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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系列之四十八

坚坚守守初初心心使使命命
深深深入入入学学学习习习“““四四四史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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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第 22 个记者节，
84 年前，15 名年轻记者汇聚
在上海山西南路 200 号的
“南京饭店”，召开了中国新闻
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中
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
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
正式宣布成立。

如今，“中国青年新闻记
者协会”成立会址纪念馆依旧
在南京饭店中，那里的一切仿
佛在诉说着当年“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的故事，更传
递着子夜之光。

乔装下成立“青记”

“青记”之所以在上海成立，
自然也得益于上海独特的报业环

境。上世纪三十年代，位于租界
内的“南京饭店”是职业记者们

经常聚会座谈，协商探讨“新闻
记者的组合问题”的场所之一。

而距此不远处的一条不过三百多

米的小马路，名曰“山东路”，又
叫“望平街”，曾是中国报馆最为

集聚之所在，有“报馆第一街”
美誉。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最
终确定选择在“南京饭店”召开，

与其所处地理环境不无关联。饭
店大楼毗邻黄浦江与苏州河，水

路阔达。离火车站不远，出行便
捷。且因其地处繁华闹市，万一

有意外情况发生，出得楼来，顷
刻间便淹没于熙来攘往之茫茫人

海，所谓“灯下黑”。
再其次，此楼的建筑设计师

杨锡镠，毕业于南洋大学土木工

程科。作为出生于江苏吴县，具

有江南才子气息的上海本土建筑
师，杨锡镠追求西式折中、中西

合璧的建筑风格。通过设计师本

土语境的解读，“南京饭店”被赋予
了崭新的审美定义。
兜兜转转，只见一行人上得楼

来，推开预订好的豪华套间房门。

留声机打开，被称为中国一代妖姬
的白光唱《等着你回来》，磁性的女

低音，大方而又肆意，流淌开来。
被唤作“吴老板”的夏衍走至

门前，探出头往外左右张望。走廊
里静悄悄的，他忖了一忖，将“请勿

打扰”的牌子挂在门外。
作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的发起人，夏衍、范长江、碧泉（即
袁殊）、恽逸群、章丹枫、王文彬等

十五人出席当晚的会议。
窗外隆隆的炮声，听了使人心

思焕然。然而年轻的记者们悠闲镇
定，“哗啦哗啦”洗牌，打起麻将来。

在这间五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正
举行着“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成立大会。会上通过“青记”章程。
选举领导机构，并提出“为民族解

放而努力”的纲领。推举范长江、羊
枣（即杨潮）、碧泉、恽逸群、朱明等

五人为总干事。夏衍、邵宗汉等人
为候补干事。同为发起人的《大公

报》记者陆诒、孟秋江，此时因正
在山西进行战地采访，当晚未能

到会。大家认真讨论当下战事的

发展趋势。此时国民政府的中心
已经西移至武汉，于是在武汉成

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武汉分
会迫在眉睫。经举手表决，授权

范长江即刻开始着手筹备。

硝烟中齐聚会场
1937 年 11 月 8 日，子夜之光，黎明

渐近。苏州河两岸烽烟四起。爆裂声铺天

盖地，硝烟笼罩之下的上海，仿佛披上一层
厚厚的灰纱。

愁云郁结，朔风扫过死寂的街头。

晚七时许，夜幕下上海最繁华的地

段———南京东路北侧的“南京饭店”，此刻
却是另外一番喧嚣景象。瓦斯灯在地上投

下青白色的光影，暮色苍然，人影幢幢，高阶
之下铺着一片大红色的毡毯，已满是乌墨的

鞋印。宾客散立两旁，不时徘徊瞻眺，指点笑

语。一个女孩跟随围绕，偶尔叫一声，“卖香
烟，香烟……”声音怯生生的，显然还没习

惯做生意。定睛再一看，正是清晨出门买米
的女子，傍晚出来卖香烟，贴补家用。

几天前，“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起人
之一恽逸群，与夏衍、徐迈进等人商定，以

商界召开座谈会之名，在山西南路上的“南

京饭店”开了一间套房。一年将尽，借此机
会跟新闻界的旧识新交增进情感。饭店总

台登记簿上订房人叫“齐为乐”，显然是假
名，然则诙谐之中，却耐人寻味。

一辆黑色小轿车从街头拐角处径直

开来，停在饭店门前。车门打开，下来一位
青年男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礼帽下面

一副金丝圆框眼镜又平添一丝文人气息，
此人下得车来与已等候在一旁的人拱手

作揖。一辆黄包车紧随而至，一位年轻男
子商人打扮，招手道：“齐兄！齐老板！”被唤

作“齐老板”的男子，即恽逸群，点根雪茄
烟，含笑前迎，叫声“吴老板”。一辆接一辆

汽车跟黄包车相继而至，停在饭店门前，来
者均为青年男子，且笑且谈。卖香烟的女孩

紧步赶上，跟在后面，喊一声：“香烟……先
生买香烟。”

齐老板正指天划地数说吴老板（即夏
衍）商场得意情场失意，听见女孩的叫卖

声，一时怔住，隔了几秒方才回过味来，挥
手道：“所有的香烟，我通通买了。”众人听

了欣然。女孩呆着脸踌躇出神，骤然间恍

悟，上午在高阶之上滔滔演讲之人，正是这

位出手阔绰的青年男子，独自咕

哝一声：“大老板！”
这些衣着时髦的年轻人，实

则都是乔装打扮的记者。平均年
龄不过二十八岁。一行人且笑且

谈进饭店来，拾级登楼。与齐老板
走在前头的是“范老板”，此人正

是历时十个月，行程六千余里，沿
途写下大量旅行通讯，真实记录

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窘困，第
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并客观报

道红军长征，文章陆续刊发于《大
公报》，一度至洛阳纸贵的记者范

长江。范长江于三天前收到电报，
即刻起身赶往上海，今

天早上刚到。

高阶上激昂演讲
1937年，上海。
秋木凄然，繁花早已萎谢。才刚落过一

场雨，瑟缩晨曦中的马路两旁，行道树徒留
光秃枝丫，远远的天边有一轮淡青色月影，

从墟虞的云光里沉默地注视着一位学生模
样的女子从拐角处的粮店走出来。如今米不

容易买，一天能吃两顿稠饭，已成奢望。女子

怀里紧紧抱着好不容易买来的一小袋米，炮
声隆隆响了彻夜，她只是埋头疾走。

卢沟桥事变后，淞沪会战接踵而至，学
校被迫停课。女子望向马路对面的“南京饭

店”。高阶之上，有人正在演讲，慷慨激昂道：
“我们特别致敬于全国新闻界对于抗战中艰

难新闻事业的撑持，同时慰问陷落在战区及
在战场上无畏艰险的同业，尤其致歉于战场

上轰轰烈烈英勇抗战的军民，因为我们并未

曾将主要英勇行为毫无遗漏地记述报道，并
未曾将暴日兽行充分暴露……”围观者比肩

接踵，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声呐喊：“抗战必
胜！”女子凝立不动，怔怔痴看，然而那呐喊

声未落，就被隆隆的炮火声淹没。
硝烟未散，演讲之人振臂高呼：“民族与

国家的命运九鼎一丝，上海新闻界同仁决心
以笔作器，为民族解放而战！”立刻引发雷鸣

掌声。
最近，《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与时任上

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的

胡愈之，常在“南京饭店”碰面。上海的战局
战势日益严峻、紧张，新闻界同仁清晰地感

受到，“一切为抗战”已刻不容缓。
这天，两人一见面，胡愈之叫声“夏兄”

后，附耳道：“如何能更好地运用手中之笔，

以多种形式更好地宣传抗日救亡，如何最
大化团结组织进步的新闻界爱国同仁，急

如星火……”
忽听得邻桌有人悄声议论：“前线实时

战况到底哪能？报纸上根本看不到。这仗究
竟打到何时，结局怎样？”另一个摇头叹道：

“我以三根小黄鱼换得两张船票，明晚带太
太动身去香港……”

淞沪抗战爆发，给新闻学者的研究方向

带来诸多改变，大家自发地将学术议题与著

述方向一致转入“战时新闻理论”。业界同仁
素日里著文，立场各有千秋，然而此刻求同存

异。各大报刊杂志纷纷转向战时宣传报道。

夏衍埋头翻阅当日《大公报》，蹙眉颔首，
默然良久，方道：“尽快在上海组织成立专门的

统一性的新闻工作者团体，愈显有必要。”
实际上，淞沪会战后，由胡愈之出面，以

“上海文教宣传部”之名，新闻界已召开过一
次初期筹备会。当时参会者有夏衍、羊枣、陆

诒、胡仲持等七人。会议确定“中国青年新闻

记者协会”的宗旨，意在团结指引青年人的
抗战方向，并于同年11月4日召开二次筹备

会。然而进一步促成“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
会”正式成立，与党中央十分重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新闻宣传工作，休戚相关。
须臾，夏衍与胡愈之邀约羊枣等人火速

前来，共同酝酿后确定，在新闻工作者比较
集中的上海，成立新闻工作者统一战线组

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商定团体的名字
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并推举范长

江、恽逸群、羊枣三人负责具体筹备工作。发
起人中还有《大公报》记者王文彬、章丹枫、

孟秋江、陆诒等。

战火中洗礼成长
战事危急，不久上海沦陷。
1938年3月30日（也有说法是

29日），下午2时，“中国青年新闻记
者学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宣

告成立。近百名来宾中不乏国际友
人，有苏联塔斯社的罗果夫，美国

合众社的爱泼斯坦，以及美国记者

史沫特莱。大会通过《中国青年新
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宣言第一

句即指出———“抗战一定胜利，且
抗战一定会将中国腐旧的成分打

掉，而在抗战过程中逐渐产生崭新
的力量，这是我们的信念。”大会选

举领导机构即常务理事会，推举范
长江、钟期森、徐迈进为常务理事。

同时当选理事的还有不久前刚刚
出狱的老红军陈侬菲，这位大革命

时期的老战士，不仅善于执笔，更
是带兵打仗的好手，可谓文武双全。

在战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青

记”会员们，紧握手中沉默的笔，笔
饱墨酣，以笔作枪，战斗在推动抗

战捍卫国土的新闻岗位上。前方敌
人轰炸无情，后方记者恪尽职守。

战火无情，“青记”会员无畏枪
林弹雨，始终奔赴在

第一线采访，

甚至乔装改扮后深入敌占城市。一

篇又一篇振奋人心的战地报道，经
“青记”会员之手见诸报端，范长

江、方大曾等六位战地记者在七七
事变爆发后冒着生命危险采写下

十多篇战地通讯。
不少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许

多烈士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而

正是战地记者真实详尽的记录，质
朴无华的书写，感染激励着军民众

志成城，昂扬的斗志终究为中华民
族反侵略战争史留下永恒的镜头

与珍贵史料。“皖南事变”后，因“青
记”始终秉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

针，国民党当局慑于“青记”的巨大
社会影响，于1941年4月28日，下令

查封“青记”总会。
“青记”总会虽被封，但爱国者

们安全转移至全国各地，将革命的
火种遍布四方，战斗一直坚持到抗

战胜利。
“青记”总会尽管只生存了短

暂的三年半，但它却是中国爱国进
步新闻工作者的一面永恒

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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