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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新民一周

“手无寸铁百万兵”

在新民晚报的报史长廊上，陈列着 10 幅 88 年历史中最

经典的版面样本。大部分版面许多人都十分熟悉了，

但是有一幅纸张泛黄、字迹已经模糊的版面，却常常吸引了

很多人的关注。从已经有些难以辨清的日期上，可以依稀看出，

这是 1945 年 11 月 14 日，新民晚报前身、重庆新民报晚刊的

版面。

　　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版面，记录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1945 年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进行国共和谈。

和谈期间，除了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之外，另一件轰

动山城的事件，就是毛泽东词《沁园春·雪》的首次公开发表。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时成为大后方人民最激动、

最兴奋的关注焦点，也使得山城内外一时洛阳纸贵，都纷纷

以一睹毛泽东词原文为荣。无数人为《沁园春·雪》折服，

蒋介石在羞愧之余，命人重新填词和之，试图追上毛词水平，

却无一得逞而羞于露面。

　　首次公开刊登《沁园春·雪》的报纸，就是这张 1945 年

11 月 14 日重庆出版的新民报晚刊，当时的版面编辑叫吴祖光。

　　这是新民晚报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件事，也生动地解读

了即使是在当时的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在人民心中、

在媒体与新闻工作者中，具有的巨大影响力。那时，毛泽东

诗友柳亚子首闻《沁园春·雪》，阅毕深深为之折服，想法

要让这首词公开与读者见面，最后是新民报晚刊赢得先机。

在当时的环境下，刊登这首词不能不带有风险，但词作的全

文刊登，充分显现了国统区新闻人心向光明的景象。

　　这样心向光明、追求理想的景象，在当年中国新闻人中间，

并不是个别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影响，很早就感染了

许许多多愿意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中国人，特别是许多有

理想的新闻人。“11·8”记者节的来历，就生动地体现了这

样的情形。

　　1937 年 11 月 8 日，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淞沪战场硝烟

弥漫之际，在上海今天南京东路背后、天津路与山西路交界

处的南京饭店，24 位青年记者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在这里成

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当晚 19 时，“青记”成立大会

正式举行，出席成立会的 15 位代表中，有 9 位是中国共产党

党员。

　　“青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界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组织，以爱国、进步、责任、担当为基本宗旨，先后成

立四十多个分会，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记者用笔作枪，唤起

民众投入抗日救亡，在我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青记”成员始终活跃在抗日战争最前线，被誉为“手

无寸铁的百万兵”。台儿庄会战中，范长江整日整夜贴身跟

随战役主将，最早发出反攻胜利的消息。《大公报》因此而

发了“号外”，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战火中，“青记”

的记者们总有办法先人一步向后方发回战情捷报，极大地鼓

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青记”有自己的会歌《青年记者》，至今听来依然激

昂奋发：“我们要用鲜血写出民族的雄姿……我们要用双手

广播革命的火种。”

　　由于国民党政府严格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国外媒体通过

中央社的稿件了解不到国人抗战的真实情况和声音。为此，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青记”负责人范长江以学会成员为主

要骨干，组建了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以专论和

通讯稿形式向国内外 150 多家报纸供应稿件。存在仅 3 年多

时间的“青记”，以宣传抗日、发展中国新闻事业等为己任，

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0年，国务院正式将“青记”成立的这天，确定为中国“记

者节”。

　　 2017 年 11 月 8 日，是第十八届中国记者节，也是中国

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 80 周年的日子。

抚今追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年有理想、有抱负的

进步新闻人，曾经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过灿烂的篇章。如今，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中国新闻人有着更加重

大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

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这是新闻人的指南，也是圭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