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范长江与青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范长江与青记>>

13位ISBN编号：9787805266930

10位ISBN编号：780526693X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作者：范苏苏，王大龙　主编

页数：6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范长江与青记>>

前言

　　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范长江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
他为创建和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党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筹划下，范长江与其他同志一起发起和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
者协会”（简称“青记”），为团结广大青年记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付出了大量心血，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组织工作。
新中国建立初期，长江同志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解放日报社社长，还担任过我目前工作的新闻出
版总署（时名“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
2007年11月8日是“青记”成立70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一天，编辑出版《范长江与青记》一书，缅
怀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光辉业绩，激励青年一代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党的新闻事业而努力奋斗，我认
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内容所涉及的年代（1935年一1941年），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而且进一步攻占山海关，占领承德
，进至喜峰口、古北口和长城各口，进而威胁平津一带。
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国民党政府对日一再妥协退让，却集中兵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苏区和红军，迫使红军战略大转移，北上抗日。
范长江和全国千千万万爱国青年一样，国难当头，忧心如焚，他说服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同
意他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去西北考察。
1935年7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只身前往大西北采访。
凭着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他跋山涉水数千公里，足迹遍于川、陕、青、甘、蒙等广大地区，历
时10个月，沿途深入采访，挥笔成章，撰写的通讯陆续在《大公报》发表，在全国引起轰动。
这些新闻通讯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
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并入木三分地描绘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的危机。
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从1936年8月开始，连出9版，成为当时最热门的畅销书。
他又采访了“西安事变”，并随后去延安采访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导人，之后赶回上海，在《大公
报》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披露了“西安事变”真
相。
　　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长江同志又参与发起成立了新闻工作者的统一战线性质的
机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青记”从创办初始的二十余人发展到后来的两千多人，在全国建立了三十几个分会，影响非常大。
我的父亲李庄，与长江伯伯一样，也是党培养教育的那一代新闻工作者。
“七、七”事变后，他与千千万万不当亡国奴的知识青年一同走上抗日救亡道路，“一声炮响上太行
”，加入革命队伍，投身党的新闻事业，也是“青记”的会员。
他相继在华北《新华日报》、太行《新华日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工作
，并成为1948年6月创刊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始人之一。
1949年1月31日，当他和长江伯伯一起进北平，分头接管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和中央社北平分社时，
成了非常亲密的战友。
当年几家报纸刊出的标题是这样的：《接管正式开始范长江接管华北日报李庄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
。
后来的两年时间里，他们又一起在人民日报社共事。
父亲非常尊重长江伯伯，他的回忆录中，他的朝鲜战地通讯中，乃至在他辞世后发现的朝鲜战地日记
中，都多次提到他在长江伯伯领导下的工作，透露出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
　　当年曾经和长江伯伯并肩战斗过的新闻界的老前辈们，如今大都已经作古，他们有些人在战争年
代就牺牲了，有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运动里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但他们矢志报国、无私
奉献的信念与情操从未改变。
当年他们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们记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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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本书带我们重温抗战时期新闻界老前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重读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采写的
精彩文章，有着很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青记”和“国新社”时期的斗争环境很复杂，物质条件很艰苦，但老前辈们身上体现出的为民族解
放事业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昂扬向上、开朗乐观的生活态度，求大同、讲团结的坦荡襟怀，对
工作极端负责任、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
富。
　　当年，前辈们以拼搏奋斗精神投身于革命，以创新精神成就了事业。
21世纪的今天，创新精神仍然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求文化的兴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必然催生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文化，包括新闻出版事业，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
、引领人民思想的文化，才能赢得人民，才能始终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导。
　　清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赵翼有一首七绝：“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争日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概括了事物发展、生生不息的规律，其中，道出了天地万物岁岁更新、人们发展事业要时时创新的
道理；更道出了创新的十分必要和紧迫，那就是，即或站在了时代潮头，预见了发展趋势——“预支
五百年新意”，但形势飞速变化，转瞬之间，“到了千年又觉陈”，还得时时鼓起创新的风帆，力争
永远站在时代潮头。
党的十七大精神，改革开改30年的积累，为新闻出版事物创造了满眼生机的发展舞台，“天工”还要
“人巧”，让我们继承前辈们的精神财富和光荣传统，用预支“五百年新意”的气度，抓住新闻出版
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乘势而上，结合实际，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加大改革与创新力度
，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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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范长江同志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涉及1935年至1941年这六年中的人和事，重点是他
《大公报》、“青记”、“国新社”、《华商报》时期的活动。
这个时期和他共事过的同志和朋友很多。
我们尽可能将其中曾经密切接触过的人的资料收集起来。
还有些同志在1941年之前并未和范长江在一起工作，但都是“青记”的会员，代表不同的分会，我们
也收集了一些。
从编辑角度讲，本书出现的人物，我们大致是按照这六年中和范长江接触和认识的先后顺序介绍的。
书能出版，我们感到很欣慰，但也很遗憾。
由于年代久远，前辈大都已经去世，许多重要的史料恐已再难寻找，因此肯定有不少遗漏，欢迎广大
读者指正和补充。
    本书是对“青记”历史的初步探索，有关“青记”的资料，也仅仅是“抛砖引玉”。
1940年11月10日，据重庆《新蜀报》报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共计1156名。
目前我们知道的分会有32个，其中24个分会有确切的成立日期。
对“青记”历史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掌握的材料，也只能说是“冰山一角”，欢迎有志于研究“青记”历史的朋友和我们共同来开发
这块“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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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编者前言范长江同志生平长江韬奋奖在《大公报》  记范长江的“旅行通讯”　《中国的西北角》
三版自序　《中国的西北角》四版自序　《中国的西北角》七版前言　范长江通讯在海外影响的新发
现　红军与长征    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    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
    红军之分裂    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　动荡中之西北大局　陕北之行　《塞上行》一版自序　胡政
之简介　《塞上行》序言　走向西战场　王芸生简介　《西线风云》序　不投降论　　拥护修明政治
案　抗战初期活跃在山西战场的《大公报》记者　孟秋江简介　丘岗简介　方大曾简介　陆诒简介　
徐盈简介　子冈简介　萧乾简介　抗战前线的《大公报》记者　卢沟桥畔　忆小方　退守雁门关　大
战平型关　退出太原城　今日的绥东　未死了的英雄　从娘子关出雁门关　血战居庸关　宛平之行　
冀东一瞥　悼念抗战初期牺牲的小方　保定被炸　长辛店告急　娘子关失陷记　潼关一瞥　“我们永
不屈服”　怒江前线鸟瞰　武昌被炸区域之凄惨景象　烟火中的汉阳　血红的九月　堂姊史良会见记
　在“青记”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　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　夏衍简
介　关于“中国青记”的历史回忆　恽逸群简介　发挥全国民力，支持长期抗战　杨潮简介　徐迈进
简介　陈同生简介　出入波涛里(节选)　邵宗汉简介　赵家欣简介　冯英子简介　在武汉的日子里　
“青记”的创立和它在武汉会战前后　潘梓年简介　石西民简介　赣北战地见闻　战地访问李汉魂将
军　大战火烧山　汪仑简介　李葆华简介　邓拓简介　生命的三分之一　莫艾简介　青年记者的良师
益友　郁文简介　范瑾简介　梅益简介　李庄简介　纪念·追悼·庆祝　在保卫大武汉的紧急声中纪
念鲁迅先生　祝你健康　江牧岳简介　冯牧简介　陈克寒简介　晋察热的游击战争　魏克明简介　方
白萍简介　《新闻自由》　黄仁宇简介　黄河青山(节选)　严怪愚简介　《保卫卢沟桥》观后：全民
抗战！
　图作小朝廷之大傀儡，汪逆实行降敌卖国　我与范长江的交往　廖沫沙简介　许立人简介　和陈农
菲同志在“青记”南方办事处　胡绳简介　吴全衡简介　关于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的回忆
　黄薇简介　赵悔深简介　台儿庄前线采访的回忆(节选)　夏征农简介　廖友陶简介　忆青记成都分
会二三事　忆范长江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青记”分会简介　“青记”会员名单　在“国新社”　
胡愈之简介　对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国新社”的回忆　抗战新阶段中新闻记者的任务　伟大的爱国者
——韬奋　刘尊棋简介　江南划期的胜利　金仲华简介　黄药眠简介　一位民族英雄的会见　论游击
战术之社会的基础　论通讯的写作　麻墟之战　王淮冰简介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节录)　奔赴长沙　
西南暴风雨　于友简介　在“青记”的呵护下成长　恽逸群：我最敬爱的老师　痛惜挚友　范长江的
主要贡献　长江与秋江之间　高天简介　“国新社”的创建　幕阜山区行　梧州的战时风采　站最后
一班岗　郑森禹简介　敌报悲鸣录之　敌报悲鸣录之二　谷斯范简介　回忆“国新社”与范长江　季
音简介　难忘长江教诲　唐勋简介　田方简介　“国新社”往事　梅可华简介　笔有风雷忆长江　计
惜英简介　黎澍简介　唐海简介　盐　难忘的“国新社”生活　怀念王坪同志　吴大琨简介　林珊简
介　“国新社”与范长江　高汾简介　新闻战线的生力军　昆仑关之战片断　高集简介　常德英雄群
　任重简介　不朽的战士　“国新社”部分社员名录　李竹如烈士简介　何云烈士简介　乔秋远烈士
简介　悼念秋远　高咏其人　无尽的思念永恒的眷恋　怀念吴承德烈士　李洪先生的死　雷烨烈士简
介在《华商报》　范长江和《华商报》　廖承志简介　张友渔简介　陆浮简介　茅盾简介　乔冠华简
介　萨空了简介　邹韬奋简介　进步文化的遭难　一个光辉的榜样　危难见真情　范长江和我的婚后
生活片断尾声最早的接管寻找先辈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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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始终关心西北问题。
早在范长江旅行考察前，张季鸾也曾到西北访问，并于1935年7月30日在《大公报》上撰写《西北纪行
》一文，引起读者的注意。
《西北纪行》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绥德以南丹州以北，数百里间，几全成赤化区域。
⋯⋯赤化民众殆有六七十万，有枪者逾万，此数字如何姑不论，唯十余县赤化蔓延，则为周知事实。
⋯⋯陕北地势，在种种意义上，今后将日增其重要。
延（安）绥（德）榆林，历代本为重镇，现时形势，又成边防要区。
余以为亟应有安民固边之经常计划，⋯⋯关于军事问题，兹不具论，唯可言者，陕北根本上是政治问
题，非真正的军事问题。
⋯⋯陕北因穷而乱，因乱而愈穷，现时所需者，为凡人境军事队，绝对勿征发，勿筹款，且须办赈济
。
”其中，张季鸾指出的“政治问题”是有远见的，也是《大公报》同意范长江旅行考察西北的原因。
　　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旅行考察。
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一般读者所了解。
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范长江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
另外，范那时预测，一旦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
一带，而荒僻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却很少为人所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让读者更
多地知道西北和西南的情况，这是记者当务之急的任务。
这次旅行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
肃、内蒙古等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第一
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
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对于西北民众悲惨生活给
予了深切的同情。
尤其是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听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闻所未闻，叹为观止。
其中有客观记述红军长征过程以及动向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还有跟踪采访红军长征的《
长安之瞥》、《毛泽东过甘如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等，更有考察河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
关系的《弱水三千之“河西”》等。
再如范长江撰写的《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对刘志丹部队作了精辟的描写和分析，他在报道了大量
事实的基础上，鲜明地指出刘志丹同历史上所有绿林好汉不同，并且指出了其所以不同的社会原因和
历史原因，他写道：“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
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的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
，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
。
”在叙述了刘志丹分土地、反捐款、反派款后，他又分析说：“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
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
”范长江接着又写了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会合；彭德怀对蒋介石追兵的猛烈
反击，从而揭示出红军能在陕北立足的重要原因，并评述道：“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
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
”尤其是范长江追逐长征中红军，跟踪采访，他的通讯真实生动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备受读者重视。
早在1936年初，范长江就能作出这样深刻的报道，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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