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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軼事

重慶母城渝中區李子壩片區因輕
軌穿樓被遊客追捧，抗戰時期，眾多
達官顯貴在此修建公館、別墅。諸如
史迪威舊居、圓廬、美軍飛虎隊辦公
樓等。從李子壩正街邁上十幾級長滿
青苔的台階，推開一扇吱呀作響的板
門，在一片老黃葛樹掩映下的建築就
是大公報報社重慶舊址。建築面朝嘉
陵江，背靠佛圖關後山，寧靜而厚
重。舊址上矗立着重慶市級文物保護
單位的牌子，兩棟中西結合磚木結構
建築經修復，呈小青瓦屋面，青磚外
牆，兩樓由外廊連接。

社論名篇 誕生於此
順着建築樓梯拾級而上，腳下的

木樓板發出吱吱聲響。推開頂樓一扇
木窗，窗外遠處的輕軌飛馳而過，與
鐫刻着時代記憶的舊樓古今交融。儘
管僅存斑駁老樓，但當年影響無遠弗
屆，《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
《我們在割稻子》、《看重慶，念中
原》等中國新聞史上甚具影響的社論
都是經此發出。站在樓內凝思，彷彿
能看見日寇狂轟濫炸中，大公報人以
筆作刀槍，以文章當子彈，以報紙為
戰場，奮勇無畏與日寇戰鬥艱苦而輝
煌的歲月。

《大公報》為抗戰的呼籲和吶喊
從未停止過，亦是重慶抗戰歷史的重
要載體。已故百歲老人張炳富在《大

公報》任職期間逢日軍對重慶大轟
炸，是大轟炸的倖存者和見證人。
「轟炸嚴重時期，編輯部與印刷廠都

搬到防空洞繼續作業，大家在對開平
板印刷機的轟鳴聲中寫稿、編輯、校
對、印刷。在日軍對重慶長達五年半
的轟炸中，從未停止出報。」 10年前
老人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回憶道。

防空洞內 堅持出版
1940年，日軍傾其航空力量，

對重慶進行連續半年的狂轟濫炸，大
公報李子壩經理部辦公樓被炸毀，印
刷廠第2車間被破壞，但在半山腰防
空洞裏的印刷機始終沒有停轉。
1941年夏天，《大公報》報社再次遭
到轟炸，經理部大樓中彈，編輯部大
樓經猛烈震動，屋頂裂開，員工們在
暴雨中露宿兩夜。 「空襲中，只要把
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機，報紙
即可保證無間斷。在日寇對重慶的轟
炸中，《大公報》同仁從未畏懼，每
天照常工作。敵機來臨，及時躲避；
敵機飛走，照常工作，我們不因轟炸
而退縮、害怕，決心與日寇戰鬥到
底。」 當年張炳富斬釘截鐵地說。

報館設宴 毛澤東題字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

慶，與國民黨舉行國共和談。毛澤東
在渝會見了很多民主人士，重慶《大
公報》編發了消息和特寫，連夜趕寫
了題為《毛澤東先生來了！》的社
評。9月20日晚，《大公報》作為東
道主，在李子壩報館內的 「季鸞堂」
設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
王若飛等中共代表團成員。晚宴上，
毛澤東說，希望《大公報》能夠成為
為人民大眾說話的報紙，並為大公報
全體員工題寫了 「為人民服務」 五個
大字。這是他對這份報紙的期望，也
是對國家未來的期望。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
京報道：在北京市西城區永安路
173號，有一排頗有些年頭的樓
宇，它現在的名字是 「北京郵局大
樓」 ，往來於此的，是一輛輛郵遞
車和忙碌的郵差。然而在66年
前，這裏曾經是《大公報》在北京
的辦公大樓，當時，在這裏往來忙
碌的，是中國最優秀的一群報人，
從這裏發出的，是一篇篇對國內外
時局具有重大影響的文章。

1956年北京大公報社新樓落
成（即今北京西城區永安路北京郵
局大樓），天津《大公報》遷至北
京出版。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
了，當年的報館變成了郵局，周邊
也開滿了買賣興隆的各式店舖。

如今，北京西城的郵局大樓
早已在歷史變遷中更換了容顏。但
有關大公報老報人的才情與風骨，
也永久地留在了有關北京城的歷史
記憶之中。

北京老報館 塵封的記憶

重慶

解放碑下埋《大公報》

重慶解放碑於1947年10月10日竣工落成，為紀
念抗戰勝利而建。1947年10月11日，重慶《大公
報》以《萬人爭看紀功碑：群鴿飛出鞭炮聲中剪
綵，永垂不朽象徵重慶建設》為題作了報道。重慶
《大公報》刊文《歷時十月，費款兩億，勝利紀功
碑今行落成禮》記載， 「還有一條 『紀念鋼管』 ，
今天要將本市的報紙、照片和有關文物裝進去，於
今天下午埋在碑內」 ，以期 「使後來的時代找出今
天這個時代的文化。」

在挖掘地基時，刻意留下深坑，將戰爭中繳獲
的部分侵華日軍的武器彈藥、鋼盔、軍靴、指揮
刀、軍旗等戰利品埋於其中；碑身壁上，藏有紀念
鋼管，管內放有紀功碑設計圖樣，並放有代表此時
期文化產物、包括《大公報》等報章，郵票、照片
等。 大公報記者 韓毅

【大公報訊】記者蘇征兵桂
林報道：廣西桂林市七星區七星公
園後山不遠處，在吊蘿山臨近普陀
路位置，一塊立於2003年的 「桂
林《大公報》舊址」 石碑，記載着
81年前《大公報》在桂林山洞辦
報的歷史。

《大公報》桂林版於1941年3
月15日創刊，至1944年9月12日

因戰亂停刊。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教授黃偉林認為，《大公報》在桂
林辦報期間，桂林接納了來自全國
各地的數百位文化名人和多個文化
機構，舉辦了大量文化活動，成為
抗戰時期中國大後方的文化中心，
有着 「抗戰文化城」 之稱。

在廣西師範大學 「抗戰文化
城」 博物館有一段關於《大公報》
的記載：1941年3月15日，桂林版
《大公報》在桂林星子岩岩洞創
刊，後僅僅一個月，1941年4月，
時任總編輯胡政之就收到美國密蘇
里大學新聞學院教務長馬丁信函：
「將本學院今年頒贈外國報紙之榮
譽獎章一枚贈與貴報。」

幾年前，桂林市人防辦公室
曾經進行大規模的山洞利用整治，
《大公報》桂林當年的舊址，已被
租賃給當地一家企業作為倉庫。

無懼敵機轟炸 桂林岩洞辦報

▲1945年9月20日晚，毛澤東為《大公報》題寫了
「為人民服務」 五個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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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大公
報》頭條標題用超大字號字體
刊登 「日本投降矣！」 ，此版
面現被國家列為一級文物。

▲《大公報》重慶舊址位於渝中區李子壩正街102
號，2018年當地對舊址主體建築進行修繕。圖為
《大公報》重慶舊址翻新後的情況。

大公報記者韓毅攝

◀重慶《大公報》編輯
部的員工在工作。

▲《大公報》桂林版當年的辦公
岩洞，如今已變成了一家企業的
倉庫。 大公報記者蘇征兵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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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重慶《大公報》館址。

【大公報訊】記者韓毅重慶報道：
《大公報》在渝14年，大公報人亦在山城
經歷了一段段艱苦卓絕的往事。現年88歲
的胡政之外孫王瑾表示，1949年，在重
慶還未解放之前，國民黨特務機關將秘密
抓捕中國共產黨人，包括重慶《大公報》
採訪部主任徐盈，《大公報》外勤記者彭
子岡、丁涪海等。時任重慶 「綏靖」 公署
主任，後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的張群
得此消息。 「張群通過手下把這個消息告
訴了時任重慶金城銀行經理，我的父親王
恩東。」

「王恩東立馬把該情報告訴了重慶
《大公報》副經理段繼達，段繼達即刻通
知名單上的記者趕緊躲藏，不能回家。為
了不引起特務機關的注意，王恩東以重慶
金城銀行的名義購買了飛往香港的機
票。」 王瑾透露。

王瑾回憶， 「我的叔叔王恩源親口告
訴我， 『當時哥哥王恩東告知，今晚有客
人要到家裏來，好好接待。』 徐盈、彭子
岡當晚來到王家，王恩源把卧室讓給了彭
子岡夫婦住，他自己在沙發上睡了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王恩源駕車把徐盈、彭子
岡送到重慶市內的珊瑚壩機場，王恩東已
早早在機場等候，將兩張機票交給子岡夫
婦，他們乘坐早上的第一班飛機，飛往香
港。」

辦報資金埋樹底 躲避查封
「王恩東與張群關係交好，源於張群

是王恩東的父親、我的祖父王章祜的學
生。王章祜在成都辦教育，張群父親出身
貧寒，是小學看門人，張群沒有錢唸書。
王章祜讓張群唸書，接受啟蒙教育，沒有
收其學費。」 王瑾透露，王恩東於1930

年從美國留學回國後，任職金城銀行南京
分行經理，與政府打交道較多。

段繼達次子與王瑾同歲，他後來告訴
王瑾， 「段繼達發現當時位於李子壩的大
公報報館門外出現很多生面孔，判斷是特
務偽裝，讓丁涪海躲進段家。段家在《大
公報》報館附近，獨門獨院，隱秘的後門
可通往大坪。後來，丁涪海從段家後門上
山逃走了。」 「段繼達是胡政之的表弟，
是重慶《大公報》分管財務的副經理。當
年國民政府要查封重慶《大公報》，王恩
東得到張群消息後，告知段繼達。」

王瑾說，臨解放時，重慶時局混亂，
加之擔心國民黨搶奪財產，段繼達就把當
時大公報存有的現金銀元埋在了段家院內
大樹底下。解放後，段繼達與《大公報》
財務科長林朝華一起，把一箱銀元取出
來，應付報館職工開支。

胡政之女婿 營救大公報記者

香港版香港版

1938年8月—1941年12月
1948年3月至今

1941年12月13日香港淪陷前夕，
《大公報》與讀者悲壯告別，以 「留
取丹心照汗青」 相許。總經理胡政之
說， 「我們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
以報國仇。」 「不惜犧牲營業，拋棄
財產，擎起一支禿筆，天南地北，播
遷流離的巡迴辦報，和日閥撕拚。」

▲《大公報》遭日軍轟炸7次，損失
重大，但仍然堅持出報。

掃一掃 有片睇

▲上世紀60年代位於灣仔
的大公報館。

大公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