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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武汉新闻史是一座尚待开发的富矿

武汉三镇，雄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版图的中心，长江、汉水在
这里汇合，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这里是物资的集散地，当然也是信息
的集散地，因此成为中国新闻媒体生长的温床，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十分
重要的位置。自开埠至今，每一个时期，这里的新闻媒体都有不凡的发
展。

清朝末年。１８７３年８月艾小梅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成为中国民
间办报的领头人，汉口遂成为中国民办报纸的重镇，以致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上谕：“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
邻里，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及，极应设法制止。”（转引自
《武汉新闻志》，第１９页）；新式官报虽非嚆矢，但张之洞１９０５年４月创办
的《湖北官报》，其影响不亚于“北、南洋官报”，由于“宗旨纯正，体裁严
谨”，在“开民智”、“助政教”方面作用明显。

辛亥革命前后。武汉出现革命报刊出版高潮，出版报刊５０多种，除
少数几家官报和商报外，其余均为革命派报刊。其中，素以“军人办报宣
传军人”著称的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面向新军“公开倡言大乱”，吹响
武昌起义的号角，成为中国革命报刊的骄傲。

民国期间。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６日在武昌
创办自己的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
级政权的机关报，开当时省级军政府机关报的先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
期，武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这里创办和发行报刊１００余种，蔚为大观。
除共产党机关报、工运报刊、农运报刊外，国共合作编辑出版的《汉口民国
日报》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均是有全国影响的大报。１９２７—

１９３７年为中国新闻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武汉媒体大发展的十年。在
这十年中，武汉先后创办、发行的报刊有５２０余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
着北平、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重要机关西迁重庆
途中，先行撤到武汉办公。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如《大公报》、
《申报》等迁至武汉出版，大批新闻工作者和文化人云集武汉，以抗日救亡
为主题的报刊纷纷创办，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这里有１４０多种
报刊。抗战胜利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作为交通枢纽
的武汉，言论界一时热闹非凡，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１９４７年前
后，这里曾经先后出版报刊３５０多种。



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的民营报纸率先实行“公私合营”，社会
主义报刊体系率先建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这里有公办报纸１２种。改革
开放时期，武汉的新闻业空前发展，仅报刊就有２５０多种。武汉的新闻教
育也有相应发展，成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新闻教育重镇。

相对于发达的武汉新闻事业，武汉新闻史的研究似乎没有跟上。虽
然《长江日报》社和武汉广电局曾经组织一些老报人收集了一些史料，武
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也于１９９１年编辑出版了《武汉市志·新闻志》，各新
闻媒体也以纪念本媒体创办日为契机，编写出版了本媒体的发展史，但是
尚缺少一部结构完整、史料翔实、评价客观的武汉新闻史。同时，由于缺
乏扎实的个案研究，武汉新闻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史料还没有被挖掘出
来。比如，开国人办报先声的《昭文新报》，至今没有找到原件，所有记载
都只是根据《申报》上的两则报道而来。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报纸？如确
实有，具体情况如何？比如，鼎鼎有名的《大江报》原件到底在哪里？对该
报的研究都是依据第二手资料，因此都流于表面，并且从《汉口商务报》、
《大江白话报》到《大江报》的沿革研究也是零散的，很不系统；又比如，武
汉是中国民营报纸的发源地，７７年后的１９５０年，民营报纸退场又是从这
里首先起步，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与这里的文化有关？如此种种，都有待
我们武汉的新闻史研究者下工夫。

总之，武汉新闻史是一座尚待开发的富矿，无论是通史编撰，还是个
案研究，都大有可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汉口〈大刚报〉史研究
（１９４５．１１—１９５１．１２）》是关于武汉新闻史个案研究的成果，是李理博士在
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这本书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至新中国成
立初期汉口《大刚报》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汉口《大刚
报》创刊）至１９５１年１２月（汉口《大刚报》改造为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
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一是
史料新。作者搜集了１９４５—１９５１年汉口《大刚报》许多第一手史料，通过
对原始资料的整理，试图重新梳理汉口《大刚报》的创立与演变过程，系统
描述其基本轮廓；查阅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接收工作档案
材料；同时重视口述历史的价值，采访了多位与《大刚报》有关系或曾在报
社工作过的高层领导和普通记者，还采访了《长江日报》社现任多名记者，

以及《长江日报》报史研究员，积累了丰富的录音资料，可以为立论提供较
为真实可信的佐证。二是观点新。摈弃革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将报纸
分期，以符合新闻客体的发展规律为原则，提出汉口《大刚报》是合作社型
的民营报纸以及民营报纸公私合营先行者的观点，摆脱了前人对报纸性
质划分的浓郁政治倾向，以及刻意往“走向进步，走向人民”路线倾斜的思
维窠臼。三是视角新。撷取汉口《大刚报》时期的历史横截面，在与同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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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其他民营报纸的横向比较，与汉口《大刚报》自身衡阳时期、贵阳时
期、南京时期的纵向比较的过程中，以报纸的具体办报实践和发展脉络为
纬，以民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经，以汉口《大刚报》这一典型个案为缩
影，立体全面地窥探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民营报纸的出路和前途的重
大决策。这些对今后开展武汉新闻史研究无不有所启迪。

是为序。

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廷俊　　

２０１２年５月于喻园



　　　　　

前　言

《大刚报》的报人王淮冰、黄邦和一群已届耄耋之年的老报人，在沉疴
熬人的岁月抢出《大刚报史》“主要是因为《大刚报》具有一般报纸没有的
特点，它具有的特殊的经验与教训，是新闻史上值得研究的一块园地，应
该把这些特殊的史料抢救出来”。他们曾经长期在《大刚报》耕耘过，为
《大刚报》吃过苦，流过汗，只为“办自己的报”。１９３７年创刊的《大刚报》三
遭轰炸，数次搬迁，辗转郑州、信阳、衡阳、柳州、贵阳、汉口、南京七座城
市，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三个重要时期。在风雨
如晦的抗日战争岁月，衡阳《大刚报》逐步形成“愈炸愈奋，至大至刚”的精
神内质。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５年，汉口《大刚报》在武汉创立，依旧秉承衡
阳时期坚持民间报纸独立的性质。《大刚报》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年代有较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又走在新闻出版事业公私合营前列，率
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由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改造成为共产党的党报。
这段特殊的历程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与一般的民营报纸有何不同？合作社性质的
民营报纸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何种特殊性？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还远
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本书选取汉口《大刚报》为研究对象，以
组织学的视角探寻其作为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及改造的特点。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汉口《大刚报》与同时期其他民营报纸相比具
有以下特殊性。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唯一一家被允许登记继续出版的民营报纸。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虽并未规定所有报纸一律停刊，但是对旧有新
闻媒体有一个整体评价：这些新闻宣传工具，绝大部分是反动派所掌握
的，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在许多城市中则根本没有进
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１〕由于认识到少量私营报纸存在的必要，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私营报纸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国民党
公开机关报全部接管，查封以民营姿态出现的反动报纸，保护进步报纸，
对中间性报纸允许登记后继续出版。在当时的武汉还存在相当数量的民
营报纸，为什么只有汉口《大刚报》一家民营报纸能够继续出版，这无疑值
得探究。

第二，真正的“公私合营的先行者”。中共中央对新闻出版事业实行

〔１〕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
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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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任何其他行业更早的公私合营。“经公私合营成为国有报纸，重庆《大
公报》一直在新闻史上被称为是‘公私合营的先行者’。”〔１〕实际上，汉口《大
刚报》要更早于《大公报》开始公私合营：从时间上看，１９５０年上半年开始酝
酿，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正式签署大刚报公私合营合同；从内部改造上看，１９４９
年５月１６日武汉解放，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副部长王阑西就
直接领导《大刚报》社，均早于重庆《大公报》。汉口《大刚报》是如何成为新
闻出版事业公私合营的先行者？这一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探讨。

第三，知识分子同“别人”结合的民营报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
中，知识分子应该对现况提出异议，代表弱势团体奋斗，摆脱不公平处境，
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说真话。
然而汉口《大刚报》却恰好徘徊在“靠”与“避”，“孤寂”与“结盟”之间。汉
口《大刚报》的知识分子同“别人”结合所表现出来的调适（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
ｔｉｏｎ）精神，是对知识分子意识中的反对精神（ａ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一
种吊诡。在抗战胜利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汉口《大刚报》的报人群体
以何种状态自处？知识分子同“别人”的结合指向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展示了《大刚报》的与众不同之处。

最后，由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改造成为共产党的党报。在１９４９年

１２月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上，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宣称“《大刚报》
是合作社型的民营报纸”。〔２〕以范长江当时的身份和在新闻界的地位，对
《大刚报》的评价实际上传达出新政权对《大刚报》历史的肯定。随后汉口
《大刚报》迅速接受改造，完成从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到共产党的党报
的转变。

汉口《大刚报》从创刊到结束其历史使命，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
的六年，却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两个时期：一为抗日战争结束以
后中国政权变革时期，二为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结构功能和运行都很不
健全的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建立时期。作为民营报纸的代表，汉口《大刚
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民营报纸在这两个时期命运的缩影，它为研究民
营报纸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使命提供
了可供参考的历史坐标和价值观照。

李理　
２０１２年５月于武汉

〔１〕

〔２〕

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载《新闻研究资料》，１９８８年，总第４３
辑。

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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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刚报》的刊行历程

回想起抗战初兴的１９３７年，整个华北战场没有一张像样的报，《大刚
报》同人热血沸腾地在郑州创办了一份宣传抗战的报纸；回想起《大刚报》
创刊后，经过八年抗战，七度搬迁，千山万水颠沛历程时的苦难；回想起到
信阳时，大家举起拳头宣誓“从今以后，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
的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表示要把报纸办成一张为人民说话、为人
民做主的民营报纸的决心；回想起在衡阳三次被日军轰炸，大家都愈炸愈
奋的坚强意志。流离在贵阳和重庆的大刚报人，急切地筹划着如何实现
战后五年在海内外十个版的梦想。大刚报人信心十足地发扬抗战时期的
傻劲，把报纸办得更贴近人心，更有声色。

———《汉口〈大刚报〉七年沧桑》，黄邦和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大刚报》由国民党官方出资，创刊于河南郑州，随
后在信阳短暂出版。随着战局的变化，《大刚报》撤退到湖南衡阳，摆脱了
民办官助的官报性质，成为合作社式的民营报纸；随后又迁移至广西柳州
和贵州贵阳，以三遭轰炸、四次搬迁、始终坚持出版的“愈炸愈奋，至大至
刚”的大刚精神驰誉国内报坛，在粤汉、湘桂、黔桂铁路沿线以及湖南、江
西、广东、广西、浙江、四川等地，拥有较多的读者，并在西南后方有较大影
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刚报》于１９４５年底和１９４６年初先后开办了
汉口、南京两版。南京《大刚报》终被国民党ＣＣ系〔１〕所掠夺，汉口《大刚
报》则仍坚持民营报纸的立场。武汉解放后，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
接管部新闻出版处只允许汉口《大刚报》登记继续出版。１９５０年９月，汉
口《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后改造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从１９３７年创
刊到１９５１年终刊，《大刚报》前后共出版５０７２期。

〔１〕 国民党ＣＣ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一个派系。关于“ＣＣ”的由来，常见的有两种
说法：其一，“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ｌｕｂ”，简称为“ＣＣ”；其二，陈字的汉语拼音以“Ｃ”

字打头，故以“ＣＣ”代表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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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郑州、信阳的草创

《大刚报》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在郑州正式创刊到１９３８年６月８
日在信阳复刊，经信阳过渡后于８月１８日暂行停刊，完成了由国民党

官方出资创办、享受国民政府津贴的官办报纸到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

纸的转变。

一、《大刚报》的胚胎

《大刚报》的胚胎实际起于保定。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

守，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急于在华北前线办报。邵力子原

为报人出身，深知报纸舆论宣传的重要性，遂发电报给驻守保定的刘峙，

要求迅速出版宣传抗战的机关报。

平津沦陷以后，保定没有报纸可看，在华北战场的最前线，

军民的精神食粮，的确比什么都重要……北战场没有一张像样

的报，宣 传 太 重 要 了。在 任 何 艰 难 情 形 之 下，都 要 设 法

出版。〔１〕

刘峙时任驻豫皖绥靖公署（简称绥署）主任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抗日

战争开始后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在抗战舆论宣传压力下，刘峙原

也有在保定办报之意，正好与邵力子的坚持不谋而合。于是，由河南省

政府出资２５万元作为报纸筹备启动资金，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

给津贴２０００元作为固定经费。刘峙遂派豫皖督练公署党务科长兼河南

和平通讯社〔２〕社长的毛健吾〔３〕（见图１－１）筹备办报，毛健吾作为刘峙

幕僚驻扎保定，“从事政治工作，不是打仗”〔４〕。毛健吾奉命带领河南和

平通讯社两名骨干王浩山和武止戈，携带一部收报机开展报纸的筹备工

作。筹备期间，关于报名的选择，刘峙开始有意取名《河北民报》，但毛健

吾以“报名局限性大，前途难以为继”为由，另拟“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

〔１〕

〔２〕

〔３〕

〔４〕　毛健吾：《十年回忆》，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９日《大刚报》。

和平通讯社由陆海空军总司令开封行营（后改为驻豫绥靖主任公署）创办，１９３１年２
月开始发稿。

毛健吾（１９０５—１９６８），原名毛礼键，字剑夫、剑舞，江西吉安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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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取名《大刚报》，“刘经扶先生圈定”〔１〕同意。随后很快租定保定中山
南路一号为社址，购买机器、纸张准备出版。正在此时，日军对保定发动
了进攻。

飞机每天不断地狂炸保定，一个炸弹落在我（毛健吾）的床
边。天有眼，幸而没有开花，要开了花，我便粉身碎骨了。〔２〕

图１－１　毛健吾与华莱士、何永佶合影（中为毛健吾）

毛健吾等人又撤退到邢台继续准备报纸出版工作，拟定于１９３７年９
月１８日创刊。随后石家庄失守，邢台受到威胁，报社社址被炸毁，物资全
损。毛健吾料想军事形势不佳，在前线办报实属不易，萌发放弃的思想，
到南京请示邵力子，是否可以停止筹办报纸。然而邵力子不仅不允许停
止筹办，反而坚持要求毛健吾加快报纸筹备工作，并选择平汉、陇海两路
交叉点的郑州作为出版地点。于是毛健吾当夜从南京赶回开封，迅速带
领和平通讯社成员赶到郑州，快马加鞭，重整旗鼓，准备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

１５日正式出版报纸。然而接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周佛海对办《大刚报》
没有兴趣，电报毛健吾“中宣部经费太少，如办不好，不如不办”，而此时筹
备工作已势成骑虎，于是毛健吾和总编辑刘人熙〔３〕带领全体职工加紧工
作，并复电中宣部“电报由开封转到，报纸已经出版”，周佛海见已成事实，
于是同意报纸继续办下去，并承诺津贴到位，“不过一星期，《大刚报》就在

〔１〕〔２〕

〔３〕

毛健吾：《十年回忆》，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９日《大刚报》。

刘人熙（１９１２—１９８１），号佩兰，笔名刘庵，江西莲花人。８岁在乡下读私塾，以后相继
在吉安师范学校附小、阳明中学、吉安师范学校读书。１９３２年，２０岁的刘人熙只身到开封和平通
讯社社长毛健吾处谋职。毛健吾看到刘人熙的文章，颇为赏识，当即留用。１９３７年随毛健吾创办
《大刚报》，创刊一月余，刘人熙便从谢锡福手中接任总编辑，１９４２年衡阳《大刚报》时期升任副社
长，１９４４年贵阳《大刚报》时期任代理社长，１９４６年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任南京《大
刚报》社副社长。



４　　　　

郑州呱呱坠地了”〔１〕。
由此可见，首先，《大刚报》出版的目的在于满足抗战的舆论宣传的需

要。由国民党中宣部首肯，并接受政府和国民党的资金援助使其具有明
显的党派阵营的政治背景。虽然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北战场的最前
线军民的精神食粮”，“本报纯粹为民族战争烽火所冶炼的产物”〔２〕，但是
作为党人所办的政治性报纸的最初面貌还是表露无遗。其次，由于报纸
的启动资金和固定经费都来源于国民党政府，所以报纸的发展明显受到
国民党要职人员的掣肘，邵力子的坚持出版和周佛海的毫无兴趣都直接
影响报纸的前途。

二、郑州的创刊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摩擦较小，报纸受到干扰少，《大刚报》在中原一
带以其新颖的面貌、犀利的言论，甫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关注和欢迎。

北战场唯一的大报，销数到达五千余份，军民似都有先睹为
快之感，对于安定人心，鼓励士气，不无裨益。〔３〕

报社社长为毛健吾，下设编辑部和经理部。毛健吾由于对办报没有
经验，曾请《河南民国日报》〔４〕的一位副总编辑主持很短时间的编务工作，

之后就由河南和平通讯社具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骨干成员刘人熙和
王浩山分别负责报社的编辑部和经理部。作为和平通讯社社长的毛健
吾利用通讯社本身设有的电台，可直接收发报，所以新闻稿件丰富，不
仅有本埠讯、外埠讯，还有巩县电、信阳电、郑州电及省外的南昌电、南
京电、太原电等，新闻时效性强；由通讯社派出的记者可以“行营（或绥
署）随军记者”的身份进行战地采访，新闻报道及时，具有独家性。《大刚
报》从创刊时期就引进报社建制和经营管理理念，为后来逐步完善编辑
部，设立评论部，以及建立编辑出版和广告经营相分离的报纸经营机制打
下了基础。

以河南和平通讯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刚报》既解决了草创时期编
辑实力不足的难题，又以通讯社为平台聚集了河南大学的学者，形成了

〔１〕

〔２〕

〔４〕

〔３〕　毛健吾：《十年回忆》，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９日《大刚报》。
《社论：本报创刊九周年》，载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９日《大刚报》。
《河南民国日报》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０日出版，由河南省党部宣传部长张善舆兼任社长，日

出石印四开小报一张，印５００份，后改为日出对开铅印报一大张。由于当时每月有固定经费及中
央党部补助，经济充裕，一度曾扩充篇幅至两大张，于１９４８年９月停刊。《河南民国日报》是当时
河南两家最大的报纸之一（另一家为《河南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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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刚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初期的编辑部主要编辑有张兰舟、田涛、李
蕤、张剑梅、徐景舟、何拾零，稍后还有姚散生、简蕴山。前任主笔侯栽萄
时任驻豫皖绥靖公署的参议，继任主笔为毛健吾的哥哥毛礼锐，时任河南
大学教师。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史系的国际新闻版编辑李蕤作为《大刚报》
战地记者被派往津浦、平汉抗战前线，到豫北前线进行采访。

《大刚报》是新创办的报纸，又是民营，经费全靠自筹，因
此，精打细算，艰苦创业，不装点门面，不滥用冗员。一份对开
报纸，编辑部连总编室在内，不过十来个人。编辑人员都是经
过公开招聘或公开考试进去的，都与报社领导非亲非故……一
开始，编辑部是这样分工的：总编辑刘人熙负责全面工作，我主
持国际新闻版，张兰舟、张剑梅主持国内新闻版，高一轻负责地
方新闻版，田涛主持副刊《战地文学》。还有《战时社会问题》之
类的副刊专栏，则是社外集稿，这些撰稿人不属于报社的正式
人员。张兰舟、张剑梅是河南大学的同学，田涛是早已闻名的
作家……侯栽萄曾留学美国，有较浓厚的西方民主思想，反对
独裁，支持抗战。毛健吾的哥哥毛礼锐，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教
育家，作风朴实，学识渊博，有学者之风。二人都住在报社，也
都时而写写专论或社论，但都无明确的固定名义，属于报社的
“高参”。〔１〕

三、信阳的转变

１９３８年５月，日寇继续南侵，５月３１日刘峙在总部电话通知报社“限
令报社当日撤退”，此时，距《大刚报》在郑州出版不过半年多。《大刚报》
在郑州出版时由一家私人印刷厂承印，撤退前，由于战局紧张，经与印刷
厂工人商量，报社决定将印刷机器与印刷工人一起运到信阳。《大刚报》
于１９３８年６月８日在信阳复刊。限于信阳的地理环境，报纸广告发行收
入骤降，每月只能完全依靠国民党中宣部的２０００元津贴维持正常的报纸
出版。被报社派往前线的战地记者李蕤赶到信阳，描述了《大刚报》在信
阳时期的人员状况：

我找田涛，他（笔者注：编辑部传达室）说“早走了！”我问张
剑梅、徐枫，回答仍是“早走了！”我找总编辑刘人熙，他冷冰冰地

〔１〕 李蕤：《我在〈大刚报〉的始末》，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
料委员会：《郑州文史资料第９辑：解放前郑州报业史料专辑》，１９９１年，第７３—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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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江西老家了！”经问在这里负责的只有经理王浩山一个人，
我只好找他。等了半天他才出来，对我寒暄几句后说：“报社刚
刚迁此，复刊无期，天天有人登门逼债，员工生活无法维持，事出
无奈，只有暂时疏散人员……”我结算了工资，从此断绝了与《大
刚报》的关系。〔１〕

毛健吾被迫把报纸改为四开，精简编辑部成员，编辑部主要人员如侯栽
萄、田涛、张剑梅、徐景舟、何拾零等在郑州撤退时已经退出报社，刘人熙、毛
礼锐相继避走江西，编辑部暂由张兰舟负责，另由报社招聘的严问天负责撰
写社论〔２〕，仍试图维持中原宣传阵地。然而，一方面报社本身经费不足，人
员减少，篇幅紧缩，销路锐减；另一方面信阳北面已是敌占区，南面武汉虽人
文荟萃，但《大刚报》又无法插足，至１９３８年８月底报社已经朝不保夕。此
时刘峙已退到洛阳，并明确表态不再过问报社的事，国民党中宣部则举棋不
定，一时让报社迁湖南芷江，一时又要报社迁湖北襄樊（今湖北襄阳）。《大
刚报》不得不于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８日暂行停刊。随即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周佛海
发来电报称“着将经费停发”，并提出“已无迁他处之必要，着令停刊”。９月

２０日，《河南民国日报》奉令接收《大刚报》资产，报社人员更加义愤填膺：报
社的印刷设备是由郑州强借而来，并没有通知原印刷厂主，所以租借的印刷
机器不属于报社财产，报社并无处置的权力；报社的人员又不属于接收资产
的范围；报纸的发行骤减至３０００份后，“颇不景气，最低限的开支，都难以维
持”，所以报社也无利润资金。毛健吾连夜召开职工会议，最后共同决定，摆
脱国民党的经费羁绊，并由毛健吾正式宣布：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从现在起，《大刚
报》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业，凡是参加报社工作的，都是报社的主
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再苦也决不怨悔。〔３〕

一致签名拥护我继续苦干，大家都愿意共患难，同甘苦，乃
定自力更生之报策，决心继续领导，苦干到底。〔４〕

〔１〕

〔２〕

〔３〕

〔４〕

李蕤：《我在〈大刚报〉的始末》，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
料委员会：《郑州文史资料第９辑：解放前郑州报业史料专辑》，１９９１年，第８４—８５页。

严问天在武汉随军宣传时，看见汉口《大公报》登载“北方某大报招聘评论作家”启事，欣
然写了两篇时政论文，邮寄应征。很快，严问天收到在河南信阳复刊的《大刚报》来电约去洽谈，当
即离开军队赶去信阳，被该报聘请担任编辑。严维全：《严问天与〈大刚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繁昌县委员会：《繁昌文史资料选辑：第２辑》，１９８５年，第１４３页。

王淮冰：《毛健吾与〈大刚报〉》，载《新闻记者》，１９９９年１月第１期。

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１９４３
年，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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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同时决定报社迁往湖南衡阳继续出版，愿者同往，不愿者各奔前
程，并约定到衡阳后，报社成员不拿工资，吃集体伙食，每人每月只发五元
钱作为零用。毛健吾在担任《大刚报》社社长的同时，还兼任刘峙部队的
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的职务，但是经过短暂的办报实践，毛健吾当场表示，
辞官不做，全力以赴办好报纸。至此，《大刚报》由官方出资创办的官办报
纸转变成为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

第二节　衡阳的大发展

信阳的承诺使得《大刚报》焕发新生。在衡阳，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日正
式复刊到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１日移出，是《大刚报》最有生气的一段历史。衡阳
时期，《大刚报》受到衡阳军民精诚合作、浴血奋战精神的影响，与衡阳同
生共长。衡阳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是衡阳城市形成过程中不可磨灭
的历史烙印，《大刚报》在反映这段历史的同时，自身也被赋予至大至刚的
文化气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大刚报》也成为不仅在衡阳而且在湘南
乃至全湖南省重要的抗日救亡舆论工具。

一、发展的坚实基础

信阳暂行停刊后，毛健吾派严问天、彭凤鸣前往衡阳筹备《大刚报》复
刊工作，同时安排印刷厂工人将对开印刷机器和铅字由信阳运往汉口，把
报社职工家属也陆续集中到汉口，然后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将印刷设备
与报社人员全部运抵衡阳，预定１１月１日复刊。选择衡阳作为《大刚报》
的复刊地点，毛健吾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其一，衡阳是当时东南到西南的
交通枢纽和经济重镇，在这里办报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其二，衡阳当时
还没有一家比较像样的报纸〔１〕，湘、粤、桂、赣广大地区人民迫切需要一张
消息灵通的报纸，及时了解抗战前线战况，《大刚报》易于打开局面；其三，
在衡阳，毛健吾的江西同乡人脉活络，他的同乡大部分开设银行钱庄，毛
健吾便于利用同乡关系取得支持，例如很快他的同乡就将珠琳巷的善堂
无偿提供给报社使用。

１０月２５日，报社会计向社长报告，报社“告贷无门，伙食都成为大问
题”。毛健吾与报社主要成员商量，决定提早出八开的临时新闻版应急。

〔１〕 当时衡阳出版的对开日报有由湖南省公路局局长刘子奇挂名做社长的《开明日报》，副
社长姜缦郎、总编辑骆何民和经理黎澍共同办报，在衡阳拥有较多读者，但很快被湖南省当局查
封；还有社长为谭九思的《正中日报》，此报毫无生气，日销仅一二千份，停刊日期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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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６日，《大刚报》刊出抄收电讯的头条新闻“我军撤出武汉”，震动了
整个衡阳，因为当天国民党新闻机关还在着力宣传武汉大会战。究竟是
《大刚报》的消息灵通，还是《大刚报》乱造谣言，搅乱人心？第二天国民党
撤出武汉的消息得到证实，极大地提高了《大刚报》在衡阳的声誉，同时解
决了报社的经费问题。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长沙文夕大火之初，作为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衡阳
的地理优势还没引起重视。一时间，不仅长沙、衡阳一线没有别的报
纸，由于广州沦陷，韶关、吉安等地报纸也全部停刊，湘、桂、粤、赣四个
省区主要依靠《大刚报》提供消息来源，因此《大刚报》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
日在衡阳正式复刊，社址设在湘江西岸的回雁峰上，初期日销售３０００
份，专电发布前方战地快讯，发行量由３０００份跃到１０　０００份以上，以后
更增加到１５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份，破湖南报纸发行纪录。随着武汉失守，战
局进入相持阶段，衡阳成为西南与东南联系的枢纽，省会各家新闻报社
纷纷迁来衡阳出版发行。衡阳《力报》于１９４０年６月出版，用的是从长
沙迁往邵阳《力报》的报头，社长为雷锡龄，总经理为戴哲明，总编辑为
李幻如。报社还聘著名进步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为总主笔评论战争局
势，编辑部还有李龙牧、李曼如、何满子、周海萍、方家达等人，才与《大
刚报》并驾齐驱，互争雄长。对抗战初期《大刚报》在雁峰寺内的那一段
情景有如下描述：

《大刚报》是当时全国一张大报，发行遍及中南及大后方，因
为受战争影响，地区大报大都停刊，有的内迁，也尚未继续出刊。

衡阳地处粤汉、湘桂两条铁路交接点，四通八达，于该报发行极
为方便，从战争地区及各地来的文化界名流在此交流。加以回
雁峰为历代名胜，过境览胜者也不少。

《大刚报》编辑部的人员，也大都是从当时的交流此地的大
众中吸收来的。其中王淮冰、严问天、欧阳柏、黄邦和〔１〕、张弓、

姚江屏，是当时的闻名的记者。杨潮（即羊枣）、俞颂华、叶启芳、

王晨牧、姚散生、吕亮耕、孟依帆（边城）、于友，是当时闻名的文

〔１〕 黄邦和（１９１９年至今），江西兴国人，早年通过衡阳《大刚报》招聘进入报社，在报社工
作三个月后转入中山大学学习，一面继续在报社工作，一面坚持读书，半工半读一年半，获得中山
大学文凭。随着战局变化，黄邦和先后随《大刚报》迁桂林、柳州、贵阳，曾和田汉、熊佛西等组织
“文化垦殖团”，任秘书长。抗战胜利后第五天，他作为第一批从大后方飞回南京、上海的四名记
者之一，采访日本芷江洽降与在南京投降的全过程，采访国共重庆的“双十”会谈、南京和谈以及
马歇尔、司徒雷登九上庐山谈判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武汉市唯一的记者采访第一届全
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全过程。黄邦和以记者身份采访过许多历史性的
重大事件，堪称我国近代新闻发展史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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