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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只有一天的生明？
有关新闻，不同教科书上有不同的诠释，其中之一认为，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
这种观点，到了网络年代，似乎更加大行其道。
事实也是，越来越多的新闻正变得越来越快，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当然，越来越多的新闻也因此
变得越来越轻，浮皮潦草，如过眼烟云。
新闻有没有更长久一点的意义？
意义何在？
不同的认识会导致新闻从业者以不同的姿态和方法制作新闻。
相对于网络年代日益“工业化”和“流水线”式的新闻制作，《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愈来愈像一
个置身于喧嚣浮躁之外的新闻手工作坊，独特与精致是这家作坊从未停止过的追求。
《冰点周刊》并不认为，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
它孜孜以求的是，即使新闻已经变成旧闻，但其认识价值和文本价值历久依旧弥新。
《冰点周刊》强调新闻的思想性，但这种思想性是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
相对于许多媒体而言，《冰点周刊》更加看重新闻的表现性和可读性。
它不喜欢干巴巴的思想，而是钟情于那种“有表情的思想”。
《冰点周刊》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个时代的经典意象。
换句话说，它一直在张大眼睛注视着这个时代的“那一滴水”。
它摒弃宏大叙事，喜欢在细枝末节的表现中，让读者看到这个时代模糊的背影。
它的编辑的口头禅是：故事、故事、故事，细节、细节、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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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钩沉”围绕着民国“过去的那些人”展开，张季鸾、成舍我、杨度、叶公超、苏曼殊、梁遇春、任
鸿隽、翁文灏⋯⋯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轶事，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地“钩沉”再现。
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于此间一一复活，带
给我们阅读与感慨的同时，更留无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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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涌涛，中国青年报社编委、《冰点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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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张季鸾：民国故报人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
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
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
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
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人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
王芸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
”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
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
”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
。
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
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
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
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
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
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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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旧士:过去的那些人》编辑推荐：源自《中国青年报》的历史“钩沉”。
那些曾经的梦，那些事，过去的那些人。
过去的政客，过去的报人。
过去的艺人，过去的文人。
过去的教授，过去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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