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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铸成新闻评论二集》原名《徐铸成政论选》，收录作者1927年至
1957年间在《国闻周报》、《大公报》、《文汇报》、《观察》等报刊上发表的新闻评论154篇。
文章多为对政治问题的评论，故体裁接近“政论”
。
文章注重说理依托重要历史背景，是对历史政治问题的佐证，更能直接清晰地“反映出的思想轨迹、
立场方位”。
作者在这方面的作品往往选题精当，持论谨严，语句明快、流畅，文风豪放，对于“今天的报刊评论
工作者以及有志于这项工作的学生”有学习和借鉴作用。
《徐铸成新闻评论二集》时间跨度较大，对于中国当时的重大历史、政治问题皆有涉及，从中可以见
出时代风貌，也可以见作者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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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

1927年进入国闻通信社从事新闻工作，后在《大公报》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桂林和上海版总
编辑，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主要创办人，先后任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是中国现代报业史上一
些重要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半个多世纪政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及活动的见证人。
一生著述颇丰，撰写了大量新闻评论、通讯、游记和杂文，晚年除了撰有不少回忆新闻生涯中亲历亲
闻的文字外，还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并致力于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兼任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
，主持创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对一些新闻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做了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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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近卫内阁的寿命 日本内阁与大本营，这几天每天举行联席会议，唯一的课题，是“如何应
付当前之时局”，而每天所交的卷子，都一样是空白的。
近卫迄今噤若寒蝉，松冈虽有“清空的头脑”，而“嘴部运动”也停止了；平时最叫嚣跳梁的军部健
将、御用论客，也不得不面面相觑而承认日本“届临兴亡之歧途”。
日本侵华四年以来，现在才尝到最彷徨、烦闷的苦味。
 日本外交的进路，本来因侵华战事的失利越走越狭窄，而一手堵塞空隙自陷绝路的，都是近卫与松冈
。
他们把可能活用的国际关系，完全打上了死结，本来想运用诡谋，损人利己，结果是引火烧身，走投
无路。
苏德战事的爆发，给日本投机外交一个总清算，乘除加减以后，留在手中的，只有“三国同盟”和“
苏日协定”两张烂纸。
这两张纸，曾经使近卫、松冈发过由衷的欢笑，曾经使日本国民麻醉住失望的心情，但现在成了单纯
的义务，成了德、苏向日索债的催命符了！
 这两张债券，日本不能同时偿付，而且到了目前清算的关头，日本必须撕裂了一张，以日本反苏意识
的根深蒂固，它当然不愿再尊重“斯大林同志”的友谊。
但把苏日协定撕毁了又怎么样？
准备立即履行三国盟约而攻苏么？
这比前此之企图南进，困难更多。
因为中国的坚强抗战，牵制它的海军还是间接的，而一百多万陆军深陷泥淖，却直接消灭它攻苏的可
能。
而且，举世反侵略各国，携手合作之基础已具，日本如悍然作万一之冒险，即立刻将陷于四面环攻的
厄运。
欧战的前途纵一时难测，而日本在四年困战之余，精疲力竭，解决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那么，日本会不会连三国盟约都一起视为废纸呢？
日本有撕毁条约的天才，而且从来对于任何保证都仅视为“嘴部的运动”，假使抛弃三国盟约能挽救
它的厄运，它自然会欣然从事；无奈即使毁约之后，日本还是无路可走，它的一切欺骗、恫吓、损人
、利己的伎俩，已为举世所不齿，它的狠毒的野心，也早为举世所周知，到现在已为举世共弃；任何
人不愿再接受它的秋波，不愿再出细微的代价来安抚它拉拢它了！
这几天，美国的态度十分明朗，表示绝不再对日姑息纵容，而以全力监视太平洋。
可见，日本的膏药，实在已无处可以兜售。
 在苏德战事爆发之初，美国的观察家认为，今后太平洋问题之焦点，已由南太平洋移至日本海。
这虽不免过分乐观，但日本眼前的苦闷，的确在日本海附近的变化。
日本所最焦虑的，是美苏的合作以及中国和其他反侵略国的加紧携手。
现在，这个趋势已日见明显。
美国可能援苏的途径，只有通过海参崴，偏偏这个口岸，正面对着日本的后门，日本不能熟视无睹，
而且希特勒会严词责难。
要干涉呢，除非日本决心攻苏或愿意接受太平洋的环攻，否则便无法采取有效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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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铸成新闻评论二集》系由作者的学生贺越明编选，所收文字均为发表在报刊上的专论。
《徐铸成新闻评论二集》原名《徐铸成政论选》，于1987年编竣，但未出版。
本次出版做了部分调整和补充。
 政论，一般指专门阐发政治见解的评论文字。
作者曾经指出，我国近代报刊上有不少出色的政论，如章太炎主办《民报》、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
》和《时务报》时写的许多文章。
与通常意义上的新闻评论不同，它们不一定依托和分析具体的新闻事件，而是立足于论理。
作者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除了撰写了大量社论和短评之外，还就一些政治问题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
汇编这类文章刊行，有助于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思想、业绩和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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