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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杨兆麟是我国的名记者，新闻界的老前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
他浑身是胆，敢于拿起手中的笔，与歪风邪气作斗争，不但用笔，而且用生命来扬善伐恶、伸张正义
，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广播事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记者，多么闪光的字眼！
新闻工作是一项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高尚的事来，值得为之献出自己的一生。
正如陈毅将军所说，应该“一点一滴地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而绝不是一种谋生的普通职业。
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广大记者前仆后继，冲锋陷阵，是“号角”，是“灯塔”。
青少年时期，杨兆麟就立志要当斯诺、范长江那样的新闻记者。
为了实现理想，他远赴巴蜀求学，系统地学习了新闻理论，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记者。
他前往重庆和南京，先后担任新华社重庆分社和南京分社编辑，接受周恩来的言传身教。
周恩来那种严肃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他终生受益。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杨兆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积极传播革命真理。
此后，他随着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转移，战斗在太行山麓，最后进入北平，参加接管国民党广播电台。
他采访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广大记者深入各行各业采访，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热情讴歌时代的
“弄潮儿”，深情表达人民群众的呼声，为社会主义建设大造舆论。
新中国成立后，杨兆麟先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等职，一直从
事广播工作，在职期间，他为我国广播事业日夜操劳，颇有建树；离休以后，他仍然坚持多写稿、写
好稿，写了不少通讯和评论，硕果累累。
他笔耕不辍，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一位名实相符的广播记者。
邓拓有一句名言：“要当新闻记者，不当新闻官。
”杨兆麟一生都在实践这句至理名言。
他不陷入行政事务和“文山会海”之中，虽然身为“一台之长”，要处理各种行政、财务和人事方面
的问题，但他还是经常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细致地调查研究，和别的记者一样，自己动手撰写
消息、通讯、评论、报告文学，采写了不少表扬正面典型和批评反面典型的文章，形成很大的社会影
响。
以前，我时常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有“本台记者杨兆麟报道”，也在报刊上读到了他撰写
的文章。
且莫小看了这个“本台记者”，它说明杨兆麟从来不以“当官的”自居。
杨兆麟一身正气，敢作敢为。
他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身份，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良知，承担起对社会的道义和责任，成功地组
织了对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行为和吉林北站扩建工程互相扯皮十年之久的批评报道，伸张了正义，
为听众所称道。
他深入群众和基层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宣扬了不少正面典型，树立了社会正气。
他组织领导并且参与撰稿的连续报道，有的被中国记协“全国好新闻”评为前所未有的特等奖，有的
被评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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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迅撰写的《记者的战斗生涯——杨兆麟的不平凡经历》，以杨兆麟的生命旅程为经，以重大历
史事件为纬，生动地再现了杨兆麟动人心魄的传奇人生、多姿多彩的记者生涯。
同时，该书也折射了上个世纪气象万千的中国革命历史以及中国新闻史、人民广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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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迅，1962年6月出生，祖籍湖南省衡东县，现居北京。
研究生学历，丰任记者。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报告文学》和《中华儿女》杂志特约专栏作家
。
 从小就酷爱读书，放过牛，教过书，当过记者和编辑。
从事业余新闻工作5年、专职新闻工作18年，有各类作品1200篇(条)计100多万字存国内外发表，主要作
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国记者》、《传记文学》、《名人传记》、《报告
文学》等几十种报刊。
文章数十次存全国、省、市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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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童年开始，杨兆麟就具有敢于挑战的性格。
杨兆麟原名杨先泗，祖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
他有时候对熟人说：“朱镕基是我的老乡，雷锋也是我的老乡。
”在杨氏的“家谱”中，有“以承先志”四个字，并按此排列辈分。
杨兆麟的祖父杨以铭，在望城县小西门金线巷开设棺材铺，“富者收银，穷者赠送”，不以盈利为目
的，以济世为宗旨，而保持“清白家风”。
后来，杨兆麟的祖父杨以铭带着一家老少，从望城移居长沙。
杨兆麟的父亲杨承谋，走的是科举入仕的人生道路。
杨承谋毕业于京师译学馆。
那时候没有大学，只有“馆”。
译学馆是为培养翻译人才，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的。
虽然名为译学馆，其实，除了外文课程以外，也开设中文课程，杨承谋学习的是中文。
1902年译学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在1903年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杨承谋得中“举人”，外放到山东省济宁县任知县。
于是，“县太爷”把父亲杨以铭等家人，从湖南长沙迁到山东济南。
由于他学习的是中文，当了几年知县以后就弃政从文，只身到北京办报。
后来，和湖南同乡、积极参加维新活动、致力于实现共和的爱国主义者熊希龄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世界
红十字会中华总会。
熊希龄担任“名誉会长”，只管大政方针；杨承谋担任“责任会长”，负责日常会务。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又名“关东大地震”，大火连续烧了三天，十多万人丧生，150
万人无家可归。
杨承谋率领红十字会的一些同事，前往日本赈灾。
杨承谋从日本赈灾回到济南，杨兆麟在1923年10月19日(农历癸亥年九月二十日)降临人世。
在此之前两年，哥哥杨先健出生。
杨承谋和杨以铭商议，由于他曾经任职的济宁县是在“泗水之滨”，就给新生的婴儿取名“杨先泗”
。
而杨承谋刚从日本赈灾归来，中国人把日本称为“东瀛”，就又给杨先泗取号杨瀛士。
由于“瀛”字笔画太多，“士”字又太文雅，家里的大人都叫他“营子”，把他当成“兵营”里的一
名“小卒”。
很多人问杨兆麟是什么地方人?他“悬赏”猜三次，至今没有人猜中过。
最后，他开玩笑说：“我祖籍湖南长沙，生于济南，长于北京，然后游走四方。
”他说：“我算半个山东人。
”杨兆麟出生以后，家里人异常喜欢。
爷爷杨以铭非常疼爱杨兆麟和他叔叔杨承训的儿子杨先敬(比他大40天)。
杨承训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南方工作，妻儿则住在济南。
爷爷时常抱着孙子玩耍。
两个淘气的孙子，总是揪爷爷的胡子玩，惹得爷爷开怀大笑。
爷爷一高兴，拿一个馒头给他们吃，一人一半，不偏不倚。
后来，爷爷去世，两个童稚的孙子大哭了一场。
奶奶经常给杨兆麟“翻古”，夸他的父亲以自己的才学参加朝廷的考试，“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
名天下知。
”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可以这么说，他最早的老师，就是爷爷、奶奶和父亲。
济南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也影响了他。
杨兆麟懂事的时候，父亲为他请了一个塾师，教他和杨先敬念书、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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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家庭和塾师灌输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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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张衡赋“二京”，左思赋“三都”，均历时十年。
于是，刘勰慨叹：  “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
”我写杨兆麟的生平，也是好事多磨，经历了十多年的深思熟虑。
从感情方面来说，我写杨兆麟，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老师”。
我走上新闻工作岗位，从一名通讯员，锻炼成长为一名新闻记者和编辑，有他的辛勤栽培。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正直、朴实的人品，以及他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
，驱使我萌发了为他作传的念头。
记者，多么闪光的字眼！
孩提时，我就想当一名记者。
为此，我读书，我写作，我用勤奋的学习编织着未来的梦。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是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的名言，杨兆麟自知相去甚远，不敢说是“铁肩”和“妙手”。
但是，他热爱人民广播事业，保持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
他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身份，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良知，承担起他对社会的道义和责任。
他敢作敢为，成功地组织了对天津大邱庄发展乡镇企业、共同致富的报道，对河南新乡市张武店摆脱
贫困、发家致富的报道，对北京大兴县留民营成为我国第一个生态农场的报道，对双城堡火车站野蛮
装卸行为和吉林北站扩建工程互相扯皮十年之久的批评报道。
这一切的一切，一方面，充分显示了一名广播记者的本色及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另一方面，旗帜鲜明，伸张了正义，为广大听众所称道。
韶华易逝，岁月如同流水。
杨兆麟从事新闻工作，不知不觉已经50年，其中广播生涯度过了49年。
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受报纸和广播的感染，立志献身党的新闻事业。
几十年来，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为振兴党的新闻、广播事业呕心沥血。
如今，回顾自己大半生走过来的道路，悠悠往事，虽然有甘也有苦，有顺境也有曲折，却夙志不移。
离休之后，他仍笔耕不辍，还利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点滴心血，奉献给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
起初，杨兆麟老师不同意我为他写书。
“我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记者。
我从小就立志要当像斯诺、范长江那样的记者，并且系统地学习新闻理论，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记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新华社重庆分社和南京分社，以至20世纪50年代，我几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言传身教。
学习周恩来总理严肃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使我终生受益。
”我再三请求，他这才勉强同意：“那好吧，让年轻人练习练习。
”立传，关键是要充分占有真实的材料。
杨兆麟多舛的命运，可谓处处精彩，惊心动魄！
我认真阅读了杨兆麟提供的几十万字的著作、笔记，认真查阅了已经解密的几十万字的档案资料，逐
渐走进杨兆麟的“内心世界”。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九十高龄的新闻界老前辈甘惜分，乐意为这本书作序。
我喜出望外，去拜望甘惜分老师。
他待人和蔼可亲，思路清晰，欣然执笔写序。
我真是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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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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