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烽火硝煙牽國運，文章報國自當先。從1931年
到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華戰爭，中華
民族奮起反抗，全國上下共同書寫了一部艱苦卓絕、
禦侮保國的壯烈史詩。在這一過程中，《大公報》挺
起文人風骨，以筆為槍，文章報國，喚起國人奮起抵
抗的鬥志，彰顯了大報風範，展現了報人高格。

今年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80周年，也是《大公報》創刊123周年。值此
特殊節點，《大公報》追隨前輩報道抗日戰爭的歷史
足跡，從即日起推出《抗戰勝利80周年 重走大公報
抗戰路》系列專題報道，銘記 「七七」 ，以史為鑒開
創未來。

編
者
按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西南要道，盧溝橋上

炮聲驟起……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起全面侵華，中國
全民族抗戰就此拉開序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開闢了
東方主戰場。在這場震驚中外的戰事中，第一個趕到
現場的新聞人是年僅25歲的方大曾（筆名小方）。

在此後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小方以大公報前線記
者的身份發出一篇篇戰地通訊與一張張照片，有力揭
露了日軍暴行，幫助人們及時了解北方戰場的戰況，
極大激發了國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
志。然而，1937年9月18日，在今天
河北保定地區發出戰地通訊《平漢線
北段的變化》之後，這個充滿活力的
生命卻從此再無音信……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實習生宛辰歌

七月的北京城，夏雨淋漓，頗有些濕熱難耐。從市中
心向西南驅車20公里，就是盧溝橋。大公報記者近日登橋
四顧，501個姿態各異的石獅子，彷彿在述說着88年前發
生在這裏的沉痛記憶……

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附近炮聲突起，打破了北平
城的沉靜，也驚醒了一個正在家中休假的年輕人。10日一
早，帶上相機和膠卷，方大曾跟母親和妹妹匆匆作別，迎
着驚慌逃離西南市郊的百姓，隻身逆行，直奔戰事中心。

勇敢記錄暴行 出乎日寇意料
「在豐台岔道口，我被幾名日軍截住，他們懷疑我是

中國軍隊的高等偵探，理由是新聞記者沒有勇氣到日軍方
面來。一小時後，我被放行。穿過涵洞，再行了一里多
路，就到了宛平城下……」 「北平的西南郊已完全布滿了
日軍，野蠻的暴戾行為發作起來。農民們被強迫割平自己
的莊田，割完之後，還被活活的埋在地上，只留一個頭在
外面，等他們慢慢死去。至於婦女們所遭遇的命運，更不
忍想像了！」 以上記述分別來自小方的《戰地筆記》和《盧
溝橋抗戰記》。他成為了報道 「盧溝橋事變」 的第一人。

激動預言 鼓舞民族抗戰
7月11日至22日，小方在家中奮筆完成長篇通訊，並

且洗印了盧溝橋、長辛店被日軍轟炸後慘狀的照片。在這
組圖文報道中，他激動地預言 「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
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 7月13日，北平家中，
小方在緊張工作中度過了自己的25歲生日。而這，竟也是
他人生最後一個生日。

與范長江約好到保定採訪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意圖迅速消滅河北中部的中國軍

隊。而此時，小方也按照與大公報名記范長江的約定，先
抵達保定展開採訪。由於戰場形勢愈發緊張，此時的小方
已不具備沖印照片的條件，他便把拍完的膠卷帶在身上，
隨時找尋時機沖印。

「平漢線的情況，是處於非常危急的局面之下……前
方的部隊，有一部分必需再好好的訓練一下，才足以和頑
強的敵人作戰。」
1937年9月30日，
《大公報》第二版
刊發了有觀察、有
分析、有議論的戰
地通訊《平漢線北
段的變化》。這也
是小方留給世人的
最後一篇新聞報
道，之後小方便在
戰事吃緊的保定大
地離奇消失、再無
音信。

大公名記方大曾 報道「七七」第一人
圖文兼備勇揭日寇暴行 年僅25失蹤茫茫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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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揚國威 自強祭國殤
又到一年國殤日，今

日是 「七七事變」 88周
年，這是中國永遠銘記的

屈辱血淚之日；今日，又是一個令人振
奮人心的日子，圓滿完成訪港任務的山
東艦航母編隊，帶着香港市民的深情厚
誼，起錨遠航，馳赴戰位。這艘目前全
亞洲最強大的7萬噸級巨艦，是大國強
兵的真實寫照，是捍衛國家主權利益的
堅強柱石。88年間，天翻地覆慨而慷，
積貧積弱的中國一去不返，中國人民和
中國軍隊，有力量堅決粉碎一切挑釁來
犯之敵。

7月7日，首艘國產航母山東艦起錨
離港。首次在香港對公眾開放的山東
艦，大展國威軍威，展示了解放軍武器
裝備建設的飛速發展和強軍興軍的士氣
鬥志。

而88年前的這個日子，1937年7月

7日，日本悍然進攻盧溝橋， 「七七事
變」 爆發，戰火迅速延燒大江南北，從
而拉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大
公報記者方大曾，是當時第一個趕到盧
溝橋現場的戰地記者。

告慰先烈 銘記歷史
實際上，日本的侵略鐵蹄從1894

年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就已經開始。
在幾十年間，山東是遭受日軍戰火蹂躪
最多的地方之一。1895年，日軍攻佔
威海衛，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成為中日
國力、軍力態勢顛倒的轉折點。日本割
台灣、佔遼東，殫精竭慮將滅亡中國作
為基本國策。

1919年，一戰後的巴黎和會，西
方列強又公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
給日本。《大公報》胡政之作為唯一在
巴黎和會現場的中國記者，將消息發回

國內，激發了轟轟烈烈的 「五四運
動」 。1928年，日本又在濟南製造
「五三慘案」 ，阻撓北伐，罔顧基本外
交禮儀和人性，用剁手、割耳、削鼻、
挖眼、剜舌等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中
國外交官蔡公時。

山東又是抗擊日寇出力最多的地方
之一。在七七事變中壯烈殉國的趙登禹
將軍，就是山東大漢。

可以說， 「山東」 完整銘刻了中華
民族的苦難記憶與不屈不撓的卓絕抗
爭。而7月7日從香港再起航的山東艦航
母，以昂然入海、劈波斬浪的雄姿，告
慰先烈，銘記歷史，激勵國人。在同一
個日子，形成了跨越時空的歷史回響。

強大海軍 戰略支撐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何況當前的世界局勢風雲激

盪，並不平靜。中國軍隊面臨着捍衛國
家統一、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重任。
在這方面，海軍作為戰略軍種，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習近平主席強調： 「建設強大的現
代化海軍是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重要標
誌，是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支撐，是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
部分。」 2019年12月17日，習主席親
自出席山東艦交接入列儀式，向海軍接
艦部隊授予軍旗、命名證書，並登艦視
察。

回首近代百多年的苦難，列強侵華
無一不是以海軍開路。從英國佔領香
港，到八國聯軍炮轟大沽口；從日本在
甲午戰爭血洗旅順口、強佔威海衛，到
1941年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
阻撓中國統一大業……海軍落後，成為
中國一再被動捱打的重要因素。

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新時代，海軍進
入史無前例的快速發展期。武器裝備更
新換代──國產航母、艦載隱身戰機、
艦載預警機、戰略核潛艇、洲際導彈、
兩棲攻擊艦、萬噸大驅，密集下水、入
列服役。

海軍各項建設、實戰訓練密鑼緊鼓
──海軍陸戰隊獨立成軍，第一個海外
保障基地在吉布提運行，索馬里海域護
航常態化，山東艦航母編隊鎖台演習、
雙航母馳騁西太、穿刺島鏈，萬噸大驅
完成 「繞日」 巡航，海空力量持續在東
海、南海戰巡警巡。

山東艦此次香港之行，正是建軍成
就的突出體現。國家強大，才有海軍的
強大；國家強大，才有國家和香港的繁
榮穩定。山東艦，是守護國家主權、安
全的堅強保障；香港，同樣將堅定築牢
維護國家安全的銅牆鐵壁。 馬浩亮

特稿



「盧溝橋事變」
爆發後，方大曾奔波
在北平戰線上，短短

幾天的時間裏就投遞出了40張珍
貴的新聞照片，向世界揭露了日
軍的殘暴行徑和戰爭的慘烈狀
況。央視著名紀錄片導演馮雪松
（圓圖）後來對這組照片進行了
搜集整理，並將
其帶到新聞學
泰斗方漢奇的
家中。

「方老看
了 這 組 照 片
後，立時覺得方
大曾這個人物十分重要。後來，
他甚至將方大曾與范長江並列為
中國新聞史上的 『雙峰』 。」 馮
雪松對大公報記者回憶說。

從1999年底開始，馮雪松開
啟了 「尋找方大曾」 的行程。之
後20多年，他重走當年小方的足
跡，深入保定、石家莊，穿越大
同、呼和浩特，檢索史料庫，追
訪百餘人，完成了《尋找方大
曾》《方大曾：消失與重現》等
一批專著和紀錄片，填補了中國
新聞史與攝影史的空白。

「用今天的話講，小方才是
一個最優質的偶像。他謙遜低
調、剛正不阿，他心懷國家、憂
國憂民。我想我們都應該以小方
為榜樣，並努力成為他那樣的
人。」 馮雪松說。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實習生宛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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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80周年
重走大公報抗戰路

方大曾以 「小方」 為筆
名，將自己投入歷史的塵煙之
中，將生命置於無情的炮火之

下，用一篇篇獨家、重磅、精闢的新聞報

道，在中國抗日戰爭新聞史上寫下了濃墨重
彩的一筆。

小方生命短暫，卻完成永恆新聞佳作。
小方外形俊朗、能量十足，是一個活力滿滿
的生命。然而，這樣一個親友喜愛、同業稱
賞的 「未來之星」 ，卻因日軍殘暴的炮火，
讓生命永遠定格在了25歲的青葱年華。生命
雖然短暫，但卻絢如煙花，小方用自己的勁
筆和鏡頭，第一個報道了 「盧溝橋事變」 ，
深刻呈現了華北戰場上的戰事進展。他用自
己全部的能量去激發國人禦侮抗敵的鬥志與
血性。

小方走了，其實他還在。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用勁筆鏡頭 激發禦侮抗敵鬥志
記者
手記

▲方大曾的攝影作品《前線》。作品攝於
1936年綏遠抗戰前線。

在保定古城中心，有一座
叫 「光園」 的小洋樓，是保定
市方志館與保定抗日戰爭史料

館所在地。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時，這
裏專門開闢一處展室，用於陳列有關方大曾
的遺物和事跡。

10年後，大公報記者驅車三百里，重
訪這處 「方大曾紀念室」 ，並與方大曾研究
中心主任孫進柱進行了深入攀談。 「這是方
大曾唯一存世的物品，行李箱」 「這是他那
個時代所用的相機」 「你看這組小方拍攝的
照片，既有強烈的新聞性，又有極佳的藝術
感」 ……聊起方大曾，孫進柱的感佩之情溢
於言表。從方大曾鏡頭下的軍人、百姓和社
會，到方大曾筆下的一篇篇通訊報道……展
室中的老照片和老物件，彷彿讓人重新看到
了那個活生生的年輕人，看到他那永遠定格

在25歲的青葱年華。
「現在，越來越多人會來到這裏，特別

是大中小學生，經常組團來這裏參觀學習。
透過方大曾的故事，他們更加了解抗日戰爭
的歷史，也增進了愛國主義情懷。」 說到這
裏，孫進柱難掩激動， 「方大曾的精神一定
要傳遞下去，人們決不能忘記這個了不起的
年輕人。」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實習生宛辰歌

「光園」小洋樓館藏 「定格」方大曾青葱年華
傳承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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