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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名篇出重慶 偉人題字寄深意
輿論激國人抗戰鬥志 文章護國家民族一心

回訪舊址
3

123周年

從李子壩正街邁上十幾級長滿青苔的台階，推
開一扇鐵門，濕土氣息撲面而來，濃蔭蔽日的老黃
葛樹拱衛着兩棟青磚壘就的建築，一塊鐫刻着 「重
慶市文物保護單位」 的石牌在建築上無聲矗立。

「毛澤東先生來了」 親題「為人民服務」
兩棟主體建築由露天外廊相連，踏上古舊木

梯，每一步都發出清晰悠長的 「吱呀」 聲，彷彿踩
在時光的脊樑。建築內棕色門窗緊閉，木質紋理在
日曬雨淋中模糊。推開頂樓房間一扇布滿灰塵的舊
木窗，輕軌列車在半山腰綠意間呼嘯而過。這一瞬
間，流動的現代脈搏與凝固的歷史風雲在眼前碰撞
交融。斑駁老樓僅存，當年影響無遠弗屆。《為晉
南戰事作一種呼籲》、《我們在割稻子》、《看重
慶，念中原》等中國新聞史上甚具影響的社論名篇
均是經此發出。每一個鉛字，都曾在此編排、付
印，再化作紙上的驚雷，傳遍烽火裏的中國。

老樓最深的記憶，或許定格在1945年夏末秋

初。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舉
行國共和談，會見了很多民主人士，重慶《大公報》
編發了消息和特寫，連夜趕寫了題為《毛澤東先生
來了！》的社評。9月20日晚，《大公報》在李子
壩報館 「季鸞堂」 設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董必
武、王若飛等中共代表團成員。晚宴上，毛澤東的
話語擲地有聲， 「希望《大公報》能夠成為為人民
大眾說話的報紙。」 他當場揮毫，在眾人的注視
下，為《大公報》全體員工題寫了 「為人民服務」
五個大字。這不僅是對一份報紙的期望，更是對國
家未來的宣言。

站在人民立場 為群眾疾苦作呼籲
對於《大公報》在抗戰中的作用，西南政法大

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蔡斐研究認為，彼時國家瀕臨
滅亡，《大公報》作為當時重要的輿論風向標，在
知識界、政商界的影響力非常大，把國家、民族的
生死存亡放在第一位，通過輿論鼓動國人的抗戰鬥

志。《大公報》對抗戰的激勵、對國家民族團結一
致的鼓勵，是持之以恆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戰中，《大公報》站在人民的立場上，
對於群眾的疾苦，工人的待遇等，有諸多呼籲。它
是份民間報紙，當時扮演了類似於公共領域、公共
論壇的角色，促進了中華文脈在抗戰期間的延

續。」 蔡斐認為，
愛國是《大公報》
的底色，在國家抗
戰、民族團結上，
《大公報》絲毫沒
有含糊，這是最值
得稱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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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重慶《大公報》
館址。

▲1945年，毛澤東為《大公報》題寫了 「為人民服
務」 五個大字。

▲在日軍轟炸下，重慶《大公報》經
理部及編輯部化為瓦礫。

「五年半大轟炸，報紙從未中斷」
報人
精神

1939年5月3日，《大公報》報社遭
日軍飛機轟炸，損失慘重，只得借《國
民公報》社辦公和印刷。次日，報紙發

表社評《血火中奮鬥》， 「我們雖遭受了損失，但
在艱難的情況之下，我們仍照常出版，以表示我們
不折不撓奮鬥不屈的精神。」 已故《大公報》百歲
報人張炳富在《大公報》任職期間逢日軍對重慶大

轟炸，是倖存者和見證人。 「轟炸最烈時，編輯部
與印刷機一同擠進防空洞。在對開平板印刷機的轟
鳴聲中，我們寫稿、編輯、校對、印刷……五年半
大轟炸，報紙從未中斷，要把堅持的希望傳遞給每
一個人！」

1940年，日軍狂轟重慶半年。經理部辦公樓
化為瓦礫，印刷廠2車間被毀。但半山腰防空洞

內，印刷機從未停轉。1941年夏，報館再遭重
創，經理部中彈，編輯部屋頂裂開，員工們在暴雨
中露宿兩夜。 「只要把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
機，報紙即可保證無間斷。在日寇對重慶的轟炸
中，《大公報》同仁從未畏懼。敵機來臨，及時躲
避；敵機飛走，照常工作，不因轟炸而退縮，決心
與日寇戰鬥到底。」 張炳富說。 大公報記者韓毅



位於武漢中心地帶的江漢路步
行街，每天人流如織，熙熙攘攘，
穿過街道兩側林立的中西建築，在

距離這條著名商業老街約500米的里弄小巷，油
漆脫落、牆面斑駁的大公漢口館舊址安靜佇立。
從1937年9月18日創刊至1938年10月17日停
刊，抗戰中 「顛沛流離」 的《大公報》曾落腳漢
口特三區湖北街寶潤里二號，歷時十三個月。

1937年，日軍攻陷天津後野心不減，旋又
謀霸佔上海，位於華中的武漢成為了全國的抗
戰中心。當年9月18日，在 「九一八」 事變六周
年紀念日，《大公報》漢口版創刊出版，創刊
號接續天津版停刊時的編號，為 「12262
號」 。國難之際，《大公報》漢口版在武漢的
發行並不容易，存在缺紙和缺乏資金等多種問

題，如在漢出版的聲明中所稱 「現時在漢出
版，設備簡陋，一切不彀（夠）用」 ，因紙料
奇缺，不得不 「每日只出一大張」 。

沒有一個字對抗戰前景動搖
「作為獨立營業的民間報紙，《大公報》

儘管自身生存逆境中，仍然積極進行抗戰宣
傳。」 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張繼
木指出，《大公報》不遺餘力為中國軍民抗戰
勝利鼓與呼，像1938年4月台兒莊大捷次日，主
持漢館的張季鸞就撰寫社評《台兒莊勝利以
後》，將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提高到中國軍民
「抗戰必勝」 的精神高度，並且還叮囑 「這並
不是最後決戰」 ，呼籲堅持長久的抗戰， 「一
直勝到恢復一切失土」 。

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曾撰文指出，
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在武漢組織了一個
「低調俱樂部」 ，散布 「抗戰必亡」 的悲觀論
調。為堅定廣大軍民的抗戰信念，《大公報》
連續發表了多篇社評，不斷申述 「一心抗戰」

的觀點，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抗戰到底的態
度始終十分堅決， 「言論中沒有一個字對抗戰
的前景發生動搖」 。在落腳漢口的一年零一個
月時間裏，《大公報》為抗戰竭力宣傳，盡聲
吶喊。武漢失守後，《大公報》不得不撤往重
慶。在漢口的最後一期版面上，編輯部寫下這
樣一段文字： 「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成績，
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
國家，聽國家為最有效的使用。今後到了重
慶，而心神卻在大別山邊，在
鄱陽湖上。同樣的，在江南，
在塞北，在淮上，在粵東，我
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
在一起。」

大公報記者張帥

漢口館13個月 逆境中呼「抗戰必勝」
不屈
不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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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孫志報道：《大公報》
創刊123周年之際，新中國新聞事業的開拓者
和領導者之一、《大公報》原著名記者范長
江之子范東昇發來賀信（全文見右圖），向
全體《大公報》同仁致以最誠摯的祝賀！他
祝願今日《大公報》賡續崇高的職業精神，
傳承新聞前輩的理想，邁向新的歷史征程，
在新時代書寫更加輝煌的篇章！

今年正值范長江西北行90周年。1935年5
月開始，26歲的范長江以天津《大公報》記
者的身份，獨行前往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歷
時10個月，寫下著名的《中國的西北角》系
列通訊，在《大公報》首次公開報道了紅軍
長征的情況。通訊集《中國的西北角》轟動
全國，數次再版，被譽為 「中國新聞通訊的
不朽名篇」 。

作為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范長江的許
多新聞實踐和名篇都與《大公報》密切相
關。 「西安事變」 後，范長江冒險深入西
安，採訪周恩來，對西安事變的真相以及中
國共產黨的主張有了深入的了解。1937年2
月，范長江輾轉赴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
見，成為第一個以正式記者身份進入延安的
國統區記者。會見中，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
的總路線、總任務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
精闢的分析，並希望范長江發揮《大公報》
記者的作用，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這次
談話深刻影響了范長江的一生，很多觀點和
主張體現在其後發表的《動盪中之西北大
局》等通訊裏。

1937年11月8日，范長江發起成立 「中
國青年記者協會」 ，成為 「中國記協」

（ 「中國新聞工作者協會」 ）的前身，這是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輿論陣地的重要一環。由
范長江名字命名的 「范長江新聞獎」 （後與
「韜奮新聞獎」 合併為 「長江韜奮獎」 ），
也成為獎勵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的最高榮譽
獎。

《大公報》持續舉辦「范長江行動」
為學習和弘揚范長江精神，《大公報》

自2014年起持續舉辦 「范長江行動」 ，組織
香港傳媒學子重走范長江之路，實地了解祖
國燦爛的文化、悠久的歷史以及建設發展的
偉大成就，同時通過專業的實習訓練，採寫
文章，為未來職業生涯打下堅實基礎。目
前， 「范長江行動」 已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
的港青專業實踐活動。

《大公報》123周年 范長江之子范東昇致賀信
祝願傳承新聞前輩理想 書寫更輝煌篇章

賀信
欣逢《大公報》創辦123周年之

際，謹向李董及報社全體同仁致以最誠
摯的祝賀！《大公報》自創辦以來，風
雨兼程筆耕不輟，見證和參與了中華民
族重大的歷史進程，書寫了中國新聞界
的不朽篇章。《大公報》也是我父親范
長江先生新聞生涯的起點，《大公報》
給予了他作為新聞工作者的尊嚴和使命
感，為他開闢了發揮其卓越才能的廣闊
天地。祝願今日《大公報》賡續崇高的
職業精神，傳承新聞前輩的理想，邁向
新的歷史征程，在新時代書寫更加輝煌
的篇章！

──范東昇敬上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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