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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描写了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从1946年5月15日创刊，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的办报
历程。
作者通过第一手资料，刻画了一群经历了抗日战争烽火考验的新闻战士。
他们在冀南古城邯郸会聚创刊，在太行山麓的武安河西村扎根发展，迎着战争硝烟北上与晋察冀的战
友会合，创办新的华北《人民日报》。
 　　奋斗，一往无前；挚爱，刻骨铭心。
真实、生动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史全景画图。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叙述的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两大前身之一的历史。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

书籍目录

序言一  记载一代人的理想和光荣序言二  为青春岁月而骄傲1.中央局要办机关报2.坚如磐石的张磐石3.
百炼钢成化指柔4.“三八式”下了太行山5.创刊的日子和创刊号6.抢占“黄河归故”报道的上风7.千里
跋涉朝北斗8.邯郸办报一月半9.转移到南文章村10.投向革命的怀抱11.秋色灿烂河西村12.初创时期的永
兴印刷局13.土改宣传波澜起伏14.战火中升起电波双星15.新来的总编辑吴敏16.播撒在太行山麓的爱
情17.组建陕北接替电台和临时新华总社18.创刊一周年的喜悦19.小山村中的思想洗礼20.红十字上跳跃
的青春21.有朋远自万里来22.十里店土改工作队23.余音不绝的土改实践24.“两地书”折射编辑部生
活25.再见了，亲爱的河西村附录一  几点经验与认识附录二  本书参考文献后记  踏在前辈的足迹上本书
体例鸣谢名单地图和示意图目录  解放战争开始时态势图  晋冀鲁豫边区地理示意图  黄河归故示意图  
武安地理位置示意图  晋冀鲁豫边区机关两进两出武安示意图  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在武安分布示意图（
前期）  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在武安分布示意图（后期）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

章节摘录

　　1.中央局要办机关报　　1946年春意渐浓时分，巍巍太行山浑黄色的伟岸身躯上，涌淌着溪流的
沟壑已经被春风染绿了。
　　从充满了生机的太行山麓蜿蜒路上，走来一彪整齐的队伍，一色的军装，一色的绑腿，将悠远雄
壮的歌声甩给身后起伏的山岭：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　　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　　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领头的一位年纪最大，看起来也就40岁出头，他叫张磐石。
他们要赶往华北大平原上的邯郸，在那里创办一张新的报纸——《人民日报》。
这个任务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亲自下达的，它同样是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心愿，是
“刘邓”首长共同的决定。
　　此话从头说起，要推溯到将近一年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0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统一领导冀鲁豫、冀
南、太行、太岳4个区党委和军区。
中央局委员22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李达、杨
立三、王新亭、李大章、杨秀峰、陈赓、李雪峰、宋任穷、陈再道、杨勇、李菁玉、张霖芝、杨得志
、苏振华。
中央局常委8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
由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王从吾为组织部长（不久调冀南，由李雪峰接任）、张际
春木任宣传部长（张随刘邓大军南下后由廖承志接任）。
　　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薄一波
、张际春为副政委。
原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任参谋长。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乘飞机从延安返回太行区，直接指挥部队，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实施
了上党战役，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了3.1万人，对进攻太行解放区的阎锡山部3.8万人实施阻击、分割和包
围，结果歼敌3.5万人，取得了战役全胜。
　　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从分散游击战向集中运动战转变的重要战役，此役胜后，晋冀鲁豫
边区所属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当时面积最大的解放区。
　　上党战役结束后，组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当时下辖4个纵队
（相当于军）；成立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杨秀峰任主席，戎子和（戎伍胜）任副主席。
　　10月4日，八路军冀南部队解放邯郸——这是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城市，而且直到新中国成立，邯郸
再也没有易手。
　　10月23日至11月2日，刘、邓指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　　张际春（1900--1968），湖南宜章人
，1920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随军上井冈山。
先后任红四军党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处长等职。
1933年1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兼裁判所所长。
他参加了长征。
1938年3月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1943年初调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1945年初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9年1月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50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长、第二副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及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1954年任中宣部副部长，是党的八届中央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不幸逝世，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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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实施了邯郸战役。
是役歼灭敌第11战区副司令马法五所率两个军，引导高树勋将军率领1万多人起义。
晋冀鲁豫边区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到1946年1月13日午夜国共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停火之时，晋冀鲁豫边区已建立了200个县（市）政
权，区域内人口3000余万，作战部队发展到31万人。
要指导这样一个大区的全面工作，原来的边区分局党委（如太行分局党委）机关报显然无力承担，需
要创办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
这个决心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局常委刘伯承等共同确定的。
　　创办中央局机关报的设想在攻克邯郸之后就逐渐明晰起　　1945年9月，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在山
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发起上党战役，歼灭侵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13个师共3.5万人，有力地配合
了毛泽东在重庆同蒋介石的谈判。
　　1945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和地方武装6万余人，在10万民兵支援下，发起邯郸战役，此
役共歼敌4万余人。
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领一个军起义，对迫使国民党签订停战协定起了重
要作用。
图为邯郸战役参战部队及缴获的武器。
来。
当时《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安岗带领负责电台收发工作的张连德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行动，
对邯郸战役进行报道。
安岗回忆说：　“在紧张的战斗中，我经常听几位首长讲，打完了仗，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大片解放区
，就要办报。
要办报的思想，就是在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形成的。
一次会议上，刘伯承同志曾讲：我们现在除了打仗还得打‘笔墨官司’。
当时刘伯承同志每天都叫我去写消息，写好送他和邓小平同志亲自审阅。
”当时，刘伯承多次强调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电台。
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多次和安岗讨论了今后出版报纸的问题。
　　1945年11月，成立了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由安岗主持。
这对于不久后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亦是未雨绸缪之举。
　　1946年3月，安岗率领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进入邯郸，入住火磨街东口路南的一个院子。
跟随安岗进驻的，有年轻编辑林韦和荣一农，还有年轻的记者吴象。
不久又有一对年轻夫妇加盟，他们是刚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燕京大学毕业生王晶尧和卞仲耘，他们
两人都已投身革命多年，卞仲耘早在1941年初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和这支精干的采编队伍在一起的，有张连德负责的一个无线电收发报电台。
　　1946年4月中旬，鉴于当时的形势比较稳定，晋冀鲁豫中央局做出了创办中央局机关报的决定。
中央局决定，太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磐石调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负责创办中央局
机关报，41岁的张磐石兼任新创办的报社社长和总编辑。
　　接到中央局的决定时，张磐石正在太行山麓河北涉县赤岸村做整风收尾工作。
张磐石在晚年回忆，中央局书记邓小平给他下了一道“死命令”，新的中央局机关报必须在5月15日出
版。
　　接到这个命令，张磐石感到非常突然。
原来，解放军占领邯郸以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已经确定李雪峰和张磐石作为晋冀鲁豫区的人民代表，
参加国民议会，担任议员。
如果国民议会一时开不成，则前往新区开辟工作。
李雪峰已经安排张磐石在　　木张磐石（1905--2000），山西寿阳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历任中共北平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代部长，太
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编辑部部长，华北《新华日报55丛书编辑部部长，中共太行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张磐石在解放战争后期担任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
1948年6月，任华北局《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张担任副社长。
他于1949年9月调离人民日报，到华北局工作，任中共华北局常委、第四副书记兼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
委员会主任。
1954年任中宣部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9年任林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82年退居二线。
张磐石是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他于2000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有新的任务之前，全面负责太行区党委的日常工作。
　　1946年2月，邓小平（左一）、刘伯承（左四）、薄一波（右一）、杨秀峰（左二）、高树勋（右
三）与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马法五（着长衫者）合影。
　　现在，去邯郸办报的命令下达了。
张磐石一想，要他去领导创建报纸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他早先就在《新华日报·华北版》担任部门领导，后来则是《新华日报·太行版》的上级领导人
。
如今要创办新的大型日报，肯定要从《新华日报·太行版》抽人，由张磐石来负责这件事会顺利得多
。
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确定晋冀鲁豫部队要开出太行山开辟广阔新区，张际春副政委将随部队行动，这
样，他兼任的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工作难以兼顾，需要有一个帮手才好。
　　张磐石的思想很快就转过来了。
当时宣传部有两位科长：朱穆之和常振玉，张磐石要他们将手头的其他工作都放一放，先帮助他调配
人员。
宣传部里还有一位女干部李克林，原先担任河北赞皇县委宣传部长，因怀孕调到后方机关来了。
张磐石认定她很有当编辑记者的才能，决定将她带到新创办的机关报去。
这实在是慧眼识珠，后来李克林果然成为《人民日报》优秀的编辑。
　　根据张磐石的要求，太行区党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被一分为二，非山西籍的编辑、记者几乎都
抽调了出来，主要有袁勃、蒋慕岳（江牧岳）、王定坤、郭渭、高飞、张连德、安文一、袁勃、方德
、任冰如、李庄、杜波、袁毓明、穆家军、陈泽然、杜展潮、齐语、牟沛霖、马映泉，加上其他人员
约40余人。
已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工作的安岗带领林韦、吴象，王晶尧，卞仲耘归并进来。
荣一农、王文兰等人也在不久后正式调入新创办的报社。
　　张磐石将《新华日报·太行版》的人马作基本班底，还从太岳区调来了古维进、刘希玲，从冀鲁
豫区调来了艾方、张中流等人。
甚至还从新华书店、太行先锋剧团、太行文联这样的单位抽调了办报人才。
这些编辑或记者中有不少人曾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过，彼此相当熟悉。
上述人员，后来大部分转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继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骨
干力量。
　　由于骨干力量被抽走，原太行《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作了调整，史纪言为社长兼总编辑，副社长
兼副总编辑杨焦圃，副总编辑萧风、副社长周永生、秘书长毛联珏等人组成新领导班子。
太行《新华日报》又作了人员补充，总人数保持在150余人。
张磐石临行向史纪言赠言，希望他像“孵小鸡”一样使新的太行《新华日报》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赢得时间，原《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蒋慕岳和编辑杜展潮作为先遣人员于4、5月之
间奉命进入邯郸，为编辑部号房子，先行准备。
　　当时，冀南最大城市邯郸市区中3层楼以上的房子仅有两座，其中一座位于市中心火磨街旁的小
白楼被确定为新报社的编辑部办公用房，包括了办公室和编辑宿舍。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

　　年轻记者吴象奉安岗之令，找到邯郸市负责人，称即将成立的中央局机关报要接待从国统区乃至
外国来的记者，需要一些沙发配合“外事活动”。
邯郸市委大力支持，使吴象满载而归，拉回了不少沙发，受到了张磐石和安岗的表扬。
　　张磐石于4月下旬离开太行山麓的河北涉县下温村前往邯郸，向中央局报到。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未来中央局机关报的编辑、记者还没有调齐，经理部成员已经在邯郸干起来了。
　　这时，老资格的经营管理干部王友唐、程庆丰、陈达从华北新华书店调入邯郸，参加大型报纸的
筹备。
程庆丰回忆说，1946年春天，张磐石要他随王友唐去邯郸安排报社办公地点，王友唐任报社经理，程
任副经理。
　　王友唐和我告别太行山，来到了邯郸城。
邯郸是平汉线上的交通要道，当时有好几万人口。
当时党提出进城后要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不能像在农村斗地主一样。
这次我们到了邯郸，私人的房子不能进驻，不像在农村，到一个新地方先号房子。
我们找到了八路军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他让我们接管位于邯郸城西南角大十字路口的敌伪办公楼和
紧连着的敌伪马料场。
但这些房子不修理根本不能住，同时也住不下报社编辑部、秘书处、经理部等诸多人马。
我们只得自己盖房子。
我们到城市里盖房子还是第一次。
在当地找了个私人营造所的王包头。
他办法很多，负责设计、施工、找工人、找材料。
大约过了40多天，就盖起来几十间简易平房，修理好旧的楼房和平房，门窗都油漆一新，基本上能住
下报社全体同志了。
　　程庆丰回忆中所建的房屋，大概是指供勤杂人员住房和骡马圈，因为当时的“小白楼”已由蒋慕
岳等要了下来，小楼里的房间，足够编辑记者们住用了。
　　报社的行政事务由谁来负责呢?张磐石找来了郭渭，要他把行政摊子支起来。
　　然而这时的郭渭已经回编辑部当记者去了。
　　原来，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了扩大报道面，《新华日报·太行版》的秘书（实际上是主要负责
行政事务的秘书长）郭渭重操旧业，又当上了记者。
他先是来到潞城采访，接下来赶上了平汉战役，接连报道战役进程，然后报道了高树勋将军起义的过
程，还和安岗一起跟随刘伯承司令员去看望了起义后的高树勋将军。
郭渭的采访工作干得正起劲，张磐石却要他到邯郸来参加《人民日报》的创建，再干行政工作。
　　来到邯郸，老首长张磐石向郭渭挑明，要他负责这张新创刊报纸的行政事务。
没想到郭渭已经深深爱上了记者工作，一个劲儿推辞说，我干不了行政工作。
　　张磐石说，现在没有别人，你就先干着，等我找到人以后再把你换下来。
谁知道这回张磐石的话没有兑现，郭渭从此在秘书长岗位上一直干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离休之日。
　　为了承印即将创刊的大型日报，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决定，将原华北新华书店印刷厂和129师政
治部印刷厂合并，成立永兴印刷局，由王显周任经理，潘启哲任副经理，归属中央局机关报。
　　王显周（1898—1975）是一位印刷专家，1898年出生在河北束鹿县南智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精于理工科。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带领一批青年人奔赴太行山参加革命，同年入党。
先后在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八路军晋南干校、《中国人》报社工作。
《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办后，北方局将他调来任印刷部长、经理部长，后任华北新华书店副经理。
他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钻研印刷技术、造纸技术，有很多创造革新，解决了印刷和造纸方面许多难题
，使《新华日报》和新华书店的书籍印刷得以顺利进行。
现在，为创办《人民日报》，王显周主管印刷，他和王友唐密切合作，将《人民日报》的印刷和经营
管理得很有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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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肩行李下太行，一肩行李上太行，一幅激情岁月染红的画面，一曲战火中飞扬的青春之歌，一
段中国新闻史上艰苦创业的奋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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