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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铁丁，这是一个闪光的名字。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无论是新闻史还是文艺史，作为杂文作者的马铁丁，是不会也不应被人们忘怀的
。
这是三位杰出的革命战士陈笑雨、张铁夫和郭小川共同使用的笔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间，他们用马铁丁这个笔名连续发表了近500篇杂文，从一地到全国，在广大
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
在新中国成立后亟需进行的群众性宣传教育和思想建设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轻骑兵团作用。
这些杂文汇编的单行本累计发行了数百万册尚不能完全满足读者需求，可以说是新中国出版事业中首
批出现的“洛阳纸贵”现象。
从影响读者的广度和强度来看，可以说是继鲁迅之后，杂文发展史上出现的又一次新的辉煌。
三位作者的事业成就当然不止于马铁丁杂文。
他们分别在新闻、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党委和政府工作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重要贡献。
但仅就作为马铁丁的一员来说，他们的功绩也是足以载人史册的。
我曾是马铁丁杂文的热心读者，并有幸在不同时期和他们三位相识。
其中和铁夫、小川更有深交。
他们三位都是我所敬重的兄长、同志和战友。
由于他们相继辞世，使我强烈的痛惜之感至今难平。
读完谭征同志撰写的这部《寻找马铁丁》书稿，更引起我不禁的怀念之情。
尽管有关他们三位的追思文章、专题研究和史实资料，近年来已有不少面世，《寻找马铁丁》无疑仍
是一本重要的拾遗补缺之作。
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集中地对杂文作品本身重新作出了肯定性评析。
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是的，应当“寻找马铁丁”，寻找马铁丁的作者们在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上留下的闪光足迹。
他们的人品、文品和业绩，给予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启示是弥足珍贵的。
是为序。
贺敬之200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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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有关陈笑雨、张铁夫和郭小川三位的追思文章、专题研究和史实资料，近年来已有不少面世
，《寻找马铁丁》无疑仍是一本重要的拾遗补缺之作。
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集中地对杂文作品本身重新作出了肯定性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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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征，中国科普作家、自由撰稿人，曾做过记者、杂志主编。
近年曾为数十家出版社撰写图书、主编丛书。
被国家科委、中国科协等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2001年、2007年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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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子第一章  熊复：从“中原”到“长江” 第二章  陈笑雨：军旅记者·杂文家第三章  张铁夫：创
意《思想杂谈》  第四章  郭小川：浪漫诗人·杂文家第五章  马铁丁：不应忘却的记忆附录：陈笑雨执
笔撰写的马铁丁杂文(节选)张铁夫执笔撰写的马铁丁杂文(节选)郭小川执笔撰写的马铁丁杂文(节选)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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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进入1949年，解放战场敌我态势已经明了，经过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地区
的主力部队全部被歼；退守长江的国民党军，妄图以长江天险，死守长江防线，企图通过“和谈”政
治手段，阻止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打过长江，解放江南各省。
1949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
国进军的命令》。
地处中原大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百万大军，从这一天开始，在600公里的长
江一线，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国民党固守的长江防线，切断国民党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间的联
系，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推进，先后解放了蒋管区的重要城市上海、杭州、南京等。
曾扬言凭借长江天险，誓死保卫武汉三镇的白崇禧集团，已处于孤军奋战之中。
南下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与中原地区的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迅速向武汉市包剿过来，准备
彻底歼灭白崇禧集团，解放武汉三镇。
由于国民党军在长江上的防线大势已去，即将全线溃败，完全无力抵挡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为了
保存实力，桂系守军很有可能主动撤离武汉战区，向南逃窜。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三镇的解放，有可能提前。
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据战场上的新变化，要求各部门随时准备过江，为武汉解放做好准备。
地处郑州市的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社党委，在接到上级指示后，积极准备随部队跨过长江
。
熊复社长考虑当时的宣传任务非常繁重：一方面要尽快把全国各战场节节胜利的消息刊登出去，鼓舞
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和士气；另一方面还要组织人员深入到农村，集中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政策的落实
，帮助解放区的农民分得土地，建立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
与此同时，还要考虑组织一支精悍的南下办报先遣队。
其任务是武汉一解放，就要在最短的时问里，把党的机关报迅速办起来。
这项任务由谁去完成呢？
《中原日报》是熊复几个月前，从豫西地区带过来的十几个人办起的报纸。
人手新，人手也少。
就眼前的这些工作都忙不过来，还要再分出去一拨人南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他提议并经过社党委会讨论，由张铁夫负责带队，南下办报。
张铁夫是《中原日报》社党委委员，编辑部副主任，也是编委。
他有较丰富的办报经验。
在延安，他做过《解放日报》社记者、编辑，随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参与创办《豫西日报》，又参与
创办《中原日报》。
不论是政策水平，还是业务能力，到新解放区，他能迅速打开局面，创办新报。
张铁夫是社内理想的人选。
被挑选参加南下办报的人还有黎辛，他是编辑部副主任，也是《解放日报》时期的老编辑，此外，还
有编辑朱惠然、王承放、李松灵、李曙光、张岚，记者吕建中、高长任等，校对组长王欣，机要秘书
刘源汉，文书马汉章等，还有负责保卫工作的警卫等十几人。
在熊复看来，接到上面的通知，一声令下，这批南下办报的同志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进武汉市，创
办起一张报纸。
南下办报的人选确定之后，还需做许多的准备工作。
武汉市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城市，又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商业发达，各类院校众多。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在武汉经营多年，当地群众对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不甚了解。
所以，南下办报的同志都认为，新创刊的报纸一定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体现出人民解放军，
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放在首要位置。
于是，熊复指示南下办报的同志，要带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铅版像和共产党新解放区的相关
政令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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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解放区创办党报，要拿出最能影响群众的东西来进行宣传。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照片和党的方针政策，最能教育和影响群众。
让武汉市的市民看到共产党的报纸，首先看到的是共产党领袖照片，这无疑是一种鼓舞。
南下办报的同志，根据社领导的指示精神，对随部队南下从思想和物质上都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5月12日，中原局宣传科长刘祖春，从开封专程到郑州《中原日报》社，传达上级指示说，现在解放战
争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驻武汉的部队有可能弃城南逃，解放武汉的时间有可能提前。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在武汉解放后，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将移师武汉市，全面负责湖北、
湖南、江西等地的地方政权建设。
因此，根据分工要组织干部到湖南、江西两省，建立新华分社和地方广播电台。
郑州的《中原日报》由熊复社长主持工作，继续出版，而南下的同志应做好准备，也许这几天就出发
。
5月14日，前方又传来消息，我先头部队准备开进武汉。
许光达率领的部队，已经从蕲春与黄岗之间成功强渡长江，孤立无援的白崇禧军团见势不妙，弃城南
逃。
国民党军主动放弃撤出，长江中部重镇武汉市就这样解放了。
张铁夫率领的南下办报先遣队接到通知即刻出发。
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汽车和火车。
相对而言，乘火车要比乘汽车快。
南下办报的同志迅速搭上一列去武汉的火车，希望能尽快赶到武汉市。
然而，事与愿违。
由于打仗，火车走走停停，极不正点。
常常是说停就停，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不时传来消息，前面的铁路被炸，正在抢修；不时又传来消息，车站的调度跑了，没人给信号，火车
无法过站等等。
兵荒马乱之中，原本一天的路程，竟然走了三四天，还没有离开河南省。
5月16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开进武汉。
武汉三镇终于解放了。
听到这个消息，南下办报的同志无比高兴，但火车还是走不起来，心里着急也没有用。
5月21日，火车终于开到湖北黄陂这个小站不走了。
于是，张铁夫找人看车站有没有电话和武汉市军管会直接通话，设法解决交通问题。
在铁路工人帮助下，利用车站上的铁路专用电话，很快就与武汉市军管会的同志取得联系。
武汉市军管会的同志已经接到通知，说“二野”《中原日报》的同志很快到达武汉。
现在联系上了，答应马上派车过来。
第二天，张铁夫等十几个人坐上军管会派来的汽车进人武汉市。
汽车在武汉璇宫饭店门前停了下来。
正当大家下车搬运行李，通信员跑来报告说，市军管会的同志在饭店大堂等候。
于是，办报先遣队根据军管会的指示精神，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在进入武汉市之后的5月22日，正式接
收国民党市党部办的《武汉日报》，仅用一天时间，南下办报先遣队就编印出了《长江日报》创刊号
。
熊复得知《长江日报》成功创刊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
根据上级指示，地处郑州市的《中原日报》已完成历史使命。
中共中央中原局奉命南下进入武汉，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
熊复随机关南下，进入武汉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武汉市新华总社社长。
熊复一方面组织报道部队南下战况，另一方面将江西、湖南两省的新华分社组建起来。
回想熊复从1948年进入豫西地区，到新中国建立，仅两年多的时间，已经创办了《豫西日报》、《中
原日报》和各省的新华社记者站等。
战事发展和全国解放形势来得如此之快，可以说大多数人是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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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第一次听说马铁丁的名字，是在50多年前。
当时我正在读中学。
语文老师在介绍鲁迅文章时，列举的当代杂文作家就有马铁丁。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早已模糊，而马铁丁这三个字却深深地印在记忆之中。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才慢慢了解到，马铁丁原来不是一个作者的名字，
而是三人写文章合用的笔名。
更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中的两个人与我还有些关系：马铁丁中的“铁”——张铁夫，竟然是我的长辈
亲戚，而马铁丁中的“丁”——郭小川，竟然是家父的老战友。
抗日战争时期，郭小川曾在三五九旅给王震旅长当过3年秘书，我父亲当时正在三五九旅任医务部主
任。
也许正因为有这些关系，我便开始更关注马铁丁，关注马铁丁的作品，关注马铁丁三人的人生轨迹和
不同遭遇，也关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
10年前，铁夫叔叔病重，我去家中探望他。
闲谈之中，我主动说起马铁丁。
说起他在《长江日报》的生活，又谈到《思想杂谈》。
他感慨地说，当年马铁丁的三位作者，笑雨、小川先他而离世，关于当年那段马铁丁的生活，如今知
道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他强调说：“《思想杂谈》、马铁丁，那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生活，那是一段历史，人们不应该忘记
。
如果你有兴趣，应当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写写马铁丁。
”我当即答应了老人的要求。
遗憾的是，在我尚未深入了解那段历史时，铁夫叔叔就过世了。
为了完成我的承诺，为了还原那段尘封多年，已经临近湮灭的历史，我按照老人的遗愿，开始广泛收
集资料，准备把马铁丁这段历史整理出来。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马铁丁子女们的支持和帮助。
他们把家中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为我撰写书稿提供帮助。
他们是：陈笑雨的女儿陈乔芳、陈乔炎，张铁夫的女儿小豆、儿子毛毛，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等。
黎辛、王承放两位老人曾是当年创办《长江日报》的老前辈，也是马铁丁同时代的战友、同事。
当他们得知我打算写马铁丁时，愉快地接受了采访，为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我的朋友包硕飞、熊晓苏，知道我要写马铁丁，也为我提供了当年创办《长江日报》的许多资料，并
主动向我介绍了他们所了解的关于马铁丁的一些情况。
在这里，对他们无私帮助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考虑到今天读者要求，在完成了《寻找马铁丁》之后，又将马铁丁的杂文按执笔者的分类方式，制作
成光盘附在书中。
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思想文化的真实情况，因为马铁
丁的《思想杂谈》杂文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社会思想文化最真实、最生动的反映。
二是让人们了解马铁丁三人杂文的各自特点和他们不同的写作风格。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在《长江日报》成立60周年之际，我将此奉献给广大读者。
作者2009年元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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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应当“寻找马铁丁”，寻找马铁丁的作者们在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上留下的闪光足迹。
他们的人品、文品和业绩，给予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启示是弥足珍贵的。
　　——贺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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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寻找马铁丁》:马铁丁，这是一个闪光的名字。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无论是新闻史还是文艺史，作为杂文作者的马铁丁，是不会也不应被人们忘怀的
。
这是三位杰出的革命战士陈笑雨、张铁夫和郭小川共同使用的笔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间，他们用马铁丁这个笔名连续发表了近500篇杂文，从一地到全国，在广大
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
在新中国成立后亟需进行的群众性宣传教育和思想建设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轻骑兵团作用。
《寻找马铁丁》为其杂文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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