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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蓝鸿文老师约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一书作序，我年事已高，近两年健康状
况也不好，有些力不从心，但我还是同意了，因为我被他的执著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蓝鸿文老师从事新闻教学工作已经五十多年了，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教育工作者。
他工作很忙，但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研究长江的生平事迹和著作，发表了几十篇研究长
江的论文。
他的文章材料丰富、文风严谨、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在新闻界影响很大。
蓝鸿文老师被大家公认为研究长江的专家和权威。
1984年，蓝鸿文老师指导他的几位研究生打算沿着当年长江在西北采访的路线去采访，我听说后非常
支持，并为他的这几个学生“壮行”，那是我第一次和蓝鸿文老师见面认识。
1986年，我又和蓝鸿文老师有了第二次接触，共同参加了在四川召开的范长江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研
讨会。
通过接触，我对蓝鸿文老师有了很深的印象。
他为人诚恳、热情，对长江的生平很熟悉，常有独到的见解。
看他写的文章，听他的发言，总是受益匪浅。
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为了研究长江，查遍了1934年以来几乎所有刊载过长江文章的刊物和报纸，例如
，《北平晨报》、天津的《大公报》、抗战初期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办的《新闻记者》月刊、重庆
的《新华日报》、香港的《华商报》、华中的《新华日报》、延安的《解放日报》、解放初期的《人
民日报》，等等。
他还到长江的故乡内江和长江采访过的一些地方做过实地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我被他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感动，他发表的几十篇论文，就是他多年来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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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4年，蓝鸿文老师指导他的几位研究生打算沿着当年长江在西北采访的路线去采访，我听说后
非常支持，并为他的这几个学生“壮行”，那是我第一次和蓝鸿文老师见面认识。
1986年，我又和蓝鸿文老师有了第二次接触，共同参加了在四川召开的范长江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研
讨会。
通过接触，我对蓝鸿文老师有了很深的印象。
他为人诚恳、热情，对长江的生平很熟悉，常有独到的见解。
看他写的文章，听他的发言，总是受益匪浅。
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为了研究长江，查遍了1934年以来几乎所有刊载过长江文章的刊物和报纸，例如
，《北平晨报》、天津的《大公报》、抗战初期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办的《新闻记者》月刊、重庆
的《新华日报》、香港的《华商报》、华中的《新华日报》、延安的《解放日报》、解放初期的《人
民日报》，等等。
他还到长江的故乡内江和长江采访过的一些地方做过实地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我被他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感动，他发表的几十篇论文，就是他多年来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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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蓝鸿文，1929年生，四川隆昌人，教授，中共党员。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毕业于重庆南泉新闻专科学校、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
1948年开始在报上发表新闻通讯作品。
1951年8月至1955年8月，在西南《新华日报》和《西康日报》任记者、编辑。
1955年10月调初创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1971年参与创办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曾任北大新闻专
业分党总支书记、人大新闻采访写作教研室主任等职。
199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次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津贴。
2005年教师节，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本校首批“荣誉教授”称号。
长期从事新闻采访写作教学和名记者研究。
独著、合著、主编著作13部。
其中，《新闻采访学》第二版获2002年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优秀教材一等奖；《面向新闻界》获1998年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新闻传
播学系列二等奖；另有部分文章获各种奖项。
2008年出版了《一道靓丽的风景一一老革命家新闻通讯作品选析》一书，获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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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序四序五在研究范长江的路上(自序)范长江新闻作品研究为选编范长江在北大写的消息
和通讯加的按语附范长江作品范长江任大公报记者期间发的新闻专电范长江任大公报记者期间发的新
闻专电(续)《国闻周报》编辑怎样评论范长江的作品范长江三次写红军长征五十年前范长江笔下的红
军长征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的七篇佚文关于选编对范长江红军长征报道评论材料的说明材料之一：周
恩来等老革命家老同志对范长江红军长征报道的评论材料之二：《大公报》和原大公报人对范长江红
军长征报道的评论材料之三：新闻学著作对范长江红军长征报道的评论从一篇通讯看范长江惊人的分
析和判断能力既有全局高度又有政策观念——读受毛主席表扬的范长江的两篇通讯附：名记者范长江
报道苏北根据地观感范长江有哪些新闻作品未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给读者提供一个研究目录
范长江新闻活动研究当记者，从学生时代开始——范长江在北大的新闻活动范希天在北大除“长江”
外，还用过别的笔名吗?——对一个笔名的考证范希天等1933年发起组织“北大学生前线视察慰问团”
的11次连续报道说明了什么?——对一份研究范长江材料的透视解读毛泽东书信、电报、批语中的范长
江一本创造出版奇迹的书——关于《中国的西北角》版数的初步考证及其他《中国的西北角》到底出
了多少版?范长江去西北采访真没拍过照片吗?范长江抗战前发表了多少新闻照片——兼谈值得研究的
几个问题抗战初期活跃在山西战场的大公报记者寄希望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邹韬奋范长江
等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电的研究关于范长江西北采访的几个史实问题——给《新闻战线》编辑
的信附：季音同志复信范长江采访陈嘉庚附：陈嘉庚先生印象记长范长江与爱伦堡范长江与李白纪念
馆为长江先生校正记忆之误——读《我的自述》给《范长江》电影剧本作者东生的信同内江市电视台
记者谈范长江记者生涯《范长江与青记》：研究范长江的新成果范长江通讯在海外影响的新发现——
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所见让日本人民了解范长江——和《塞上行》译者岸田五郎的一次会见范长江
新闻思想研究范长江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贡献乡亲们一直惦记着他——范长江故乡访问记(一)长城
谈长江的思想性格——范长江故乡访问记(二)从范长江三次采访看记者的素质应该怎样还历史的本来
面目?——对《范长江与红军长征》一文的意见附：范长江与红军长征——兼论范长江的世界观转变人
是新闻事业第一重要资本——学习范长江关于培养新闻干部的思想学习范长江研究范长江——纪念范
长江诞辰90周年附录《西北采访万里行》前言立足改革勇探新路——指导两名研究生去西北采访的体
会路，靠我们自己去开辟——指导新闻业务研究生实习的做法和体会附：天府风来桃李红——写在《
巴蜀潮涌夔门开》出版的时候在红军长征战斗过的地方——江油记事范长江生平大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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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1929年进入天津大公报、1935年担任大公报编辑主任、1941年张季鸾逝世后继任总编辑的王
芸生，与1948年5月起任代总经理的曹谷冰合写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①中，谈到旧大公报
国内外特派员人才众多这个特色时，说：“大公报的旅行通信也有特色，初期到各地方旅行写通信兼
摄影的有汪松年，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写旅行通信的有杨汝泉，以绘画作写生通信的有赵
望云，其后接着有范长江的旅行通信，写出《中国的西北角》，报道了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完
成，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成为一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的战地通信甚为出色。
写上海战事的有杨纪。
特著成绩的是以范长江为首的战地特派员的战地通信⋯⋯”值得注意的是，王、曹二位大公报高层领
导人文章中提到的国内外特派员和社外写战地通信的不下50多人，其中以“一大贡献”四字来评论范
长江的旅行通信，以“特著成绩”四字来评论以范长江为首的战地特派员的战地通信，却是绝无仅有
的。
6．1927年年底以半工半读方式进入国闻通讯社、1929年调人天津大公报工作、抗战时期一度任桂林版
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又一度任上海版总编辑的徐铸成，在《滔滔万里长江》一文②中说，长江在任大
公报北大通讯员时，他任教育版编辑。
长江1935年去报馆访问，就是他陪长江一起去见胡政之的。
关于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他是这样评论的：“1935年下半年，他的西北旅行通信陆续在报上发表（
后来编辑出版《中国的西北角》），轰动了全国。
这不仅因为这样的体裁是中国新闻史上独创的，而且他是跟着红军长征刚走过的足迹，描述当时当地
的实际情况，和西北高原的风土人情、人民疾苦。
他的文章又写得气势磅礴，细腻生动，使读者大大扩展了眼界，首次了解长征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地上，投射出一线光明。
”“以后，长江的旅行通信，就成为《大公报》的最大特色之一。
今年，马荫良先生和我闲谈报界旧事，他说：当时《申报》对长江的通信极为震动，也曾派记者出外
写旅行通信，但总是写不出长江这样好的通信，竞争不过《大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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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一书终于完稿付梓了！
此时，我除了欣喜和宽慰之外，心里有许多感激的话要说。
这本凝聚着我20多年心血的书能够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长江同志的家人，特别是长江同志的夫人沈
谱同志。
1984，年，当她听说我指导的几位研究生要沿着当年范长江赴西北采访所走过的路线去采访的时候，
专门设宴为他们壮行。
此后的20多年中，她始终在关注和支持我的研究工作。
去年当她听说我要编辑此书时，不顾年迈体弱为我写了序言，给了我很多鼓励和鞭策。
长江同志的儿子范苏苏和范东生，还有范长江的胞弟范长城也都一直在关心和支持我的研究工作。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老领导安岗同志。
从1955年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开始，我和他交往已有50多年了。
这期间虽然人间沧桑，环境多变，可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对我的教学和研究始终不断给予鼓励。
1995年，他就为我的《面向新闻界》一书作过序，这次他又欣然应允为此书写序。
这篇由他口述笔录而成的序言，热情洋溢，思想深刻，既浸透着他对长江同志的崇敬之情，也饱含着
对我的关爱之心。
第三，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领导和同志。
自从我1955年留校任教以来，新闻学院始终是我工作的舞台和精神的家园，学院领导和同志们一直在
关心着我，帮助着我。
20多年前，当我提出要研究范长江时，学院领导就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积极支持我开展调研，
并且给我指导的研究生提供沿当年长江西北行路线采访的经费。
近年来，我身体不好，学院领导一直关心着我的健康和治疗，使我感觉到了组织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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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范长江）的名字都很熟悉。
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周恩来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甘肃、陕西地区时，收集到一些报纸，发现一些长江署名的
文章，在我军尚未长征前即判断我们可能要放弃江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分析了红军为什么要离开
根据地进行转移，并对红军长征过程和下一步的动向做出了估计，大家感到很惊讶，都为长江同志的
过人才华而赞叹不已。
　　——张震我很注意红军长征北上的消息，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报道中获悉中央红军1935
年10月已到达陕北。
进步学生都很高兴。
我的心头很自然的闪过到陕北去参加红军的遐想。
　　——黄牟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
由这些报道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
。
但是长江仍然是一名小兵，是毛泽东麾下的最忠诚、最勇敢、最机智的一名小兵。
　　——胡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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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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