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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书总序

《大公报》于 1902 年创刊 ,至 2002 年 6 月 17 日 ,满一百年。

际此一百周年华诞 ,《大公报》香港馆编撰出版《大公报一百周

年报庆丛书》,为小小的献礼。

丛书共 10 册 :

《大公报一百年》、《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大公报一百年头

条新闻选》、《大公报一百年副刊文粹》、《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

选》、《大公报环球特写选》、《大公报人物》、《我与大公报》、《大公报

特约专家文选》、《大公报小故事》。

我们试图通过丛书 10 册的不同角度 ,回顾《大公报》一百年历

程。丛书既记载《大公报》一百年历史 ,又通过一百年《大公报》版

面上的重要新闻报道及评论 ,以及部分名家作品 ,回顾一个世纪以

来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香港的变化。

历史长河风云变幻 ,《大公报》的百年历程迭宕起伏。漫漫一

百年 ,《大公报》有过迷惑的时期 ,经历过矛盾的阶段 ,但从总方向

来说 ,《大公报》始终坚持爱国 ,坚持民族大义 ,在国家盛衰兴亡的

紧要关头 ,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大公报》的历史命运是

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公报》百年史 ,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 ,寻求发展与振兴的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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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历程 ,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在历史上 ,这份报纸发挥了

积极作用 ,并培养了一大批报业人才 ,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

了贡献 ;在国运兴隆、国势兴旺的今天 ,这份报纸充满新的活力 ,与

全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一道并肩前进。

丛书 10 册 ,也试图在这些方面作探讨。

老一辈《大公报》人殚精竭虑、寝馈其中 ,使《大公报》有辉煌的

过去。让我们藉这套丛书向他们表示敬意。

自 1948 年港版复刊 ,港馆员工薪火相传、锲而不舍 ,在内地和

海外的 20 多个办事处、记者站的同人也不断开拓、努力进取 , 使

《大公报》今天能继续焕发青春、与时并进。特别是《大公报》2001

年获香港新闻最高荣誉奖———2000 年新闻大奖及写作与版面设

计冠军 ,这是对百年报庆的献礼。也让我们藉这套丛书向为香港

回归祖国和落实“一国两制”而奋斗的报社员工致敬意。

一百年太长。丛书虽分 10 册 ,字数 300 余万 ,仍必然会挂一

漏万 ,种种谬误粗疏之处 ,敬希前辈、同业、各方友好原谅、指正。

《大公报》社长  王国华

200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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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朴

  杨刚与百姓同在

为了给长辈扫墓 ,到北京西郊八宝山人民公墓去。这是京城

老百姓的墓地。这几年 ,公墓也在开拓创新 :山顶盖起了办公楼 ,

零乱的墓穴作了整理 ,修筑了通向各墓区的通道……

就在崭新的办公楼一侧的路边 ,我忽然发现一块高约 4 尺的

墓碑 ,上面刻着“杨刚同志之墓”,墓旁围了一圈瘦小的柏树。看来

这座墓原是淹没在拥挤的墓群之间 ,随着通道的开辟 ,就显露在众

目睽睽之下了。墓紧挨着路边 ,不留余地 ,墓碑更显得引人注目。

看到墓碑 ,我不禁惊讶 :杨刚的墓怎么会在这里 ? 凭我的想

像 ,以她的党龄 ,她曾经担任的职务 ,她的贡献 ,当然 , 她的墓应该

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共和国奠基人的陵园里面。 (注 )

1946 年 ,我进上海《大公报》馆工作时 ,杨刚是报馆的驻美特

派员 ,虽闻大名而从未得见 ,只是读到她从美国发回的一篇篇通

讯。直到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 ,周恩来派杨刚同王芸生一起随军

南下 ,到上海主持解放后的《大公报》,这才见到了她。她一点没有

在美国居留过的那种女性的味道 ,一身灰布列宁装 ,伏案工作时不

停吸着烟卷 ,言谈举止比男子更有男子气。她的豪爽正直 ,言论精

辟 ,待人诚挚 ,很快在原来并不熟识的同事中博得好评。不久 ,上

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宣告《大公报》属于人民。杨刚完成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我 与 大 公 报
T A K U NG P AO

l4    

任务后即回北方工作。后来听说她在外交部当了政策研究委员会

主任秘书 ;抗美援朝开始后 ,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 ,协助周恩

来总理处理开城谈判的工作 ;后又任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

《人民日报》社负责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 ,并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正在为她庆幸时 ,不幸的消息接连

传来 :1955 年秋 ,她在参加一次外事活动中遭遇车祸 ,造成严重脑

震荡 ,留下头痛难忍的后遗症。1957 年秋 ,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

要笔记本 ,而当时正在反右的政治风暴中 ,这使她紧张万分 ,终于

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一眠不起 ,终年 51 岁。从此就听不到有

关她的音讯了。

27 年之后 , 1984 年 ,萧乾选编的《杨刚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 ,使怀念杨刚的亲友、同志感到莫大宽慰。读了杨刚的作品

和附录的纪念文章及年谱 , 才知道了更多有关她的情况。她是

1928 年入党的老党员 , 1932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在校

期间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 ,备受酷刑 ,坚贞不屈 ,出狱后继续从

事革命文化工作。她不仅当过《大公报》记者、文艺副刊主编 ,还是

早在 30 年代就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的作家 ,又是北方“左联”

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胡乔木为《杨刚文集》写的序言对杨刚的

作品有很高的评价 ,认为单是她的散文集《沸腾的梦》,中国的文学

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她还是世界文学名著《傲慢与偏见》(英

国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 )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 ,并兼任过岭

南大学教授 ,讲授过“翻译研究”。抗日战争时期 ,她在从事新闻工

作的同时 ,积极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 ,还为党做过统战工作

和外事工作。她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有男人而不能做男人的妻

子 ,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亲”。丈夫分手后牺牲于日机轰炸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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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的独生女儿送往延安 ,自己长期过着没有家庭的生活。建国

以后 ,她仍然独身一人 ,忘我工作 ,不分昼夜。周恩来非常器重她 ,

曾对毛泽东说杨刚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

这部《杨刚文集》出版时 ,扉页影印着邓颖超 1983 年 9 月的题

词 :“《杨刚文集》出版 , 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刚

同志的最好的纪念。”

现在我看到 ,邓颖超的题词竟被刻在杨刚墓碑的上端 ,像是一

个文件的批示。我不知道原来安葬时有什么样的墓碑 ,而这块墓

碑是 1987 年 1 月重立的 ,离杨刚逝世已达 30 年之久。

凡是上了一点年纪、经历过过去年代的人都会理解 :为什么逝

世后该进革命干部陵园而没有进去 ;为什么安葬时未能及时立一

块恰如其分的墓碑 ,而在重立碑石时还要刻上领导人的题词。据

说 ,杨刚生前“没有受过任何责怪”,当然更谈不到受什么处分了。

仅仅由于她逝世的特殊情况 ,本来应该顺理成章的事情都成为不

可能了 ,甚至连称呼一声“同志”也成为问题了。显然 ,有了邓颖超

题词的评语 ,杨刚的一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这不仅足以告慰她的

在天之灵 ,而且就有理由大书“杨刚同志之墓”。在不算短暂的 30

年间 ,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不受处分而有处分待遇、不称平反而得

平反之实的过程。但尽管如此 ,这位忠诚的革命家还是被摒于革

命公墓的陵园之外。

正如墓碑碑阴镌刻的杨刚的两位外孙署名的铭文 :“姥姥永远

和人民在一起”,杨刚一生热爱人民 ,无私奉献 , 她安息于人民公

墓 ,身处平民百姓之间 ,也许更符合她的夙愿罢 !

(原载 1999 年 1 月 26 日《大公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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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八宝山南麓 , 除殡仪礼堂外 , 设有

革命干部陵园 ,骨灰堂 ; 人民公墓在八宝山北坡 ,除办公楼外 , 是一

片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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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振常

  香港《大公报》忆旧

此番在港 ,居留时间超过以往十几年间的每一次 ,也就多了一

些时间遐想 ,感岁月之易逝 ,念旧友之凋零 ,为此文以记 51 年前初

到香港的往事。

那是 1948 年 10 月 ,我在上海《大公报》做记者 ,香港《大公报》

已经复刊数月之后 ,忽一日 ,费公彝民 (时任香港《大公报》经理兼

上海《大公报》副经理 ,经常往来港沪间 )对我说 :“你已经列名黑名

单 ,赶快想法走。”费公并告 ,他是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那

里知道的 ,消息确实。这自然引起我考虑。早在 1947 年 7 月 ,上

海“文萃”案发 ,我的朋友 ,后称为“文萃三烈士”者陈子涛、骆何民、

吴承德被捕 ,我也因此而被中统局逮捕 ,拘留一夜 ,经《大公报》总

编辑王芸生先生电话上海市长吴国桢力救得出。在上海 ,我有再

被捕的可能。其时 ,我在上海的朋友黎澍、孟秋江、唐海等 ,还有我

的胞弟唐君放都已到了香港 ,那时候 , 我们把香港看作自由的地

方。事实上也是如此 ,左派人士在内地有了政治危险 ,一到香港就

海阔任鱼跃了。

《大公报》素有一个传统 ,对于同人之被捕者总是尽力营救 ,前

举王芸生先生之力救我 ,只是一例。当王先生打电话给吴国桢时 ,

吴说 :“我刚从南京回来 ,明天再说吧。”事实确是这样 ,吴国桢赴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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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干 ,当晚回来 ,我和《新闻报》记者严洵、张孝权 (现易名文达 )、

商报记者夏治淦三人相约夜访吴国桢 ,而我未及出发就为中统特

务“请”走了。王先生毅然告吴国桢曰 :“今晚不放人 ,我明天就登

报。”这句话起了作用 ,我在亚尔培路二号中统上海办事处 (今名陕

西北路。这幢房子拆除了。真不该拆 ,多少人在这里被关押过 ,是

历史的纪念。)被问了一番话之后 ,由一个特务用车送我到了吴国

桢公馆。甫下车 ,严、张、夏三位正在扣门 ,我和他们是如约汇合

了。1947 年重庆《大公报》有记者曾敏之等多人被捕 ,尽管胡政之

先生曾表示“爱莫能助”,遭同人不满 ,王芸生先生则以个人名义表

示对捕人的抗议。及后 ,《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被捕 ,胡政之先

生营救不遗余力 ,亦足以补前失。《大公报》此种做法 ,颇有当年蔡

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遗风余韵 ,蔡元培主张学生的天职是读书 ,不

赞成罢课、示威游行之类 ,而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被捕了 ,他必竭

尽全力救援 ,不达目的不止。

我向王芸生先生提出去香港《大公报》工作 ,顺利快速地达到

目的。代买飞机票的同事设想周到 ,说是如飞香港 ,可能引起怀疑

而追查 ,不如飞广州稳妥。于是 ,我在 1948 年 10 月的一天 ,由上

海飞抵广州。抵广州机场 ,当时尚未谋面的《大公报》广州办事处

记者黄克夫 ,径入机场 ,在飞机下客之时 ,冒叫一声我的名字 ,见面

了。住广州一夜 ,翌日傍晚 ,再飞香港。几位朋友和我弟弟在启德

机场接我 ,踏上香港土地 ,一颗心落地 ,不会有什么中统、军统来找

麻烦了。

香港《大公报》在中环利源东街 , 是租用《新生晚报》的房子。

无所谓编辑部和经理部 ,就那么一间楼上临街房子 ,白天是编辑部

的日班人员和经理部办公 ,夜间则编辑、译电、校对、资料人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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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有时还要加上夜晚归来写稿的记者 ,室内无转身之地 ,一张桌

子几个人用 ,没有一个人有独用的写字台 ,包括总编辑和经理。台

上抽屉装的物件 ,也分不清是谁的。排字房、印刷厂在楼下 ,也是

租用《新生晚报》的。这种窘迫之状 ,我倒并不吃惊。在入上海《大

公报》之前 ,我曾经在成都一家报纸工作 , 那才算是最穷的报纸。

其名为《华西晚报》,八开小报一张 ,如今国内即使是藏书藏报最齐

备的图书馆 ,恐怕也不会找到这张报纸。抗日战争时期 ,这张报纸

可威风得很 ,革命性可强得惊人 ,共产党党报重庆《新华日报》不敢

登的新闻 ,《华西晚报》敢登。《华西晚报》从总编辑到记者、校对 ,

工资一律 ,它是最早实行平均主义的机构 ,可谓继太平天国之正

统 ;工资数目 ,有同于无 ,大约只够买几包香烟。这真是“越穷越革

命”。办公地方 ,起初借用一个学校 ,后来搬到一家赌场 ,在赌客喝

五呼六声中干革命 ,旷古所未闻。有此经历 ,到了利源东街的《大

公报》,我视之晏如也。起码工资有保障 ,一日三餐 ,供应饭食亦不

恶 ,深夜编完报回去 ,的士送归。这在昔日《华西晚报》,均不可想

像。《华西晚报》全报社人员 ,都是安步当车 ,除了一位记者有一部

破烂的自行车。在香港《大公报》数月间 ,我和多数同人一样 ,感觉

可以自由痛快地说话编报 ,不需再做违心的事了。工作条件虽差

于分别来自上海、天津、重庆的《大公报》三馆 ,而工作环境完全变

了。这段时期的香港《大公报》,便成虎虎然有生气。

到差之初 ,陈凡调往广州 ,任办事处主任 ,我接他的班 ,编本市

版 ,这里称作港闻版。对于这个版面 ,我实在很乏味。充斥版面的

新闻 ,无非是肛门藏金走私被查获 ,抢劫案等等 ,而其文字 ,粤语加

似通非通的文言 ,令人难解。是以 ,我曾自嘲曰 :“港闻版编得最好

的一栏是‘今日广播’。”那时还没有电视 ,只有一个“丽的呼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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