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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国将每年的11月8日定为
记者节。选择这一天是为了纪念 1937年
11月 8日，范长江等左翼新闻记者于上海
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作为我
国现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中
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忆西蒙》等作品已
成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上的不朽名篇，以
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也成为我国新闻记
者的最高奖。

“身上不再保留国民党一点东西”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 10月 16
日出生于四川内江县田家乡赵家坝。长
江是其投稿时所用的笔名，并以此行世。
范长江中学即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1927
年就读于中法大学重庆分校时因积极参

加群众活动被驱逐，不得不
前往当时的大革命中心武
汉。

在武汉，范长江加入了
贺龙任军长的革命军第 20
军学兵营，并参加了南昌起
义。南下过程中，他与部队
失散，伤病交加的范长江甚
至被收尸人误以为去世。

此后，他欲“从读书中
找出路”，于 1928年夏天前
往南京，考入中央党务学
校。在校期间，他的思想逐
渐从旧三民主义转向社会
改良主义，并加入了国民
党。九一八事变后，范长江
对国民党在国土沦陷后的
不抵抗与“漠然置之”态度
深感失望。当时，中央党务
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加入国
民党，而范长江觉得“加入
国民党，是奇耻大辱”，最终
决定与国民党决裂，另外找
出路。他换下学校发给的
衣物，丢下国民党党证，愤
而离开学校，“身上不再保
留国民党一点东西”，与国

民党彻底决裂。

“中国的出路，在我来说，是找到了”

1932年秋，范长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
系。第二年开始为《北平晨报》等撰稿，由
此走上新闻道路。1933年 1月，日军攻占
山海关，京津两地日军横行，范长江意识
到“原定的从读书中找中国出路的方针，
行不通了”。他“很想把自己所见报告出
来，提起国人的注意”，这是他成为新闻记
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范长江主张记者要有抱负，“穷毕生
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
从群众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当时的
问题有两个，那就是红军北上后中国的动
向以及抗战后西北的状况。为回答这些

问题，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
旅行记者的名义，自天津只身北上，经青
岛、上海至重庆，而后自成都出发，经兰
州、入祁连山，历时十月有余，足迹遍布五
省，行程一万两千余里，撰写通讯百余篇，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考察。范
长江对红军长征的报道早于斯诺《西行漫
记》至少一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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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及
红军的了解。

为深入了解陕北状况，范长江请求赴
延安采访并获批准。1937年 2月 9日，范
长江到达延安，当晚受邀在毛泽东的窑洞
做“竟夜之谈”。这次长谈涉及“中国现阶
段革命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
关系”“抗日战争的战略”等重要问题。
1969年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称，“这十
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
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
并欣喜地表示“中国的出路，在我来说，是
找到了”。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范长江放弃写书
计划，自西安返沪，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抗
日。他不仅在《大公报》发表《动荡中之西
北大局》等通讯，还在《国闻周报》连载通
讯《陕北之行》。《陕北之行》发表时恰逢国
民党三中全会召开，范长江的通讯令与会
人员大为震撼，也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
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

为推进新闻战线的抗敌斗争，1937
年 11月 8日，范长江和胡愈之、夏衍等一
批左翼记者建立了爱国新闻工作者统一
战线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史称

“青记”，即中国记协的前身。次年 3月，
更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并于汉口召
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范长江当选为常
务理事。

1938年秋，范长江拒绝了《大公报》经
理胡政之为其配备记者、专车、电台，但要

“放弃拥护中共态度，要无条件地拥护蒋
委员长”的要求，愤而离开《大公报》并与
其代表的阶级决裂。

开创新中国新闻事业

离开《大公报》后，范长江开始了在党
领导下的新闻工作生涯。他创办通讯社、
报纸，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 5月，由周恩来介绍，范长江
于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是在长沙
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后在香港参与创办
《华商报》并任副总经理。香港沦陷后，他
转道桂林、上海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筹
办了新华社华中分社及《新华日报》（华中
版）。为了培养新闻人才，还推动成立了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并任校长。

1946年 6月，范长江奉命离开新四军
到达南京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任中共代表
团新闻处处长，是中共对外新闻发言人之
一。11月，范长江回到延安，任新华社副
总编辑。1947年 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
延安，范长江率领新华社总社40多人的工
作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这一时期党中
央的主要社论和新闻皆由此发出，传遍全
国的红色声音对推动中国的解放起到了
重要作用。范长江不仅经手编发过毛泽
东的许多重要文章，更亲眼看到“毛主席
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二十余万人”

“全国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这些成
为其一生“最宝贵、最值得回忆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前，范长江领导创办了京
沪两地的党报。1949年1月31日，范长江
带领华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分社
人员进入北平，接管国民党《华北日报》及
广播电台，并在两天内正式出版《人民日
报》北平版，范长江也成为新中国新闻事
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4月底，他作
为南下干部进入上海，出任上海军管会文
化教育副主任，兼任《解放日报》社社长、
总编辑。11月，范长江由沪返京，出任新
闻出版署副署长。第二年 1月，他接替胡
乔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1970年10
月 23日，范长江被迫害致死。1978年 12
月27日，范长江得到平反，被评价为“杰出
的新闻战士”“对于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
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人民网）

●宋守山

邹韬奋是著名的出版家、新闻记者，
一生创办、主编过六刊一报，堪称我国进
步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被周恩来称
为“出版事业模范”。以范长江、邹韬奋命
名的长江韬奋奖已成为我国优秀新闻工
作者的最高奖。

“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

邹韬奋本名邹恩润，1895年11月5日
生于福建永安。韬奋是他的笔名，意在

“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6岁时，
邹韬奋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后就读于福州
工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等。1922年，
他进入由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
社，开始了新闻出版生涯。

1926年 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
刊主编，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
神，力谋社会改造”确定为刊物的宗旨。
1928年，他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
中写道：“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
进一步表明了为社会服务、推动社会进步

的办刊思想。《生活》周刊原
仅印一千余份，1929年销数

“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
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
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
基础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
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

《生活》周刊坚持爱国进
步立场，这在其评论中有鲜
明的体现。从 1927年 9月 25
日即第 2卷 47期起，《生活》
周刊于首页设立“小言论”专
栏，由邹韬奋亲自主笔。这
一专栏自创办至 1933年 7月
他受到暗杀威胁被迫出国
流亡，每期从未间断，共刊
发小言论 417 篇。1931 年 9
月 26日，“本周要闻”记录了
九一八事变并刊发 4篇小言
论，号召国民抗日救国。
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生
活》周刊发表了《我们最近
的趋向》等大量进步言论，
阐述抗日立场，鼓舞军民斗
志。周有光称，这本杂志

“唤醒了一代青年”。
《生活》周刊时时立于时

代前列，邹韬奋亦自言论而渐入行动。
1933年 6月 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
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
亦在暗杀名单中。在好友力劝之下，邹
韬奋出国暂避，他将此次流亡视为“代表
读者诸友的耳朵眼睛”的考察，足迹遍布
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
美国等国家。两年的海外漂泊，邹韬奋
写作《萍踪寄语》三集，加之回国后在苏
州看守所所作的《萍踪忆语》，他用四本
书记述了所见所思。这段经历使邹韬奋
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做出了“生产
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
不相容”的判断，提出“生产工具必须社
会化，即必须为社会所公有”，立场、观点
转向马克思主义。

邹韬奋流亡后不久，《生活》周刊即遭
国民党政府查封。1934年2月10日，著名
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杜重远续其精神，
再办《新生》。1935年 5月，《新生》因《闲
话皇帝》一文引发日方挑衅和武力威胁。
6月，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杜重远入狱。邹

韬奋得知此事后，于1935年8月回国。
1935 年 11 月 16 日，“作为爱国者的

代言人和计划者”的《大众生活》创刊，发
行量一度到 20万份，创当时中国刊物发
行纪录。《大众生活》大力推动抗日救亡
运动，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36年 2月，
《大众生活》在出版 16期后被查禁，罪名
为“鼓吹民众武装抗日”。3月，邹韬奋被
迫流亡香港。

1936年11月23日深夜，邹韬奋、沈钧
儒等七人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1937
年7月31日得以无罪获释后，邹韬奋积极
筹办新刊。8月 19日《抗战》三日刊在上
海创刊。上海沦陷后，他辗转武汉、重庆
办刊，陆续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
刊、《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和《抗战画报》
六日刊等宣传抗战救国的进步刊物。《全
民抗战》销量一度突破 30万份，再创当时
刊物发行纪录。除了办刊，他还组织生活
书店出版了千余种进步书籍。生活书店
最多时拥有 56个分店，国民党亦称“生活
书店的书籍，虽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可
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发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邹
韬奋认为这一宣言“光明磊落大公无
私”。抗战时期，邹韬奋曾向周恩来提出
了入党要求，周恩来认为其以党外人士身
份在国统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更为有
利。邹韬奋组织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不仅
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更唤起民众巨
大的爱国热情，把大批青年引上革命道
路，有裨益于中国革命。

“永不背叛大众”

邹韬奋办报办刊十分注重依靠群
众。1936年，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时
缺乏办报资金，就将办刊宗旨、编辑方针、
经营办法等公布，向读者招募股款。由于

“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很快就筹集
了大量股款。后来，《生活日报》更名《生
活星期刊》迁往上海，他又提议“建立全国
通信网”，吸纳全国读者担任通讯员供稿，
这样就能“记录全国生活状态和解决生活
上一切问题”。

对于群众，邹韬奋“常感觉的只是自
己的渺小，大众的伟大”。1937年出狱后，
他说：“可以告慰大家的是没有背叛大众，

没有说过辜负大众的话。将来也只求‘心
安理得’，永不背叛大众”。

邹韬奋的爱国报刊活动，引起了国民
党当局的恼怒。自 1939年 4月起，生活书
店各分店被迫停业，经理一级有40余人被
捕。1941年2月25日，邹韬奋愤而辞去国
民政府参政员职务，秘密离渝赴港。

1941 年 4 月 8 日，《华商报》在港创
刊。邹韬奋不仅忙于编务，还撰写专栏连
载《抗战以来》，“以一个平凡记者的姿
态”，记录了在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亲身经
历，以“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
努力”。

1941年5月17日，《大众生活》在港复
刊，邹韬奋任主编。邹韬奋办刊的经验就
是抓社论和读者来信这“一头一尾”。《大
众生活》最盛的时候一个月收到 1万多封
读者来信，需要 4个人同时专门负责拆信
与抄信。邹韬奋称读者来信为“本刊真正
的维他命”，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阅读来信
和回信，其热情“不逊于写情书”。

“吾党的光荣”

1941年 12月 25日，香港沦陷。1942
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邹韬奋随进
步文化人士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队驻
地。此时，他已遭到国民党密令通缉。11
月，在周恩来的建议安排下进入苏中抗日
根据地。不久因耳疾复发返沪治疗。

患病期间，邹韬奋坚持写作。他在
《对国事的呼吁》中记述自己在抗日根据
地看到了“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
切困难的情形”“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
前途光明”。

1944年 7月 24日，邹韬奋与世长辞，
遗嘱“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
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
望能妥送延安”。9月 28日，中共中央向
其家属发出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
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
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
吾党的光荣”。11月 15日在延安举行的
邹韬奋追悼大会上，毛泽东题词“热爱人
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
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据人民网）

“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
●李舒

“ 焦 裕
禄的心里，装
着全体党员
和全体人民，
唯独没有他
自己……”

“ 焦 裕
禄同志，你
没有辜负党
的希望，你
出色地完成
了党交给你
的任务，兰
考人民将永
远忘不了你
……你没有
死，你将永
远活在千万
人的心里！”

1966 年
2 月 7 日，新

华社播发穆青和冯健、周原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禄》，动人的事迹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的电波、随着一份份报纸传遍大江南北，一个为人民鞠
躬尽瘁的共产党员形象，鲜活地矗立于天地之间，铭刻在
人民心中。

这篇稿件的诞生，源自 1965年 12月穆青和新华社记者
冯健的一次中原之行。

当时的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自1961
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国民经济开始
进入复苏时期。

作为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的脑海中反复思考着一个问
题：该怎样将蕴含于人民之中那种打不垮、压不倒的英雄精
神，通过新华社的报道，播撒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为了能找到一个突破口，穆青决定到自己熟悉的故乡
河南去。这片土地历史上就是一个饱受水旱灾害的地方。
他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新闻素材。

到河南后，根据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摸到的线索，
穆青得知，在豫东兰考县有一位深受百姓爱戴、“开展除‘三
害’斗争活活累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

兰考是一个古县城，连年不断的沙荒、盐碱、内涝、水灾
使兰考成为豫东重灾区中的“黑锅底”。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一行来到了兰考县委大院。大院里有两排
破旧的平房，白花花的盐碱漫地而生，爬上墙头、窗台，红砖墙被盐碱咬蚀得
斑斑驳驳，有的地方成了白粉。

尽管对这位县委书记的事迹已有所耳闻，也看了当时报纸的一些报道，
但穆青还是被现场看到的、听到的故事深深震撼。

“那晚下大雪，我看见焦书记房间里的灯光亮了一夜。大清早他挨门把
我们干部叫醒，干啥？他说快去看看老百姓，在这大雪封门的时候，共产党
员应该出现在群众面前！这一天焦书记硬是忍着病痛，在没膝的雪地里转
了九个村子……”

“焦书记家里也困难，没条像样的被子，烂得不行了翻过来盖。我们县
里补助他三斤棉花票，他就是不要，说群众比他更困难……”

“他后来被查出肝癌，人都不行了，还在病床上念叨，张庄的沙丘，赵垛楼的庄
稼，老韩陵的泡桐树。临死前还要我们去拿把盐碱地的麦穗给他看一眼……”

“焦书记得病的消息传开后，四乡八村的老百姓涌到县委，都来问焦书
记住在哪家医院，非要到病房里去看看他。后来焦书记的遗体运回兰考，老
百姓扑在他的墓上，手抠进坟头的黄土里，哭天哭地地喊：回来呀回来……”

听着这些故事，抚摸着焦裕禄留下的三件遗物——一双旧棉鞋、一双破
袜子、一把破藤椅，穆青悲恸得不能自持，眼泪抹了一把又一把。

穆青一行访问了几十位基层干部和群众，走到哪，群众都满含热泪叙说
着焦书记。又亲眼看了焦裕禄带领群众挖的沟渠、封闭的沙丘群后，穆青对
冯健和周原说，“焦裕禄就是一代共产党员的典型！我们一定要把他的事迹
原原本本写出来，让人们看看咱们共产党的干部是怎么舍生忘死为人民群
众服务的！”

他们对这篇报道反复推敲修改，先后七易其稿。稿子基本完成后，穆青
又让周原把稿子带回兰考，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朗读征求意见，除订正了几
个人名地名外，大家表示事实准确。

1966年2月7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
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这个名字传遍了全国各地，震撼了千千万
万颗心灵。

焦裕禄顶风冒雪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向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问寒问
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这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中震撼人心的一个场面描写，也是穆青自己内心的写照，对人
民的热爱催促着穆青的脚步不停地走向群众，走向基层。

穆青从 16岁离开故乡奔赴抗日前线，到 60余岁任新华社社长，在历经
沧桑的革命和新闻生涯中，深深体会到人民的伟大和可爱。

穆青曾说：从我个人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我在群众中间、在采访对象中
间、在那些先进人物身上，学习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是他们给了我很多营
养，是他们教育了我，鼓励了我。我之所以有今天，功劳也在人民群众身
上。是人民哺育了我，并给予我以前进的动力。

穆青时常告诫年轻人要“勿忘人民”。他的一生都热爱劳动人民，他的
心始终同人民相通。

从风雨如磐的战争年代到蓬勃奋进的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年代，穆青始
终敞开身心，去感受可爱的祖国、可爱的人民；从一名年轻记者到新闻界巨擘，
他始终孜孜以求，以一篇篇名篇力作为时代鼓起精神之帆。 （据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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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韬奋奖是经中央批准常设
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由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

范长江新闻奖创设于 1991年，
韬奋新闻奖创设于 1993 年。2005
年，根据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新闻
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精神，合并为长
江韬奋奖。2005年至 2010年，每年

评选一次；2010年至今，每两年评选
一次。每届评选 20 名获奖者。其
中长江系列 10名，主要奖励优秀记
者、新闻评论员、新闻节目播音员
（主持人）；韬奋系列 10名，主要奖
励新闻编辑、新闻类节目制片人、校
对等新闻工作者。

（据中国记协网）

长江韬奋奖简介

编者按：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今

年的11月8日是第24个中国记者
节。在记者节来临之际，本报推出
央媒报道范长江、邹韬奋、穆青三

位新闻前辈的文章，以此缅怀他们
的革命事迹和对我国新闻事业发
展的贡献，激励新时代新闻工作者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
记“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
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
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
界”的职责使命，以杰出新闻前辈
为榜样，将镜头对准基层、笔头贴

近群众，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
不断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
讲好临夏故事、传播临夏声音、树
立临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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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央批准常设
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由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每年
评选一次。

中国新闻奖的创办始于 1989年
开展的“现场短新闻”评选。1990年
中国记协在逐步积累经验的基础
上，广泛征求新闻界各方面意见，确
定了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方案，明确
了中国新闻奖的定位——全国综合
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的最高奖。

此后，将由中宣部主办的“新闻
名专栏奖”、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举办

的“全国新闻摄影年赛”等，合并、纳
入到中国新闻奖评选，使中国新闻
奖成为综合多个全国性奖项的评比
活动，也成为经中央批准的唯一一
项综合性的优秀新闻作品奖。评选
项目、设奖数额等也随新闻事业发
展而逐步递增，2018年中国新闻奖
中首次设立媒体融合奖，2019年调
整为目前的29个评选项目、350个奖
项。评选范围广泛覆盖全国各级各
类新闻媒体，基本囊括了新闻媒体
主要作品形态，是全国新闻界编辑
记者参与度比较高的评比活动。

中国新闻奖简介

杰出的新闻战士范长江

范长江

邹韬奋

穆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