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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  

    太行深处，朱德总司令谈笑间曾对华北《新华日报》如此嘉许。可以说，这也是“新闻”

在中国抗战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形象写照。  

    回望漫长而严酷的１４年抗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新闻界和众多  

新闻记者始终活跃在抗战“第一线”。这个“第一线”，包括在战场，在大后方，在敌后根据

地，乃至在香港、在东南亚，在欧洲……到处都有勇敢无畏的新闻记者的身影。  

以笔为枪，在国家危亡之际绝对是一件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民族

浩劫，众多新闻记者和进步报人义无反顾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他们笔下真实的所见所闻、深

切的所感所叹，强烈的所爱所恨——蕴满着一个民族不屈的呐喊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申报》发表大量支持抗日救国运动

的文章和新闻。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十分恼火，他找到当时《申报》的主要负责人史量

才，威胁说：“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１００万兵。”而史量才则反唇相讥：“对不起，我

手下有１００万读者。”  

    史量才何许人也，相信包括新闻界自己在内也没多少人能说得上来，但面对抗日救亡这个

民族大义，有如此风骨和胆识，在当时的新闻同仁中可谓比比皆是。  

    日军侵占山海关的那年，深感民族危机日重而焦虑不已的范长江，放弃北大哲学系的学业

开始自己的新闻生涯。两年后的１９３５年７月，他由成都出发，用１０个月的时间，行程６

０００多公里，踏遍西北地区４８个县市，边走边写，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系列报道。这

些后来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的通讯，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让

读者真切了解到西北地区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由此成名的范长江，日益关注中国的局势和战争的发展。１９３７年２月，正在绥远前线

采访的他听闻“西安事变”的消息，他以敏锐的新闻和政治眼光意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他不

顾路途遥远，重重封锁，星夜赶往西安。当他终于在２月３日只身一人走进气氛紧张、局势未

卜的西安城时，见到他的朋友都面带惊异。  

    范长江却镇定自若，立刻开始接触、采访各界有关人士。２月５日天津《大公报》头版头

条加框发出他的西安急电：“陕局和平解决初步已告成”。随后，他又分别在西安和延安与周

恩来、毛泽东作竟夜长谈。作为第一个从国民党统治区到延安采访的新闻记者，他认真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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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大为兴奋。他日夜兼程返回上海，于２月１５日

在《大公报》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时评。他在这篇文章中大声疾呼：“中国此时不

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御国家之生存。”      

    这篇报道第一次在国统区公开揭示西安事变的真相，第一次正面报道了中共的政策和立

场，因而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特大新闻”。  

    以极大热忱投入抗战报道的新闻记者，都怀着这样一腔热血。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深

夜，２１岁的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被枪炮声惊醒。他坚决要求到第一线采访报道，并拒绝

了报社为上前线采访记者办理的人身保险：不惜以死报国，何须保险？！  

    陆诒在隆隆的炮声中踏进１９路军在闸北的阵地，在这里，他采访了公然“违反上峰命

令”最先还击日军的宪兵三营营长李上珍，采访了１９路军军长蔡廷锴，采访了从南京率军支

援淞沪战役的第５军军长张治中，发出一篇篇我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前线报道。  

    这是他在新闻中记录下的我军将士的报国决心：“我们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

果牺牲，希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保卫我国神圣领土（张治中）”。  

    从这次起，陆诒的脚步始终追随着抗日的炮火。８年抗战中，他约有４年时间奔波在各个

战区、战场和阵地上。从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娘子关战斗、台儿庄

战役、武汉会战到敌后游击队，他足不停步，手不离笔，写下的大量战地报道和对抗战风云人

物的采访，连起来几乎就是风雷激荡的半部抗日战斗史。  

    “那时的人们对抗战新闻特别关心”，８６岁的李普回忆起６０多年前自己在重庆新华日

报的记者生涯，脸上呈现的是一种平静的向往。在他到处散落着书籍、杂志的家中，没能找到

一本叫《光荣归于民主》的集子，他说，那时他在报纸上开了个专栏叫“漫谈解放区”，从各

种能获得的公开资料中了解解放区的抗战和各方面情况，然后以随笔、漫谈的形式介绍给重庆

和大后方的读者。显然，专栏颇受读者欢迎，所以，抗战刚一胜利，当时的报社研究室主任胡

绳就将专栏所发文章带到上海结集出版，定名为《光荣归于民主》。  

    “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投降的消息”，李普告诉我们，当年这个消息一传来，所有的人都

跟“疯了似的”，为了尽快让群众知道，重庆各家报纸都发了“号外”，大街小巷报童的喊声

此起彼伏：“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从事抗战报道的记者几乎和战士一样每天面对着敌人的炮火。凭着

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和无畏，他们用笔、用镜头记录了中国抗日军民的英勇，侵华日军的残

暴和每一次重大事件、战役的发生发展——染着硝烟的文章见证中华儿女奋起抗敌的历史  

    长年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幅历史照片《切断敌

人供给线》，被认为是反映全民抗战的代表作之一。拍摄这幅照片的李峰，对当时的情形记忆

犹新。   

    “那是１９４４年在山西忻州南同蒲铁路拍摄的。那年我刚满１９岁，在晋察冀军区第二

军分区搞摄影，全部的‘家当’只有一台折合式蔡斯照相机。”  

    李峰说，那天晚上他跟随部队和民工去破坏敌人的铁路线。这些铁路线，大都在敌人的碉

堡的视线和炮火射程范围之内。为了不过早暴露目标，民工们撬铁轨的过程中他根本不能拍

照，只有等干得差不多要撤退前，才能使用镁光灯，来个“一锤子买卖”。李峰记得，那天他

和团政治处主任林真配合，他准备好就喊“一二”，打开相机快门，林真紧跟着划火柴，点燃

闪光灯的镁光粉。   



    黑夜里突然闪起一片白光，民工们撬起铁路大翻身的生动场面就这样拍进他的镜头。这

时，指挥员立即招呼队伍马上撤退，他们刚刚跑着离开现场，敌人的炮弹已经呼啸着朝刚才闪

光的地方打去。  

    李峰后来成为新华社著名文字记者，但他家客厅的墙上，一眼可见的却是这张年轻时的摄

影作品。       

    当年年轻的战地记者，如今都是耄耋老人了，但他们身上却总有种英武之气弥而不衰。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带着武器，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把人民愤怒的心火和

子弟兵的胜利拍进镜头，把敌人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印成千万张照片……”  

    这首诞生在６５年前的《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现在可能鲜有人知了，但８４岁的

袁克忠，这位在抗战期间几度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却至今牢牢记在心上，唱在口中。  

    “１９４２年是冀中抗日最为艰苦、残酷的一年。我多次化装潜入敌人碉堡，拍摄日寇实

行‘三光政策’残暴罪行的照片。一次被日本宪兵队发现抓住，他们用压杠、灌凉水，还当着

我刺杀其他被捕同志来威逼我，但最后也没能从我嘴里得到半点口供。”  

    死里逃生的袁克忠依然手里拿着枪、怀里揣着照相机，在敌后根据地采访拍摄。像他一

样，几乎每个坚持在抗战前线的记者，都有过一次次的历险经历。所谓危险，对于他们几乎就

是“家常便饭”。  

    所以，一直和八路军转战敌后的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诙谐地形容他们

的工作状态是“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和枪杆齐飞”。  

    这样的考验，非有极大的勇气和坚韧所能承受。可是，不仅大批中国新闻工作者不断涌向

前线，许多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和世界不同国家的新闻记者，也以记者的良知积极投身中国的

抗战报道。  

    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５０多位外国

新闻记者，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历尽艰险陆续到延安和抗日根据地采访，真实报道我国军民

的抗战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名作《西行漫记》《中

国未完成的革命》《人民之战》等出版后，更是举世瞩目，至今为各国读者关注。 

惨烈的抗战期间，仅在敌后根据地，牺牲的新闻工作者就数以千计。他们当然珍视自己的生

命，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为了正义与和平，为了自由和解放，他们义无反顾——用生命的奉

献筑起精神的丰碑  

    “我多么怀念他们啊！”当年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吕梁分社的随军记者，８６岁的马明老

人，现在还总是想起那些以身殉国的同事和战友。“那时，日军频繁扫荡，条件极为艰苦，我

们这些人既是记者，又是战士，８年中，仅新华社就有１１０位好同事‘壮烈’了”。  

    这段血与火的日子，永远深藏在老人心里。  

    新华社烈士纪实中，一一记载着这１１０位烈士的名字和牺牲过程。让人忍不住悲慨万分

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竟是如此年轻，２０、２１、１８岁……其中，华北总分社的译电员王

健，只有１６岁。  

    花一样的少女，花一样的季节，青春的鲜血泼洒在太行上。  

 



    更让人不能不从心里震撼的，我们的这些前辈，竟个个死得如此刚烈，如此决绝，如此荡

气回肠！  

    何云，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同时还担任着《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从１９

３９年元旦这份报纸创刊起，何云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忙碌不停。“百团大战”时，他亲自

带着记者和油印机，日夜坚守在火线上，写完报道，立即就油印发行！  

    何云给报纸定位于“报道与记载华北抗战中一切可歌可泣之伟大史迹”，“反映华北抗战

之曲折经历和宝贵经验”，“成为全国各抗日党派、团体、爱国同胞之共同喉舌”。在繁忙的

领导工作同时，他还自己操刀写作大量时评、社评、社论等文章。当时有读者称道说：“你们

的报纸，每到时局严重的关头，一定吹起号角，打响警钟。唤醒军民……”  

    １９４２年５月的那次大扫荡，疯狂的日军以３万多人包围了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

途中，何云和一支小分队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只好利用山野灌木丛同敌人周旋。即使在这样的

情况下，他还不忘架起收报机，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５月２８日黎明，他们被搜山的敌人

发现，敌人向他们疯狂射击。何云一边沉着应战，一边交代身边的同志说：“不要把子弹打

光，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决不被俘虏受辱！”  

    不幸，何云被敌人射中，身负重伤，血流不止。医生赶忙前来抢救。他却对医生说：“我

的伤不重，快去抢救其他同志吧！”  

    当医生再返回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时年３７岁，新婚不足半年。   

    同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黄君珏，一位３岁孩子的母亲。６月２日凌晨，黄君珏和另

两位战友在突围中攀上细长、笔直的道士帽峰，藏身峰顶一个山洞。在这个宽约１米、深不足

１丈的山洞里，他们和１００多名搜山的日本鬼子周旋了整整一天。当１０多个鬼子冲到洞口

时，黄君珏跃身而出，持枪猛烈射击，几个鬼子应声倒地。  

    被激怒的敌人不敢再接近洞口，就用绳子吊下柴火，浓烟和火焰灌进小小的山洞。  

    子弹已经打完，火光伴着夕阳映照着他们年轻的脸，伤口流出的血染红了崖壁。黄君珏在

岩石上狠狠地砸断了手枪，用尽最后的力气，纵身一跃，乌黑的短发在半空扬起……  

    此时此刻，她的丈夫因身负重伤就隐蔽在不足５０米远的对面山洞，心如刀搅的他亲眼目

睹了妻子跳下悬崖的身影……  

    这样的女子，这样的死，天下所有的文字都显得如此苍白！  

    还有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的德国共产党员希伯，１９４１年９月他来到八路军１１５师

驻地，两个月里他写下《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和《八路军在山东》《为恢复山东而斗争》等

长篇通讯，“把亲身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人民。”  

    １１月２９日，一个飞雪纷纷的傍晚，希伯突然遭遇敌人，他一连击倒几名日军，最后寡

不敌众而战死。这位世界驰名的德国记者，长眠在中国山东大青山五道沟下。  

    英烈的名字，使中国的抗战新闻史分外凝重。想起黄君珏的丈夫后来给岳父写信时所言：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概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作为后来者，我们有如此之前辈同行，概属无上光荣和自豪。  

    新闻转瞬即逝，但它们记录历史却绵延不绝。追随着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而从未间断的一



篇篇新闻报道，穿越流淌的岁月成为我们民族的记忆。时至今日，面对这些用热忱、勇气、良

知和生命写就的文字，仍会感到一种气息，一种脉动，一种火焰般的燃烧。  

    一代优秀的抗战新闻工作者，在这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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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评论记者机制的现实可能性 (2007-6-22) 

· 对外国记者用中文提问所想到的 (2007-5-14) 

· 出镜记者——占据BTV报道现场 (2007-4-13) 

· 奥运会来临中国记者准备好了吗 (200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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