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父說過，以一

個文弱書生，立志要

當好一個新聞記者，

就 是 要 以 文 章 報

國。」徐時霖說，徐鑄成格外推

崇司馬遷著《史記》時以「不虛

美，不隱惡」的態度書寫歷史的

精神，由此在創辦香港《文匯

報》時，即使面對各種誘惑和停

刊風險，文匯同仁都能堅守自己

的信念，發揚中國史家直書敢言

的傳統，堅持正義的態度，富貴

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公平正

義的精神報道新聞。

1948年10月，香港《文匯報》

創辦不久，國民黨當局發行的金

圓券已出現下跌，徐鑄成認識到

金圓券發行瀕臨失敗，外匯和相

關物資的限購政策已經很難支撐

下去，就寫了多篇社評，其中有

《「只許成功」的金圓券》和

《給金圓券算一筆賬》等，給金

圓券「算命」，根據各種經濟情

況和國民黨的收支現狀，斷言金

圓券只有三個月的穩定。果然，

當年11月初，物價管制和限購外

幣政策放開，金圓券價值一落千

丈。

徐時霖表示，在新聞媒體逐漸

走向多樣化網絡化的時代，新聞

理念的內容也在不斷擴大豐富。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後代和新

聞傳媒的讀者受眾，他覺得今天

的傳媒界對香港《文匯報》創辦

時的新聞理念仍可以有所借鑒。

其中首要的就是，新聞工作者仍

要堅守獨立立場，是非善惡不以

人論，只以事實為依據報道新

聞，不能因追逐個人利益做出損

害新聞真實、客觀的行為。

「新聞工作者也要不畏艱險，

深入新聞現場去獲取第一手資

料。能吃苦耐勞，努力克服困

難，突破阻礙，堅持探尋事實真

相，將新聞事件完整客觀地呈現

出來。」徐時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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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文匯專題

香港《文匯報》喜迎創刊75周年。作為一

份歷史悠久的報紙，香港《文匯報》從1948

年創刊之日起便植入愛國愛港的基因，始終

與祖國同行，為港澳同胞傳遞及時、有深度

的新聞信息，記錄祖國偉大成就的每個重要

歷史瞬間。值此75華誕之際，香港文匯報記

者在北京專訪了香港《文匯報》主要創辦

人、著名報人徐鑄成的嫡孫徐時霖，重溫文

匯昔日「涅槃重生，香港創刊」的歲月和

「大咖」薈萃、文章報國的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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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時霖在整理祖父遺作時發現，在包括創辦
香港《文匯報》在內的諸多辦報經歷中，徐鑄
成強調較多的新聞理念，就是報紙要做讀者
「友直，友諒，友多聞」的益友。
其中，「友直」指是非清楚、明確，對於社
會上的不良現象敢於揭發，對錯誤的事情能直
言；「友諒」指報紙能經常了解讀者的處境、
苦悶、願望以及接受水平等，使讀者和報紙心
連心，願意向報紙傾訴；「友多聞」指經常調
查研究，了解本地、本省、全國和國際的形勢
和情況，通過報紙向讀者無話不談，知無不
言。通過踐行上述理念，香港《文匯報》成為
讀者的「益者三友」。
徐時霖特別提到，在《文匯報》副刊欄目

「讀者的話」創立時，祖父寫了四句口號：
「有話大家來說，有事大家商量，不論男女
老少，人人可以投稿。」這在當時建立了與
大眾溝通的渠道，拉近了報人與讀者的距
離，切實反映廣大群眾的問題，得到了群眾
的擁護。
「報紙要有品格，首先要敢於宣傳真理，同時
深入地了解讀者的心理，比如他們有什麼甘苦之
處，思想上有什麼疑難之處，有什麼具體痛苦、
困難，報紙上要努力為他們反映，給他們解
答。」徐時霖認為，徐鑄成在其新聞理論著作
《新聞藝術》中提到的辦報理念，和上述要做讀
者「友直，友諒，友多聞」的益友一樣，都是在
強調報紙要努力服務大眾。

曾擔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的聶紺弩先生晚
年說，聚集各路人才之多、之全、之雜，當屬上
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文匯報》。
徐時霖觀察，香港《文匯報》注重培養人才，能
夠五湖四海用人唯賢，方形成了一個整齊、有生
命力、活躍的、志同道合的集體。
徐時霖指出，香港《文匯報》培養人才，其

一是不拘一格，如名記者浦熙修，她與香港
《文匯報》素無來往，特立獨行的風格也頗有
爭議，南京《新民報》被停刊後，她仍堅持給
上海報刊寫稿。香港《文匯報》創刊時，果斷
聘請她為特約記者，寫出了許多重磅精彩的通
訊。
其二是注重培養年輕編輯記者。徐鑄成說過：

「我的用人方針，抱用人唯賢的態度，頗能五湖
四海。只要是愛國而有一定文化程度而又願意學
習的，即使沒有一點新聞基礎也先吸引進來，教
其邊做邊學。」創辦香港《文匯報》，他還說
過，再困難也要培養人才，要走一步看三步，讓
許多年輕的，愛國有正義感的，基本素質好但學
歷不高、資歷不足的年輕人參與並逐漸委以重
任。
其三是廣泛團結報館內外各路人才。不論社內
社外，專職兼職，有一分力，發一分熱。香港
《文匯報》創刊後不久全國解放，大量編輯記者
回到內地參加工作。在人員流動非常大的情況
下，香港《文匯報》仍能夠保持報紙質量不降
低，風格不變化，正是這樣做的結果。

做讀者的「益者三友」 五湖四海用人唯賢 培養大批報界人才

◀ 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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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參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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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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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環荷李活道30號的香港《文匯報》舊址
（1948-1955）。建築物上有慶祝國慶燈飾。資料圖片◆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徐鑄成。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祖父於 1948 年 3 月在上海開始籌辦香港《文匯
報》，隨後兩次往返上海香港之間，廣泛商議並

落實具體事項。9月香港《文匯報》創刊後，他擔任總主
筆，全面負責言論工作。當時總經理沒有到任，他也兼
管經理部工作。」徐時霖介紹。彼時，上海《文匯報》
剛被國民政府關停，潘漢年和李濟深都支持徐鑄成到香
港創辦報紙，徐鑄成回覆稱：「我要去辦，就辦《文匯
報》，別的我不考慮。」在香港各界愛國人士的大力支
持下，1948年9月9日，香港《文匯報》正式創刊。

晚年常夢到斗室中寫社論
徐時霖長期致力於整理研究祖父徐鑄成保留下來的日記
和著作。他指出，徐鑄成參加《文匯報》的經歷主要有五
個時間段，其中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創辦香港《文匯
報》，是「最緊張、最有挑戰性」的一段經歷。當時，祖
父雖然已經有了二十多年辦報經歷，主持過上海《文匯
報》和《大公報》分館，但這次是社長、總編輯、總主筆
一肩挑，除了把握輿論外，還要處理許多以前自己只看到
過沒有實際操作過的紙張、印刷、發行等業務。
「祖父晚年常常在夢中夢到伏案荷李活道的斗室中發稿
子、寫社論」。徐時霖介紹，籌備之初，香港《文匯報》
位於荷李活道，房子極為狹小，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顯得相
當侷促，如在「螺螄殼裏做道場」。兩張桌子、幾把條
椅、尤為老式的印報機器，是僅有的設備。編輯、記者也
不過二十餘人，都集體租住在雲咸街的兩間宿舍裏。
徐鑄成在回憶錄中也記敘，當時白天要為經理部操
勞，晚上寫作及審稿至晨曦初上，每天平均只能睡四五
個小時。在座位背後是報館的保險櫃，每至精神不濟兩
眼昏昏時，就靠保險櫃之柄打一個盹，是為「充電」，
然後又精神振作繼續執筆。

籌劃經費得到解放區支持
因職工生活「開門七件事」必須維持，而機器「糧

食」白報紙及油墨等亦常捉襟見肘，徐鑄成稱自籌創之
日起，便「天天如過大年三十夜」，極力張羅。
在香港《文匯報》初創經濟困難時期，李濟深和董必武

都曾施以援手。其中，李濟深看到認股者遲遲不交款，便
將其桂林的住宅出售，得港幣一萬元，率先交股。另外，
有一批電纜預備在解放區出售，以所得利潤補貼香港《文
匯報》，但是因價格原因未能成交。徐鑄成在回憶錄中記
敘，當時華北人民政府負責人董必武了解情況後，即囑姚
依林辦理此事，並關照說：「這批電纜，由我們全部收購
下來。不要講價還價，他們要多少，就給多少，他們是為
維持香港《文匯報》而籌劃經費啊！」

郭沫若茅盾等參與編輯工作
香港《文匯報》創刊後，瞬即便受到知識界、工人、

學生的熱烈歡迎。有一次，侯外廬的夫人告訴徐鑄成：
「你們《文匯報》，幾乎常常引起我們家的矛盾。」徐
鑄成愕然不解所以。侯外廬先生笑道：「她是給你開玩
笑。我們一家人，清早起來，都搶着先看《文匯報》。
她是誇獎你的《文匯報》辦得好。」
「創刊之初，香港人口約有80萬，加之澳門最多不足
100萬，進步報紙無法銷售到當時還沒有解放的廣東華南
地區，而香港已有10家以上的大報，要在這樣的環境下
爭取到更多的讀者，非常不容易。」徐時霖說，香港
《文匯報》創刊初期，「大咖」薈萃陣容一時無兩，堪
稱中國新聞史上一大奇觀。
從具體的版面負責分工上，現在仍可以遙想初創時編

輯團隊陣容的豪華：郭沫若與侯外廬主編哲學周刊、茅
盾主編文學周刊、宋雲彬主編青年周刊、千家駒主編經
濟周刊、翦伯贊主編歷史周刊、孫起孟主編教育周
刊……社論撰寫人除徐鑄成外，千家駒、胡繩、金仲華
等諸先生都鼎力支持。
徐時霖分析，香港《文匯報》能做到這一點，首先源

於愛國精神的底色，國家處於危難，面臨命運抉擇，必
然會有一批愛國志士站出來，香港《文匯報》正是在這
樣的時候，高舉愛國旗幟，文章報國，報人報國，因此
凝聚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同時，秉持文人辦報的公
心，這與郭沫若、茅盾等進步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在精
神上是相通的。

◀ 1988年徐鑄
成為香港《文
匯報》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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