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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漢奇為《大公報》手書報名釋義─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 大公報記者孫志攝

鐵筆昭彰抗日志 文章激盪報國心
新聞史學泰斗方漢奇：《大公報》在抗戰中鑄就新聞輝煌





在《大公報》報慶123周年前夕，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方漢奇接
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大公報》是中國報界的老壽星，歷經123年風雨，其貢獻不可磨
滅，其貢獻與地位舉足輕重。從清末維新到抗日戰爭，再至新中國成立，並在香港復刊，《大
公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參與者、見證者和推動者，愛國情懷一以貫之，始終屹立於時代潮頭。

百年報業風雲激盪，抗戰歲月鑄就傳奇。今年正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方漢奇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回溯了

《大公報》在那段動盪歲月中波瀾壯闊的歷史，盛讚其在國難當頭之際，勇擔時代使命，成為
抗戰輿論的 「中流砥柱」 。抗戰時期的辦報實踐堪稱 「報業史上的精神豐碑」 。方老說，戰時
物資極度匱乏，報社不得不使用粗糙的 「土紙」 印刷，即便在如此窘迫的條件下，《大公報》
仍以 「一日不輟」 的堅守傳遞抗戰聲音。

大公報記者孫志、蘇雨潤 北京報道

抗戰這段歷史不僅是《大公報》逾
百年報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頁，更讓其
在蒙受巨大犧牲的淬煉中，確立了在中
國近代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她的貢獻
不僅在中國本土，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中都贏得了盛譽。

方漢奇告訴記者，創刊於天津的
《大公報》在1936年創辦上海版，也完
全出於抗戰需要，因為 「天津雖然有租
界，但塘沽協定以後，中央軍撤到保定
以南，天津已經屬於特區緝查政務委員
會的範圍了。」 之後，《大公報》在抗
戰期間又創辦漢口版、重慶版、香港
版、桂林版。 「一張民營報紙辦了六個
版，這在中國新聞事業史上絕無僅

有。」
那段風雨如晦的日子裏，《大公

報》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先
後經歷六次遷館，報館資財設備在戰火
中損失殆盡。報館員工和萬千流離失所
的難民一同輾轉奔波，但卻始終堅守着
新聞人的氣節與底線，堅決不在敵人統
治下出版任何一期報紙。

矢志不渝 傳遞抗戰聲音
方漢奇指出，《大公報》在抗日戰

爭時期把輝煌的新聞事業發揮到了極
致，但是同時為抗日戰爭做出巨大犧
牲。正是在這個時期，《大公報》先後
損失了天津版、上海版、漢口版、香港

版、桂林版，最後就只剩下重慶版 「一
盞明燈」 ，頑強地堅守到抗戰勝利。當
「日本投降矣」5個八欄高的標題大字躍然
報端，大公報人極力的宣洩着內心洶湧
的情感， 「這個標題可以說是非常醒目
的一個句號」 。

方漢奇表示，從1931年 「九一八」
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大公報》
在這十四年都是在為抗日戰爭的準備、
進行直到取得全面的勝利，做輿論上的
鋪墊、鼓吹、激勵和推動，一以貫之，矢
志不渝。 「《大公報》的巨大損失是為國家
付出的，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付出
的，承擔苦難的《大公報》這一群體，非
常難能可貴。」

內地高考近日落下帷幕，不少學生
從學校搬離。日前，一位女生用扁擔挑
行李離校的視頻火遍全網，她穿着樸
素，用一根木棍當扁擔，獨自挑着兩大
包行李。這一幕感動了許多網友，獲無
數點讚。 「扁擔女孩」 名為劉燕，是廣
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灌陽縣第二高級中
學的應屆畢業生。6月9日高考結束後，
劉燕的母親來學校接她回家，為了把被
褥衣服等物品一次性帶走，她的母親帶
來家裏的扁擔。

婉拒資助 時薪12元
「本來媽媽是想挑扁擔的，但是我

覺得她平時太辛苦了，所以就自己扛着
走了，她在後面幫我拿些輕便的物
品。」 得知自己在網上 「火了」 ，劉燕
感到很意外。劉燕表示，她平時也常用
扁擔幫家裏做農活，為了減輕媽媽的負
擔，課餘、放假的時間，劉燕也總會跟
媽媽一起下地幹活。 「兩隻水桶裝滿水
大概有三四十斤，咬咬牙也挑得動，如
果我不做這些，最後還是會落在媽媽肩
膀上，我不想讓她那麼辛苦。」

劉燕的班主任陳慶隆介紹，劉燕上
進懂事、心地善良。在這所偏遠縣城的
高中，70%以上的孩子來自農村，這
些孩子都很獨立刻苦，扁擔、編織袋、
水桶是他們往返家校搬運物品的常用工
具。作為留守兒童，劉燕留在老家學

習，和母親共同生活。她家位於離灌陽
縣城十多公里的新街鎮，爸爸和哥哥常
年在外打工，媽媽在老家務農並負責照
顧劉燕。 「只有過年時一家人才能團
聚，但爸爸和哥哥經常和我視頻，關心
我的學習和生活。」

最近幾天，不少人通過各種渠道表
達資助意願，劉燕在感謝之餘一一婉
拒。劉燕真誠地說， 「我與我的家人生
活的很幸福，不需要任何資助，希望愛
心人士將愛心傳遞給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吧。」 這個暑假，為減輕家裏的經濟負
擔，劉燕在縣城的一家餐館找到了一份
時薪12元的暑期工，學習製作當地特色
美食油茶和處理餐館日常事務。她表
示， 「我還是我，未來的路還得自己
走。」

回憶剛剛結束的高考，劉燕感覺發

揮正常。對於這位最遠只去過桂林市區
的女孩來說，她希望能到大城市上學。
她說， 「我想當一名老師。從小到大遇
到的好老師，在我心裏種下了希望的種
子。希望能考入師範院校，畢業後，我
也想盡己所能，回饋社會，用自己的知
識讓更多孩子走出大山看到外面精彩的
世界。」

「扁擔女孩」賬號為假冒
6月13日晚， 「今日灌陽」 發布闢

謠信息：近日，有網民發帖稱 「廣西
『扁擔女孩』 開通抖音賬號了」 。經核
實，劉同學本人並未註冊抖音賬號，
「扁擔女孩劉燕」 確認為假冒仿冒賬
號。行為不僅侵犯了個人權益也擾亂了
網絡傳播秩序和公眾認知。我們堅決抵
制任何形式無底線博流量的行為。

此外，還有網友發現了其他假冒
「扁擔女孩」 的賬號粉絲量高達4萬。
此目前，該賬號已刪除了劉同學的相關
視頻。

近日，劉燕在接受 「今日灌陽」 採
訪時鄭重聲明：目前本人沒有申請註冊
任何新媒體賬號，上大學前都不會註
冊，也不會發布相關的視頻。請大家提
高警惕，切勿輕信虛假賬號，謹防受
騙。 綜合新華社、中國青年網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
道：記者16日從安徽省量子信息
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獲悉，服務於
「祖沖之三號」 量子計算機的核
心設備、面向千比特規模設計的
超導量子計算測控系統ez-Q
Engine 2.0已於合肥等地正式交
付使用，將為多家科研機構及產
業單位提供累計5000多比特的測
控服務，為我國後續研發更大規
模可糾錯超導量子計算機打下堅
實基礎。

測控系統是量子計算機的關
鍵核心設備之一，可類比經典計
算機的主板，主要負責對量子芯
片上的量子比特進行操作，執行
量子邏輯門操作和量子算法運算
等工作。一台優秀的量子計算
機，離不開高精度、高可靠的測
控系統。

據了解，這款名為ez-Q
Engine 2.0的超導量子計算測控
系統由科大國盾量子技術股份有
限公司等單位聯合研製。它的上
一代產品ez-Q Engine 1.0已成
功用於我國唯一實現超導量子計
算優越性的 「祖沖之二號」 系列
計算機。

安徽省量子信息工程技術研
究中心主任唐世彪介紹，相比上
一代產品，新一代設備集成度提
高了約10倍，核心元器件採用國
產化設計，體積小、性能優，8
台機箱就能完成千比特操控任
務。它還通過技術攻關，實現了
更低噪聲、更強一致性，測控精
度等指標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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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紅高考「扁擔女孩」：找到暑期工啦！

人物專訪
123周年



1902年，英斂之在天津法
租界創辦《大公報》，積極倡導
維新思想。1926年後，吳鼎
昌、胡政之、張季鸞接辦，提出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的
辦報方針，使《大公報》成為獨
立民營報紙的典範。抗戰時期，
《大公報》堅守抗日宣傳陣地，
輾轉多地堅持出版，影響力達到
頂峰。按照方漢奇的觀點，
「《大公報》傳播信息，主導輿
論，臧否時事，月旦人物，像百
科全書一樣地記錄了世紀的風
雨，記錄了民族的苦難，也積極
維護着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喚
和期待着中華的振興。」

方漢奇曾在接受《大公
報》專訪說道： 「在中國的報壇
上，《大公報》具有崇高的聲
望，在各個歷史時期都產生過重
大影響。她是中國新聞界的老壽
星。愛護這個品牌，發展這個品
牌，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方漢
奇指出，作為現存歷史最悠久的

中文報紙，《大公報》的歷史都
是 「很正面的，正能量的，積極
的形象」 ，愛國情懷矢志不渝，
在香港發揮了輿論的中流砥柱作
用。

秉持「忘己無私」，踐行「大公」擔當
「《大公報》名字起得

好，影響也最深遠。」 百歲期頤
的方先生欣然題寫報名釋義──
「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 。
短短十字，字字千鈞。他希望
《大公報》能繼續發揚大公精
神，寄語大公報人將個人事業融
入整體利益之中，在新的時代、
新的環境下，再創新的輝煌。

2016年，大公報和香港文
匯報兩家傳統愛國媒體組成了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方
漢奇告訴記者，《大公報》和
《文匯報》都是近代著名的報
紙，兩份報紙合在一起攜手並
進，力量更大，影響更深遠，是
強強聯合。

百歲期頤手書報名釋義
勉勵傳承百年大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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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燕在廣西桂林市灌陽縣一家餐館
找到一份暑假工，她在製作當地特色
美食──油茶。 新華社

▲6月13日，在廣西桂林市灌陽縣新
街鎮，劉燕（右）與媽媽一起幹完農
活回家。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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