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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志 >> 上海新闻志 >> 第十编人物 >> 第一章人物传 >> 节

曹聚仁（1900～1972）

        

字挺岫，笔名思、丁凡、阿挺。浙江浦江（出生地今划归兰溪市）人。 

民国4年（1915年）9月至民国10年（1921年）7月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参加五四反对旧礼教

斗争，业余为《之江日报》写稿。民国10年（1921年）从一师毕业后到沪，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书、办杂志、做记者的生涯。他在上海

生活了20多年，起先在邵力子提携下创办沧笙公学，同时为邵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写稿。民国12～24年（1923～1935

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并在复旦大学、持志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等校兼课，讲授国文、历史、新闻学等课程，

业余为《申报·自由谈》、《社会日报》、《立报》等撰写评论与杂文，为香港《星岛日报》撰写通讯。民国21年（1932年）8月起，

在上海创办与主编《涛声》周刊。民国24年（1935年）3月与徐懋庸合作创办《芒种》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他以“客卿”身份应聘为中央通讯社特派记者，到前线采访，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南各战区；同时为《申报》、《大

晚报》、《立报》、《社会日报》采写战地通讯。民国30年（1941年）应蒋经国邀请，一度在江西赣州主持《正气日报》，担任主

笔、总经理兼总编辑。抗日战争胜利后，主编上海《前线日报》，兼任复旦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新闻学教授，政治上主张“第三

条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一半是留恋，一半是旁观”。1950年夏，应邀担任香港《星岛日报》编辑，客观地报道新

中国情况，遭到右派报纸的围攻。从1956年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起，曾6次回大陆采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

见。所写通讯，对新中国的成就作了广泛的报道，并表示“决意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听从先觉者的领导”。1959年起，主持香港

《循环日报》笔政。1972年7月23日病逝于澳门。著作有《大江南线》、《采访外记》、《采访新记》、《我和我的世界》、《万里

行记》、《曹聚仁杂文集》、《上海春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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