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新民报"经历的抗战胜利
老报人张林岚回忆!!!

到达 !新民报 "当

晚# 就编发毛泽东应蒋

介石电邀前来进行国共

和谈的新闻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喜讯传
来的时候! 我正在四川自贡市贡
井那个小镇上" 西安报界的朋友
赵荫华电告!重庆#新民报$正招
兵买马!延揽人才!准备战后到南
京%北京%上海三地发展!如我愿
去&新民报$工作!他可以推荐'赵
兄是山东人!抗战初期原是&新民
报$老编辑(后因叔父赵自强在济
南出 &华北新闻$

!

日报
"

内迁西
安!他奉叔父之命辞去&新民报$

职务!主持自家报纸编务)而我也
曾是他在&华北新闻$十分相得的
同事"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 自此以后!我的命
运发生转折)我运气不错!到重庆
那天!竟是吉日良辰)原来同时到
达的是应蒋介石三次电邀前来进
行国共和谈的毛泽东)我到了&新
民报$ 为躲避敌人轰炸的临时办
公地,,,重庆郊外大田湾的编辑
部时!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

暗自说了一声-*他怎么可以到重
庆来!多危险啊. +

重庆 &新民报$ 每天出报两
次!日报前一天夜间编印!次日早
晨出版)晚刊上午编印!下午二三
点钟发行) 日报总编辑方奈何与
我一见如故) 他对我说-*赵荫华
已写信介绍你了) 你是有经验的
熟练编辑)放下行李!吃过晚饭就
上班吧) 大概这一路上你也听到
了!今天出了大新闻啊.你编辑本
埠新闻! 这是我们报纸的一大卖
点) +

原来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
赫尔利% 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
的陪同下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正是这天下午三点三十七分)

国民党不许各报的中国记者
采访) &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
公报$记者彭子冈是&新华日报$

采访部主任石西民暗中邀请同车
去机场的)

我当晚开始上班工作! 设在
通远门外七星岗的采访部已发来
第一批新闻稿! 主要是浦熙修的
现场特写!写了毛泽东%周恩来%

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在机场受到欢
迎的情况和重庆街头群众自发的
欢迎盛况) 稿子里还写了毛泽东
在临时下榻的张治中公馆宾主交
谈细节)我做的新闻标题是*走向
和平建国之路! 毛泽东为团结而
来+) 我还没与浦熙修见面!先看
到她的稿子) 她是&新民报$采访
主任)

毛泽东
#

月
$#

日到渝!遍访
故旧)

%&

日在临时下榻的桂园设
宴请柳亚子%沈钧儒等人)柳诗兴
大发! 即席赠新作七律一首!诗
云-*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
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

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
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
笑昆仑顶上头) +

'

月
$

日&新华
日报$以&赠毛润之老友$为题!发
表此诗)

'

月
(

日!毛泽东在周恩
来%王若飞陪同下!到沙坪坝南开
学校津南村拜访柳亚子! 柳请毛
校订

)'%*

年的旧作长征诗!准备
收入&民国诗选$一书!同时又向
老友索取新作)毛回答新作没有!

只有
)'%(

年初到陕北时见天降
大雪!填的咏雪词&沁园春$!明天
当录呈审正)柳得毛词大喜!请画
家尹瘦石配画与自己的诗一起在
中苏文化协会的一个展览会上展
出) 限于客观环境的种种不利条
件!观众不是很多!只有出席毛泽
东招待会的各界代表性人士浏览
一过) 毛%柳二诗随后送交&新华
日报 $发表 !但 &新华日报 $只在
))

月
))

日刊出柳诗!未刊毛诗)

陈德铭的朋友王昆仑在柳公
馆见到了这一阕新词!十分倾倒!

抄录了一份给黄苗子! 黄又给了
&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编辑吴
祖光) 他们常在一起玩!是至交!

两人一商量!立刻发稿%见报)&沁
园春$后面的按语或短跋!也是两
人合作)

)+

日见报后反响之热烈!出
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日&新民报$

晚刊被抢购一空! 连次日的日刊
也供不应求) 其他报纸纷纷连篇
累牍地刊发步原韵与毛词唱和之
作! 也有人批评毛词流露帝王思
想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奉命鼓噪!

指桑骂槐!直至骂*草寇称王+*封
建割据+成不了大事)

政协会议期间! 国民党方面
加强钳制舆论!严密检查新闻)共
产党为加强宣传工作领导! 派陈
翰伯%孙大光等参加&新民报$编
辑部工作! 由陈铭德的朋友王昆
仑出面推荐陈任副总编辑! 负责
晚刊工作) 陈出身燕京大学新闻
系!*一二九+运动中!他是民先队
领导人!曾陪埃德加/斯诺访问延
安) 陈又介绍孙做编辑部主任)

陈铭德不想得罪共产党!致
使手下大批进步记者灰心泄气!

也怕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局责怪
*你们报纸办得很像 &新华日报$

了+!弄得他瞻前顾后!十分为难!

很想有个能领会*居中偏左!遇礁
即避+ 这一精神的人加入晚刊编
辑部班子)

我进报社不久! 就发现方奈
何是一个正直的老报人! 但思想
较保守! 编辑方针重在 *遇礁即
避+) 他处理版面不出岔子!深得
老板信任)但也常删改%压下采访
部一些能*出彩+的新闻和言论)

尤其是浦熙修为首的进步记者对
他素无好感!双方时有龃龉)我编

辑本埠新闻后! 编记矛盾很快缓
解)方奈何则因我是他聘用的!也
深得人心)他有意要提拔我!让我
当编辑部主任! 进而晋升主笔之
类!以巩固其总编辑地位)

接周恩来指示 #编

发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

少石遭国民党士兵枪击

新闻

政协会议期间! 政治形势变
化很大) 国共双方的矛盾与斗争
之外!社会上许多矛盾不断暴露%

激化! 一条消息% 一个版面的处
理!一篇言论的措辞和语气!事事
牵涉到报社的立场观点) 我到重
庆&新民报$上班后!以同行晚辈%

同乡人的身份径直去民生路 &新
华日报$ 采访部找石西民)

)'%#

年我们在浦江就相识! 也知道彼
此情况) 所以相见后以家乡方言
交谈) *南蛮舌+这种土话只有本
乡百里方圆听得懂! 所以畅所欲
言) 我详细说了自己从抗战开始
参加民先运动! 又如何去西安的
经历) 特别是羁留西安那四年的
各种遭遇!认识交结的各色人等!

也坦陈自己得失感知与觉悟)

过了些日子!我去找石西民!

要求从&新民报$转到&新华日报$

工作) 我觉得&新民报$虽好但不

是久恋之地! 既已立志投身革命
就要干*新华+这样的报纸) 石西
民批评我好高骛远) 他以为我在
&新民报$更合适!要准备长期干
下去)*&新民报$那些人许多是我
们的朋友! 我们党尚且要派人帮
助他们办报!宣传抗战!你怎么反
而要出来0+这一句话!让我在&新
民报$蹲了七八十年!这是后话)

&新民报$作为党报的友报!

&新华日报$不便发表的稿子过去
都由石西民交浦熙修等转发 &新
民报$!但老板胆小怕事!方奈何
思想保守!对国共双方均无好感!

尤其是较激烈的稿子都要压下)

他认为我是他的人!能体谅他!拥
护他!感激他的恩德!仰仗他保全
一二)开始时对我很放心!后来发
现1看错了人+) 因为我对新闻稿
的取向与他大有差异! 而且一些
明显站在共产党立场的讲话也见
了报)有一次!国共和谈中毛泽东

和蒋介石在关键问题上唇枪舌剑
争持不下! 重庆郊外化龙桥八路
军办事处

!

中共南方局
"

秘书李少
石

!

廖仲恺何香凝之女公子廖梦
醒的丈夫

"

在进城公路上突遭国
民党士兵枪击!中弹殒命)周恩来
正在会谈的座间! 听到消息不敢
惊动毛蒋二人! 不动声色赶赴医
院!探视回来已是晚间)他同办事
处负责人董必武% 邓颖超等研究
后认为-此事如果公开!一定会闹
大!势必影响和谈大局)但如果不
公开!又怕进退失据!将来被动)

消息最好由&新民报$这样的民间
报纸来发表为是

!

后来查明!是蒋

军一个士兵在公路边解溲! 被车
后扬尘眯了眼! 开枪泄愤酿成奇
祸)凶犯被军法处置!事乃平息

"

)

石西民当场写好新闻稿! 经周恩
来过目后送到七星岗&新民报$采
访部! 由浦熙修发往大田湾编辑
部) 这时石西民已打电话给我-

*此稿务必设法明天见报) +稿子
发排前须过方奈何一关! 他一见
就皱眉头-*这种稿子只能在新华
社登. + 我耐着性子向他解释半
天!他总算给了个面子!板着的面
孔有些缓过来! 勉强放行-*删短
些!登小点) +结果看大样时发现
版面很大!很不高兴!但又不便当
众发作! 因为我毕竟是他引入的
人!是他藩篱的一部分!平日里他
总是在人前人后夸我的)

自此以后! 我在他眼里成了
忘恩负义之徒!我也自觉为难!向
老板推说失眠症严重!神经衰弱!

要求做日班! 调到陈翰伯手下编
辑晚报) 晚报编本市新闻缺乏好
手!陈翰伯%浦熙修表示欢迎)

'

月
%

日是 *胜利日 +!日本
投降!中国胜利!国共和谈!凯歌
声声! 重庆市的庆祝活动达到最
高潮! 可以说是百年来从未有过
的全民狂欢节)

在这沸反盈天的热闹中!毛
泽东在重庆访问故旧 ! 拜会新
交!广泛开展统战活动和社会调
查工作) 别的不说!单是新闻界
他就约了许多人谈话) &新民报$

受邀的是张恨水% 赵超构两位)

张恨水是妇孺皆知的通俗小说
家!*名满天下+! 共产党很重视
其社会影响) &新华日报$曾在不
久前以专刊为他五十岁生日祝
寿) 他有爱国心!同情弱者!对政
治淡漠!与毛泽东谈话不多) 赵
超构不同! 他曾在

)'++

年夏随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

写了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在国
统区产生很大影响) 赵超构曾因
一偶然机会!与毛泽东并肩坐在
一起!一同观摩延安平剧团演出
的&打渔杀家$等京戏)

赵超构小毛泽东十七岁) 两
人以*先生+相称!俨然忘年交和
布衣交 ) 这次胜利后在重庆相
见 ! 两人从朝至暮整整谈了一
天 !次日赵超构到报社来 !与毛
泽东长谈的事一字不提!过了许
多年也拒绝话及此事) 我和他最
相与的几个朋友常常上小馆子
吃酒!只在酒兴高时禁不住大家
追根问底*敲打+!他才吐露片言
只语)

该书汇集全国各地近八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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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抗战胜利以

及接管"接收"复员"团圆的动人

场景# 首度披露部分珍稀史料和

珍贵影像#包括当事人日记等$全

景式记录抗战胜利前后的巨变及

其对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全面

呈现抗战胜利带给中国人民的快

乐#见证中华民族屈辱的终结#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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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结带领全国人民!以非凡的政治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强

烈的使命担当!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

和制度创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治国理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的新篇章' 为总结五年来治国理政的新经验!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

开! 中央党校党史部有关专家从不同的侧面对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各项工作进

行了梳理!阐述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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