密安排旅港著名民主人士北上
參加新政協，楊奇是中共隱蔽戰線上這一重大事件
的親歷者。乾濕褸正是他參與護送李濟深等一批民
主人士離港時的重要道具之一。有賴於這件褸，楊
奇「演」活了「小開」的角色，順利將李濟深從特
工眼皮底下接走。

那時楊奇是香港《華商報》的代總編輯，全程參與
了護送李濟深等一批民主人士離港。其時，李濟深等
人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此後港英當局
政治部特工就在李家對面租了一層樓，監視他的一舉
一動。要在特工眼皮底下安排李濟深北上可謂舉步維
艱。當時準備北上的民主人士大多扮成老闆，跟班
「小開」自然必不可少。為此，楊奇專門提前買了
這件乾濕褸，一離開報社就擇機換上，坐的士出
入，以適應「小開」的身份。
1948年12月26日晚，李濟深在寓所裏像往常
一樣宴客，身穿背心裌襖，作居家打扮，外衣
掛在牆角的衣架上，故意設計這個場景迷惑了
特工。晚宴開始後不久，李濟深便離席去了洗
手間，然後悄悄走出家門。而楊奇則借用《華
商報》董事長鄧文釗的轎車來接應，把李濟深
接到堅尼地道的鄧宅，方方、潘漢年、饒彰風
已在此等候，何香凝等也在那裏送行。隨後，
楊奇和饒彰風等人一起，安排小汽船，將李濟
深一行人轉送到了港口停泊的「阿爾丹」號貨
輪，次晨駛出了維多利亞港。三天之後，《華
商報》主動披露了這一消息《李濟深等離港北
上參加政協》，字數不多，卻正如今天所說
「字越少，事越大」，引起轟動。

一次秘密任務 護送要人離港

1940 年 創 辦 《 文 藝 青
年》，直接推動了當年香港一
場重大的文藝爭論，是楊奇
「文青」歲月中濃墨重彩的一
筆。這場論戰不僅讓《文藝青
年》和楊奇成熟起來，更對促
進香港青年文藝運動發展有着
積極的意義。
迎合了當時香港廣大青年求

知需求的《文藝青年》，創刊
不到一個月就徵集了1,000多
訂戶，最高發行3,000多份。
這個數字在當時香港出版刊物
中已是佼佼者，天一圖書公司
還把它發行到南洋各地。

日本人圖消蝕港人壯志
《文藝青年》出版期間，開

展過數次頗具影響力的活動，
其中最讓楊奇難忘的正是當年
的一場文藝爭論。「那是
1940年10月1日出版的第二
期，發表了時任《大公報》副
刊主編楊剛的文章《反對新式
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
的一個挑戰》。」當時，日本
人、漢奸和國民黨主辦的報
刊，不僅經常發表宣揚香港、
上海歌舞昇平的作品，還出現
了一種值得關注的傾向，那就
是誘導讀者遠離抗日戰爭，遠
離現實生活，刊發內容充滿了
思慕和嘆息的「懷鄉病」，有
意無意中造成了消蝕香港青年
壯志的後果。
楊剛的文章一出，整個香港

文壇激起了一場「關於『新式
風花雪月』的論爭」。《文藝
青年》持續追蹤，在此後兩個
月內，《星島日報》《大公
報》等十多份報刊捲入論戰，
先後發表文章共90多篇，並
最終在港發展成一場前所未有
的面對面大辯論。
辯論結束前，楊奇代表《文

藝青年》發言，強調「應該首
先組織廣大的青年學生，而且
注意吸收工廠裏的文藝青
年……把文藝這武器推進到廣
大群眾裏，把文藝還給大眾，
寫他們活生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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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奇，籍貫廣東
香山（今中山），

於1922年出生，1940年於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同
年參加全國文藝協會香港文藝通訊部工作，參與創辦
並編輯《文藝青年》半月刊。1941年 3月加入中國共
產黨。後離港參加東江縱隊，先後任《新百姓報》編
輯、《東江民報》主編、東江縱隊《前進報》社長。

抗戰勝利後，在香港創辦《正報》並出任社長，
後調任《華商報》董事總經理、代總編輯。廣州解
放後率領《華商報》全體幹部到廣州，參與創辦
《南方日報》，任副社長。1957年參加創辦《羊城

晚報》，後任總編輯。1974年任廣東人民出版社社
長、廣東省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1978年，奉派到
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歷任副秘書長、宣傳部長、
秘書長。1988年接替已故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職
務，出任香港《大公報》第二任社長。

楊奇一生熱愛寫作和編輯工作，其代表作包括
《見證兩大歷史壯舉──虎穴搶救文化群英、秘密
護送民主名流》、《粵港飛鴻踏雪泥──楊奇辦報
文選》、《香港概論》（主編）、《香港智力階
級》（與唐鳴合著）等。2007年 8月，獲香港中聯
辦頒發「特別榮譽紀念證章」。

一本香港天書 引領內地識港

楊 奇 簡 歷

●2020年底開館的中山沙溪鎮申明亭革命史跡館，復
原了楊奇當年辦報的場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楊奇主編的《香港概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楊奇楊奇。。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攝

●廣東中山楊奇舊居外，一座重現了當年大批文化
名人經水路回內地路線的雕塑。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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