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美晚报》创刊于 1936 年 8 月 18 日，由美商上海华美出版公司发
行，这家公司由朱作同与旅华美商密尔士合作创办。“孤岛”时期，很多进步作
家为《华美晚报》撰稿，宣传抗日救国。总经理朱作同秉持民族大义，利用新闻
舆论揭露日军侵华暴行。1941 年 4月 30日，他在上海被特务暗杀。武康路
63号是朱作同旧居。

坚持宣传抗日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

《华美晚报》以美商身份成为不接受日军新闻检查

的中文报纸。梅益等进步作家经常为《华美晚报》
撰稿。《华美晚报》还创办了名为《华美》的周刊，由

梅益主编。当时，与朱作同交往最多的是梅益和钟
望阳，两人的公开身份是该报记者，但朱作同很清

楚他们是共产党员，《华美晚报》和《华美》周刊刊

发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
朱作同坚持抗日救国的出版宗旨，自然为敌

伪势力所不容。他们指使暴徒频繁向《华美晚报》
报社投掷手榴弹、寄恐吓信。朱作同曾在武康路

63号寓所门口发现一只寄给他的“礼盒”，打开一
看，里面赫然放着一只五指僵直血迹斑斑的人手，

并附有一张西式信纸，上面用中文打字机打印着：
“请先收此，如不更变抗日态度，当再以新物奉

上。”朱作同不为所动，照旧编辑出版抗日报纸。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21

本报专刊部主编 | 第 734期 | 2020 年 8月 11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蔡 瑾 视觉设计：窦云阳 编辑邮箱：caij@xmwb.com.cn

报人朱作同曾住在武康路

惨遭特务暗杀
1941年，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朱作同不

顾危险，帮助梅益、钟望阳、张承宗等人前往
解放区，而他依旧坚持留在上海，编发抗日文

章。4月 30日傍晚，朱作同外出访友，在现在
的西藏路桥附近被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
特务顾保林开枪暗杀，年仅 44岁。

朱作同一家 1938年搬入武康路 63号居

住，那是一幢建于 1928年的假三层花园住
宅，四坡屋顶，南向并列设置 4个老虎窗，住

宅底层东西两侧为八字形凸窗，上部为小阳

台，中间有台阶通往客厅。

朱作同被残忍杀害后，年仅 28岁的妻子

黄桂珍含辛茹苦地抚养几个孩子长大。她在
武康路 63号一直居住到 2013年，以 98岁高

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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