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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永祥，四川省邻水县人，生于 1922 年。原名廖玉祥，笔名谷

莺、柳季。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中共党员，复旦大学外文

牟毕业。 1944 年参加《中国学生导报》的创办，开始丁新闻生涯。抗

日战争胜利后，调《新华日报》工作，任专栏编辑、文教记者。此后，

历任《晋绥t 日报》、《新洛阳报》、新华支社编辑、采访科长、社长。

1950 年后，曾任新华社记者、新华分社正、副社长，((人民日报》记

者站站长。 1979 年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兼文学研究所

所长。职称、编审。编若有《历代三峡诗歌选注》、《蜀诗总集》等六、

七种，约二百余万字。现任四川诗词学会顾问、四川省《新华日报》

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军~沫若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若有旧

体诗一千多首，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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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寥永祥同志的《新华日报纪事》正式出脏了。这是一本介绍

《新华日报》情况和历史经验，对后人有借鉴作用，值得向读者推

荐的好书。

《新华日报》是一张报纸，但不是一般的报纸，它是抗日战争

开始以后，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特殊条件下，共产党中央在国民

党统治区的统治中心公开击版的大型机关报。开始办在武叹，后

来迁到重庆，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午夜被国民党反动当局

查封为止，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初期两个历史时代，前后共九

年又一个丹。

抗日战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一方面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向我国发动全面进攻，中华民族处于可能被灭
亡的最危险的时侯s 另一方面，由于全民族团结抗战，又是一八

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解放的绝好的机遇。处在这个时代的中

心地位的中国愚民党和中盟共产党，者F可言唱着严重的的挑战，是

全心全意为抗战，并且执行正确的政策，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

中赢得人民的真诚招护，取得真正领导权，或是从一个阶级的私

利出发，不全，已全意为抗战，甚至作出摄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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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被人民抛弃呢.历史将作出最严厉最公正的裁决。在抗战初期，

国民党对抗战还是比较热心的，她同意国共合作，虽然在口头上

她总是不愿讲雷共合作，在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公布《中共中央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后，蒋介石发表谈话，只说z 中国共产党

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

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匮家。他不愿意发动群

众，进行全民抗战。因而在抗战初期虽然他投入抗战的军队较多，

并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英勇旗强不怕

牺牲的民族英雄，如上海抗战中的谢晋元园的八百壮士，台)1..庄

战役中的许多将士，他们的行为都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由于他的

片面抗战不要群众的政策，以及战略战术上的不当，以致在与吕

寇的作战中，多数都是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抗战不久，由于他

的军队节节败退，不到一年时间，使大半个中国都沦路在敌人的

铁蹄之下。更槽糕的是，在武汉失守以后，他消极抗吕，积极反

共，在正菌战场上不敢与敌人接触，却将几十万人的大军，长期

用于封锁挟甘宁边区，时时企图消灭共产党中央，在其艺许多抗

日模据地，他的军队长期不敢与敌的接触，却与八路军新四军i商

摩擦.一九四一年一廷，甚至发生了八万余人奉蒋介石之命围歼

北摄的新四军一万余人，致使这支抗日有功的部队，损失八千余

人，做了吕寇汉奸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亲痛仇快的李!这就是当时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的作法，并未能消灭新

四军，倒使自己十分脱离群众。在他统治的区域，即广大的大后

方，他只要人民付出，却不给人民以任何民主，不考虑人民死活，

役政腐败，到处抓J捡了，抓来之后，象花人一样对待。宫吏贪污，

富商巨贾屯积居奇，物份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对于共产党

和民主人士，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肆意抓捕杀害!由于政治极

端震败，军队也失去战斗力，以至在前线，只要一与E寇接触，使

日溃千里。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溃跤，让敌人占了贵州独山，便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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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的说明。

共产党呢，她一贯坚持全，乙ì'3主意为抗战，为人民服务，一刻

也不脱离群众的伟大宗旨，并且有一套完整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有

正确的战略战术。因而在前线，当国民党军队节节贱垦的时侯，她

却敢于深入敌后，假靠军队的英勇善战，俄靠人民群众金Iì:;全意

的支持，很快便建立起敌后抗吕民主模据地，并在长期斗争中，经

受了残酷的考验，立住了足，军队和根据地都日渐壮大发展，成

了抵抗日寇中坚力量。对国民党统治区，他支持团结，支持民主，

支持进步，并且敢于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揭露和批判。因市

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他的威望在群众中日益提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方面又坚持错误的政策，不要和

平，不要民主，不顾人民死活，一，已要消灭拭目战争中成长起来

的八路军，新西军，消灭拭目民主模据地，顽固地推子予他的法西

斯统治，并且在毛泽东同志应i撞到重庆，经过国共两党四十三天

的长期谈判，签定了《双十协定>>.商定和平民主建踵的共同方针

的情况下，出于一个阶级的私利，吉恃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又

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全国人民重新推入血海之中。到这时.rË

民党统治就完全走向他的反面，成为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自己

也成了没有任何掩护的容易打倒的出头鸟了!出现了这种局面，对

人民的最终解放来说是有利的。但这是经过共产党正确领导，全

国各民主党派，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难困苦的牺牲奋斗的结果。

在这一长期斗争中， ((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的机关报，他又

处在国民党统治中，坠的重庆，她所担负的任务是十分重要市琅巨

的。一方面，她要向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也就是当时的抗战

大后方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及时准确地将八路军新四军在

前方抗战，和各拭目民主模摆地的真象告诉广大人民群众，使人

民对抗战胜利具有信心，而这又是国民党当局最怕人民知道的。因

为人民-8知道了真象，便会觉得他的无能二知道他的反共政策
.3. 



的绝对错误而反对他们，另方面，既要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

批评，要揭露他的黑暗统治，为广大人民群众讲话，维护人民的

利益。还要对人畏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对国民

党方面推行封建落后的反动的文化进衍揭露和批判，以建立人民

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科学的文化。这些，也是国民党顽固派

十分不愿意的。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局尚未破裂，他

要顾虑国内国际舆论，报纸是经他同意办起来的，又不能随便查

封，因此，他便对报纸采取了各种迫害手段，他随意扣压稿件，对

送审稿件肆意跟节，使报纸经常在版雷上留一大空白，叫做‘开

天窗'。他们在部捡所扣压印好的报纸，不准往外地寄送。他们布

置特务追打《新华自援》的报了报童，不让报纸送到读者手中，甚

至迫害订接读者。他们还抓捕报社的工作人员，一九四零年的成

都发生抢米事件，他们就棋造借口，逮捕了有《新华吕报》成都

营业处负责人身份的)11康特委负责人罗世文同志和分错处的工作

人员洪希宗同志，并先后进行了杀害!虽然报社的环境十分恶劣

艰苦，工作条件十分E难，但是受到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群众支

持的《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

仍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在一丸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午夜报

纸被封以后，仍能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撤回解放区。

《新华日报》这段经历是不寻常的，她的工作反映了抗战时期

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历史，包括国共两党的谈判和斗争，八路军和

各抗日民主模据地的情况，当时，思想文化方面斗争的情况，以及

正确的国际形势的论述等等。为了解历史，学习历史经验，都有

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新华吕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在国民党统

治区工作九年多，她的工作人员，从社长总编辑到下面的工作人

员，每月只领仅够购买牙膏牙刷这样一点津贴，丽能长期坚持不

懈的工作下去，以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党员和非党人员，都

能这弹傲，这又是党的教育租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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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脱离群众作自己人生的目标的结果。这也是任何其它非党报纸

所不能办到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党的建设，对于改造干部

的工作作风，都是很有参考货值的。

《新华日报》的历史，前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韩辛茹同志，

在老同志张友渔、熊复、石西民等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写了一本

《新华日援史))，是写得不错的，但他不可能把这一时期的东西部

写详尽，还有许多有货值的东西应当进一步研究，并把它记录总

结出来，作为我们今后行动的借鉴。

E寥永祥同志过去在《新华日报》工作，约十年前北京成立

《薪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时，成都也成立了分会，现在叫

四川省《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我任了总会副会长和

成部分会的会长，廖永祥同志是，总会理事和分会的常务副会长，我

们便一起开始研究《新华吕报》的历史，他更是研究的主力和主

要负责人，除已完成《新华日摄》成都营业处，或叫分馆的史稿，

并正式出脏以外，他还编辑出版了《新华报童》的续集， <<新华日

援!吕体诗选注)>，近年来又集中力量研究整个《新华日报》的历史，

写了许多论文，都是有参考价值的。现在，他把它汇集起来，编

成这本《新华日报纪事)>，并正式出版。内容涉及了《新华日报》

整个历史，在不少问题上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认为，还不但

丰富了《新华日援》史的研究内容，对研究《新华日报章史，研

究新闻史，研究抗战历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为总结党的历

史经验，为当前工作和今后的行动借鉴，也是有意义的。'至于书

中的详细i 容，读者可以自己详细翻阅.这里就不重复了。是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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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拭目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转折，也是中窜入畏新

闻事业的伟大转折。拭目战争形成了中国进步新闻战线的大团结、

大发展，是人民新闻事业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群众，发生血

肉联系的年代。《崭华日报》作为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它的
性质、地位、作用，当然与一般报刊有所不同。

《新华日报》是抗战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它是中医共产

党建党以来，创办的第一张大型目援，是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主

办的第一张全国性的政治机关报。它的创刊，就意味着结束了国

民党长期一党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打破了国民党在舆论界的一
统天下。在此之前的十年内战、分裂中，国民党员动派不仅对红

色根据地实施军事围剿，把党的主力部队挤到边缘，还对党领导

的进步知识界、舆论界进行"文化围剿"，撞残言论、出版自由。

大批革命报人被投入监狱。我觉早期的报刊活动家施洋、蔡和森、

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等，均先后牺牲。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

被剥夺了对全雪人民的发言权，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党的

政策。党不能发行全国性的党报党刊，更说不上出版稳定的大型

吕报。

众所熟知，舟、日报历来就是各雷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 1884

年奥地科《工人报》改为日报，恩格斯曾发贺信，说="在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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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7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

大地向前边挂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以同等的武器，同

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马克思也十分重视日报的作

用。他说过"日报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使人

民和人民的吕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它经常而深刻

地影响舆论"。中盟共产党一直就重视创办马思所说的这种日报，

在 1925 年至 1931 年之间，曾先后在上海出版《热血日报》、《红

旗自报》、《群众吕报>>.但都是因开的小报，每次发刊不久，就在

反动派的扼杀下停刊了。 1937 年 I 月，抗战爆发前夕，党中央曾

在延安出版《新中华报)}，这是由原江西苏区发行的《红色中华

报》改名的小报，还是三日刊。后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摄)}，

也是迟至 1941 年 5 月，才由《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建

立的大报。国而 1938 年 1 月 11 日创刊的《新华吕报)}.才是党的

历史上第一张全菌'性的大型日报。它的存在与发展，说明党终于

争得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党报党刊的权利，赢得了在全国

舆论战线的合法地位。<<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并肩作战，高

举党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旗帜，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

势力，孤立顽臣势力的方钟，打击敌人，教育人民z 从此，在国

统区出现了一条与顽固涯的新专制主义报刊相对立的进步新闻战

线。《新华日报》充当党和人畏的喉舌.敢于说出真理，善于说出

真理，它的作用，被毛泽东、窍，理、荣誉为"同八路军、薪四军在

敌后作战一样，挺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

《新华自报》存在了九年一个月零十八天，出版报纸 3231 期。

它经历了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初期整个历史大变动的过程。对于

它的奋斗史分期，总起来有三种说法。有的根据领导的更替，分

为长江局、南方局、中共四川省委三个时期。有的根据历史进程，

分为 1938 年 2 月至 9 月号 1938 年 10 月报纸迂重庆出版至 1941 年

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 年 2 月报纸恢复出对开一大张至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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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 15好日寇投降; 1945 年 8 丹抗吕战争胜利至 1947 年 2 月

28 日报纸被封闭，共四个阶段。我本人则赞成有的同志意见，根

据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主张分为六个小鼓. RP: 
(1) 1938 年 1 至 9 月，长江局领导时期。

其特点是z 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此时国民党政请

被迫抗战，尚能将政策重点放在对拧日寇z 但却坚持片面抗战，不

相信人民力量，割怕发动群众，甚至镇压群众救亡运动。 E民党

内一部分领导人开始散布"速胜论"，及至正面战场的节节失败，

又散布"亡国论'二导致产生严重的悲观情绪。在长江局内部，亦

有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就是只看见

国员党暂时拭目的一面，看不见国民党反动和腐败的另一亩，过

高估计国民党对抗战的作用，不相信我觉我军的力量，更不相信

人民的力量，因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

线"，反对党中央主张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原则d <<新华日接》负

责同志和长江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不同程度地提制了王明的

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大力宣传毛泽东提出的全面提裁、坚持持

久战的路线，并通过报道我觉我军坚持敌后抗战节节胜利的事实，

支持救亡团体和国民参政会内的进步人士的爱国民主活动等，充

分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基本上坚持党的正确政治方向。

(2) 1938 年 10 月报纸迂重庆出版，至 1940 年上半年，第一

次"反共高潮"前后。

随着广州、武汉的失陷，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吕寇将主

要侵华兵力转而对拧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和人民武装z 而利

居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人的动摇，则将政策重点改为对蒋介石、汪

精卫一钦的诱降。 1938 年 12 月底，汪精卫抢先一步叛逃香港投

敌。于是，就同时存在重庆、南京两个国民党、两个国民政府。蒋

介石表面打着抗日的旗帜，背地里却与自寇、汪伪政权进行着秘

密的勾结。在 1939 年 1 丹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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