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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徐铸成先生是著名的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
他先在国闻通信社和《大公报》工作，从记者、编辑到担任地方版总编辑；其间和后来又主持《文汇
报》笔政，实践了自己的办报理念。
他青年时期经历内忧外患中的流徙和辛劳；中年被划为“右派”，历经屈辱和磨难；晚年回首前尘，
笔耕不辍，有大量著作行世。
    在《大公报》和《文汇报》期间，徐铸成写下了三百余万言的新闻、通讯、游记、评论等，其中部
分文章收入了他的学生贺越明编选的《徐铸成新闻评论选》(1984)、《徐铸成通讯游记选》(1986)和《
徐铸成政论选》。
与他人合撰了《朝鲜纪行》(1952)，还编写了《与教师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
60年代初为香港《大公报》撰写旧闻掌故，后编为《金陵旧梦》(1963)在香港出版。
    1978年后，徐铸成陆续撰写了二百余万言的回忆史料、小品掌故、人物传记和新闻学术论著，已出
版的有：回忆掌故三种：《报海旧闻》(1981)、《旧闻杂忆》(1982)、《旧闻杂忆续篇》(1983)；新闻
学术二种：《新闻丛谈》(1984)、《新闻艺术》(1985)；人物传记三种：《杜月笙正传》(1982)、《哈
同外传》(1983)、《报人张季鸾先生传》(1986)；杂感、随笔、游记等合集四种：《海角寄语》(1980)
、《旧闻杂忆补篇》(1984)、《风雨故人》(1985)、《锦绣河山》(1987)。
    徐铸成去世后，其生前完成而因故未能问世的《徐铸成回忆录》(1998)出版，部分旧著重编为《报
人六十年》(1999)、《徐铸成传记三种》(1999)和《旧闻杂忆》(2000)印行。
除上述著作外，徐铸成遗留的文字，还有日记、讲稿、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检查和活动交代以及一些未
发表的文稿。
    在这次编辑徐铸成作品系列的过程中，除将有关新闻学术的著述单独结集，并把收入已出版文集中
经他生前认定明显相关的文章重新归类编选之外，其他的则未做变动。
这样处理，或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貌，使读者易于了解和研究作者的思想脉络、作品成果和发表意图
。
这既是编者的初衷，也与三联书店的一贯风格相吻合。
    徐铸成先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严重的冲击，到1980年被“改正”，时间
长达23年。
    本书收录了作者在历次运动中的相关档案121篇。
其中，既有1952年参加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举办的学习班时写的思想检查，也有1957年被
划为“右派”后被迫交代的所谓“反党罪行”，上述两篇分别取自当时内部或公开发表的报刊；其
余119篇是1967年至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交的各种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材料以及按照办案人
员要求撰写有关社会关系和历史事件的交代材料，这批材料在作者被“改正”后，由上海市有关部门
发还，从未发表过。
    在作者的一生中，这些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的文字，是反映作者的人生经历和苦难遭
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界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共同遭遇的一个缩影。
只要是对作者当时身处的那种语境有所经历或了解，就不难从这些文字中觉察到共和国已经逝去的那
段历史遗留下来的沉痛感，也不难从这些文字中体悟到可怖的政治高压会导致多么严重的人格和思想
扭曲。
作者这些违心的文字，曾对他自己亦可能给他人带来一定的伤害，但这一切无疑更应该归咎于那些畸
形而荒诞的政治岁月。
    为保持文献资料的真实和完整，本次整理对原文全部予以照录，极少数错漏之处予以补全，个别明
确的笔误作了订正。
全文编排按照时间顺序，对原作中没有标明年份或时间有误之处，结合文中内容、作者的回忆录和其
他相关资料作了考订，考订情况以“编者注”说明。
办案人员所加的下画线予以保留，文字和其他符号以“编者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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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别需要说明的情况，也酌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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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铸成作品系列14·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收录了作者在历次运动中的相关档案121篇。
其中，既有1952年参加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举办的学习班时写的思想检查，也有1957年被
划为“右派”后被迫交代的所谓“反党罪行”，上述两篇分别取自当时内部或公开发表的报刊；其
余119篇是1967年至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交的各种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材料以及按照办案人
员要求撰写有关社会关系和历史事件的交代材料，这批材料在作者被“改正”后，由上海市有关部门
发还，从未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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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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和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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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半个多世纪改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及活动的见证人。
一生著述颇丰，撰写了大最新闻评论和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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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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参加新闻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大会，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后的思想汇报（19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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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徐铸成生平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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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补充交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罪行 （一）66年初，反党老手邓拓等的“三家村”
反党阴谋被揭露后，我曾在民盟小组会上胡说什么“我在56—57年向党猖狂进攻时，和章、罗的直接
关系不多，主要是受邓拓的影响”。
当年，邓拓的确给我不少“鼓励”、“支持”和“指示”（我和邓拓的关系等，下面交代），但更主
要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一光辉著作中所指出的是章罗联
盟通过浦熙修一《文汇报》编辑部，（即以我为首的一小撮右派分子）把《文汇报》拉上资产阶级方
向，向党猖狂进攻。
我片面强调邓拓对我的影响，企图减轻我勾结章罗联盟的罪责，狂妄地对抗最高指示。
我的罪恶滔天，我低头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二）67年2月，刘崇善等同志贴出大字报，主张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回到革命
路线上来。
我出于反动的阶级本能，对此十分反感，坚决主张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按敌我矛盾处理。
在这种反动思想支配下，我起草写了一张“擦亮眼睛，分清敌我⋯⋯”的大字报底稿，恶毒攻击刘崇
善等同志，我把这棵大毒草底稿首先送给大右派尚丁看，他看后又交给何求，结果是以“解放”“万
里红”及“东风”等四个队的名义贴出。
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间，我还在组内一再诬蔑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看二带的同志是“烧香”是“通
神”，大刮阴风，反动透顶。
 （三）就在这张大毒草出笼后不久，我看到我的反动“主张”受到革命群众的抵制，就认为筹委会“
右倾”，在“解放战斗队”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五十个为什么”，（是模仿当时流行的“一百个为
什么”等形式）企图把矛头指向筹委会。
会后，在一组房间里我和何求继续谈这一阴谋，尚丁听到后，表示支持，并主动把他的日记提供给我
们看。
后来，我感到搜集不了多少“材料”，写起来也很空泛，所以没有写，但当时的黑思想，是针对革命
的领导组织的，罪责难逃。
 （四）67年11月初，我送小孙子到北京去，在儿子家里住了几天，向儿子、媳妇放了不少毒： 在此以
后，66年4月反党分子洪嘉义通知我写一份有关邓拓的材料，后来才知道是旧市委宣传部走资派杨永直
要我写的。
我在这份材料中，写了邓拓和我几次谈话的内容。
67年5月，《文汇报》革命同志责令我交代反右斗争前如何勾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猖狂反党的罪行。
我在交代中，对和走资派邓拓、夏衍等勾结交代较详，对和章罗联盟的关系，只说明在反右斗争中已
经交代，轻轻带过。
思想深处，还是企图减轻自己勾结章罗联盟的罪责。
这反映我对我过去所犯的滔天罪行，没有彻底认罪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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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保持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对原文全部予以照录。
这样的历史档案，既具第一手史料价值，为1950—70年代的历次运动保存一套独特的文本，又从一个
侧面呈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心路历程，有着超越个体“立此存照”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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