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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马克思列宁开始，共产主义运动就十分重视报纸工作，十分重视舆论导向。
就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不但有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这样公开的机关报，还派了一
些像夏衍、黎澍这样高明的宣传干部去办左倾的“民营报纸”，还要一些隐蔽的党员去办色彩不那么
鲜明的报纸。
这样还不够，统一战线工作在新闻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像《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这些很有影响的报纸，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有时是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争取到他们在舆论宣传上的配合。
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报纸的负责人，直到编辑记者，许多都是有爱国心的、有
正义感的、有起步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对他们颇具吸引力，能够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这样
，统战工作就奏效了。
这些党外报纸也就心甘情愿地为共产党作宣传。
例如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新民报》首发了毛泽东的《沁园春》词，为他在文化人中间吸引了一批
仰慕者。
内战爆发，他们的同情在共产党这一方，国民党越来越看出他们的敌意，终于把他们封禁了。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新华日报》的发行寄递竭力加以阻挠，有机会看到的人是很有限的。
每日每时影响着广大知识界（主要是青年学生）、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的，是《大公报》、《文汇报》
、《新民报》这些报纸。
共产党就是通过这些报纸把自己的主张透露出去。
1949年人们对共产党的胜利持欢迎态度，这些报纸在争取人心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
原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的报纸刊物复刊了，这当然是极可欣慰的事情。
可是，要怎样办报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问题，就摆在这许多老记者的面前来了。
时代变了。
环境变了。
这些报人的地位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这里且举一例小事为例。
我没有去查考过，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每年9月1日被宣布为“记者节”，好像这节日并不是国
民党政府决定的，而是记者们公议决定的。
但是可以确定的说，共产党是承认过这个节日的。
某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标题就是《纪念我们自己的节日》。
我记得，每逢记者节，就有记者们的集会，并且发表一些保障记者权益的宣言或声明之类。
新中国成立，这记者节就被取消了：大约是1950年8月某日，总之是记者节前不久，报纸上刊登了一条
新华社电讯宣布了这事。
记不清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言人的名义，还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言人的名义宣布的。
理由大约是说：现在解放了，新闻记者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五一劳动节也就是他们的节日，不必
另设记者节了。
当然，几天之后的9月1日也就无声无息的过去了。
（前一两年吧，又宣布定某月某日为中国记者节了。
对不住，我忘记定的是哪一天了。
也不见有谁去反问：在“五一”劳动节之外另定一个记者节出来，是不是说要把记者从劳动人民中间
分离出来呢？
我知道的只是，这个新定出来的记者节，并不是保护新闻记者权益的节日，人们也不重视它，所以定
的是何月何日我也想不起来了。
）一片落叶报道了秋天的来临。
记者节的废除标志着新闻记者身价的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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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报人必须面对的新问题，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了。
1950年春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
《文汇报》的徐铸成在他的回忆录里记下了他参加会议的观感：“从此提出报纸要反对刊载社会新闻
，不得发表抒发个人感情及黄色、迷信的报道和作品；反对‘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报纸宣传要为党
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可慢些’，但要‘真实’。
总之，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确定下来了。
”从这一段文字的语气来看，他这一位老报人对这种新精神是颇为抵触的，他明白：他多年积累的经
验、习惯、业务知识，都已经不合时宜了。
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文件：《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
其实就是那“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的条文化。
应该注意的是：实际上这个文件仅仅针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共产党的党报。
对于事实上还存在的少数几家党外报纸，文件并无一字涉及。
这并不是忽略了这些报纸的特殊性，也不是起草文件的时候疏忽和遗漏。
而是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写上这一笔了，因为这时已经确定了将这些报纸消灭的方针。
如果听任这些报纸继续存在，对于实现“舆论一律”是颇有妨碍的了。
于是储安平的《观察》被新办的一本命名为《新观察》的刊物取代了，其实从人员组成、刊物的内容
、方向和原来的《观察》毫无一点延续性，仅仅封面上的刊名还是用原来的字体。
从此，那个锋芒毕露的时评政论刊物就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
《文汇报》呢，先是想把它改变成共青团的报纸，还是由胡乔木亲自出面找徐铸成谈的。
那时徐铸成还没有领会到上面已经下定消灭《文汇报》的决心，商谈没有成功，团中央于是创办了一
张《中国青年报》，而任《文汇报》苟延残喘，那时《文汇报》的困境在徐铸成的回忆录里有清楚的
反映：例如他记下了中共上海市委派了一个党员来担任副总编辑，这位仁兄很坦率地对人说：我来《
文汇报》，就是来消灭《文汇报》的。
最后呢，就是以一纸命令将《文汇报》改为教育部管的《教师报》了。
这里我可以插说一件我直接知道的事。
1949年9月，我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社工作。
当时长沙还有一份中国民主同盟的报纸《民主报》，我是亲眼看见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承受的种种压
力，终于办不下去，不久就停刊了。
人员星散，有几位还调到我们报社来了。
《文汇报》的复活，是在那个短暂的“不平常的春天”。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人民日报》由每天4版扩
大为8版，《文汇报》以原班人马在上海复刊，一时显出有意扩大知识分子发言的空间。
可是和雪莱说的不一样，春天来了，冬天就不远了。
这个“不平常的春天”实际上是那个肃杀的冬天——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曲。
说来也有趣，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写的一篇重要的反右派社论，题目就是《不平
常的春天》，这篇文章还曾经编入中学生的语文课本里。
对于新老报人来说，这场反右派斗争真正是肃杀的冬天。
这是当然的，毛泽东在表明他决心发动反右派斗争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里，突出地提出了新闻
界。
他说：“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再争全部。
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谈到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文章指摘说：“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
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
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
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
”这罪名已经够大了，还有更要命的呢：“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这就属于犯罪的性质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报人的故事>>

在这篇文章里，再没有对另外任何一个界别说得像新闻界这么重，这么多的了。
在这篇文章之后，毛泽东还发表了两篇批判《文汇报》的文章，足见他对新闻界状况关注之深。
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反右派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肃清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
而这许多体现“资产阶级方向”的老报人首当其冲，成了这一场斗争的打击对象。
像储安平、徐铸成、浦熙修这些人，从此脱离了新闻界，不但不再是报人，甚至不再是享有人权和尊
严的正常的人，被划成“右派分子”了。
这些事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重要一章，虽说只是从新闻界这一个角度着眼，反映出来的却是
整个的历史，这段历史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夏和顺先生有志于此，广泛收集资料，写出了十二个老报人的经历，写出他们早年亲共的态度和晚年
悲惨的结局，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
我原先读过夏和顺先生和他的老师易新农先生合著的《叶启芳传》（叶启芳先生也是一位有着报人经
历的右派分子），十分佩服，曾经发表我的读后感，也就因此同他有了交往。
现在他的新著脱稿，给了我先读的荣幸。
并嘱作序，我就趁此机会说一点自己对这一页历史的看法，并祝贺他新作的问世。
朱正2009年10月23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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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储安平、王芸生、罗隆基、浦熙修、徐铸成、聂绀弩、赵超构、萧乾、杨刚、范长江、邓拓、恽
逸群，是中国新闻史上、报业史上熠熠闪光的明星。
他们形形色色，或左或“右”。
在旧时代，他们都不失为敢于向强权抗争与揭露社会不公的斗士，而进入新社会之后，面对新问题，
他们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彷徨、困惑⋯⋯
作者以凝重冷静的史家笔墨，展现了他们的个性与才情以及在时代风云变幻下起伏跌宕的个人命运和
心路历程。

十二个人的悲情人生，是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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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和顺，安徽郎溪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学士，中山大学文学硕士。
媒体从业人员，现供职于深圳某报。
近年从事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岭南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著有《叶启芳传——从教堂孤儿到知名教授》（合著）、《全盘西化台前幕后——陈序经传》、《容
庚传》（合著）等，与人合编过《深圳九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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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11月4日，我在日记中写道：“突然死亡，‘法制报’明天停刊。
”上午10：30，深圳报业集团在38楼会议室召开《深圳法制报》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党组会议刚
刚作出的决定；11时许，在西二楼会议室召开全体在编人员会议，宣布解聘所有临聘人员。
    那前后是我情绪最低落的时段之一。
我供职十多年的《深圳法制报》突然被迫死亡，进入不惑之年又重新面临着就业(又叫上岗)的难题，
并且悲伤地发现，在别人的刀俎之间，我们只是一块不起眼的鱼肉。
为饭碗，也为尊严，我曾给某主管领导写过一封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后，掀起一场小小的风波。
    那段时间，我一时兴起，想做自由撰稿人，“自由”这两个字诱惑着我。
但我的志向被好心的朋友们劝阻。
他们说：当自由撰稿人，你会饿死的；你饿死事小，你的家庭呢？
    自由撰稿人没当成，但我还是做过一些尝试，眼前的这本小书就是结果之一。
    《深圳法制报》的死亡，引发了我对中国新闻史的兴趣。
文学是人学，新闻也是人学。
如果离开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新闻人，新闻史也就变得苍白无力。
1949年前后，中国天翻地覆，报业被大规模改组，报人们也经历了再就业(或者叫上岗、转岗)的过程
，他们是如何面对“饭碗与尊严”问题的？
他们是如何从“书生办报”转向“政治家办报”的？
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今天报人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何区别？
当然，当年绝大部分报人都被历史的洪流淹没，他们的心路已经无迹可寻，我广泛搜求，选择了曾在
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重大影响的12位老报人，将他们的遭遇和心路写成这本小书。
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现代新闻史的有益补充，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对有志于新闻事业及这段历史的读者有
所裨益。
    我首先要感谢朱正老师，他于1949年进入《新湖南报》社工作，我拜读《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
鸣到两家争鸣》时，已经知道他的这段经历。
他本人还不在我所关注的“老报人”之列，但他写的《报人浦熙修》却给了我写这本书最直接的触动
。
本书初稿完成后，我抱着试探的心理呈请朱正老师审读指正，并希望他能赐一序言。
没想到他一口答应，并将书稿介绍给北京某出版机构。
朱正老师与我素昧平生，当年的出版计划虽然搁浅，但他奖掖后进的殷殷之情令我感念不已。
    我要感谢花城出版社和林贤治老师、倪腊松、苏灿明先生。
林贤治和倪腊松在百忙中读完了本书初稿，并提出积极的修改意见；倪腊松先生特为本书扉页题写书
名；苏灿明先生严谨认真，他的编辑工作使本书增色不少。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徐琼，她的支持使我渡过最困难的时期。
我的师兄刘中国多年来一直在鼓励我，没有他的鞭策，这本书不可能完稿。
还有我当年的同事们，那一份战友的情谊对我是一种有力的慰藉。
    12位历史当事人和有关专家学者的著述使我受益匪浅，我在所附参考书目中已将他们的名字和著述
一一列出，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书中错漏在所难免，唯望读者方家批评指正，匡我不逮。
    作者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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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报人的故事》编辑推荐：张喵喵是一个很扎实的作者。
她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和造作的比喻，看似平实直白的叙述，流畅的一气呵成的故事，却总有感人
肺腑的结局和击中人心的力量。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她以平静而简单的风格来讲述一个少女从出生到三十岁所经历的一切，希望能以
“治愈系”的情节来缓解人们在浮躁的社会中，因各种压力而造成的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以“猫”这种动物为一条主线，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柔软与单纯，间隔叙述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愉
快或受挫的经历，直到结尾仍未丢失积极的生活心态。
在立意上比一般类型的青春文学更具积极意义。
这部小说同时也是作者献给自己和在病中的亲人的一本书，以多年的人生经验来激励自己和他人，要
努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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