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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老照片”系列的第12辑，书中讲述了一个个老故事，并配以珍贵的老照片，从中读者将会对
那逝去的年代有一个了解，《老照片》是当代青年人认识过去一个极佳的窗口。
书中包括了：《罗隆基生命中的几位女性》、《一部庚子时期的老照片影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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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克力，1954年生于济南，服过兵役，做过工，后供职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起受命编辑创办《老
照片》，任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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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代报人余纪忠先生熊斌其人罗隆基生命中的几位女性莫理循的家事我的父亲我的爷爷和奶奶不尽的
思念母亲的百年人生桂芳一张照片与背面的题识一部庚子时期的老照片影集故乡别后的安慰我能解开
六分之一的“谜底”我的三个大学大学生活片断清华附小的冰球队两代报人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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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余纪忠先生过世已经五年了。
他的丧礼我没有出席，他在常州老家的永眠之地，几年里我也从没有去凭吊过。
在外人眼里，我对余纪老似乎有些失礼了。
其实我是一直不愿意正视与接受他已经永远地走了这一无情的事实。
人生之路要走得开，总需要一两位前辈带路，余先生是我的伯乐，也是许多人的恩师。
我们结缘近二十年，虽然并非朝夕相处，但却一直感受到他的宽容与关切。
1983年，我进入台湾《中国时报》工作时，还是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全世界的重
担都在自己的肩上，做事情不太思前顾后，虽然工作上偶有斩获，但也捅了不少娄子。
后来，我跟其他年轻的同事才知道，所有的麻烦他都帮我们扛下来了。
他能这么做，原因是他在我们身上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
自动请缨的中央大学学生余纪忠，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为近代台湾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做出重
大的贡献。
1910年余先生生于江苏常州，先是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考入东南大学改制后之中央大学
。
这所大学专门培养未来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人才，学生都是一时之选，不仅有崇高的爱国热情，也不
乏杰出的专业能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热血青年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对日宣战，南京学生更包围了国
民党中央党部。
余纪忠就是带头闹学潮的学生之一。
不久日军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将战场由东北移到中国的经济重心上海，由于日军意图不明，情势
紧急，蒋介石划全国为五大防卫区，实行动员。
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师由郑州南下布防，总部就设在常州清凉寺。
余纪忠通过何浩若教授引荐，向胡宗南请缨。
相谈之下，胡对眼前这位年轻人十分欣赏，当场罗致。
不过，这场由十九路军担任主力的战役只持续了月余，双方随即偃旗息鼓。
胡宗南的第一师回防河南，余纪忠也结束了短暂的军旅生涯，返回学校。
离开前余对胡承诺，只要国家有难，他将立即投效。
1934年，余纪忠漂洋过海，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读书，亲身体会西洋文明。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立刻整装回国，投入抗战行列。
他由浦口北上徐州，再由陇海线转往西北，在西安郊外找到胡部所在。
此时的胡宗南见余纪忠信守承诺，大呼难得。
余纪忠旋被任命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升主任)，兼校刊物(《力行》月刊主编，同时兼
胡的机要。
抗战期间，胡宗南部兵强马壮，作为胡的政治机要，余纪忠参与许多重要工作的规划，整理文件，并
协助撰写胡宗南的讲稿。
1995年胡宗南百岁冥诞纪念之前，余先生向文史专家苏登基(亦为《中国时报》编辑同仁，两年前过
世)先生口述说：“西北冬季酷寒，气温常降到零度以下，胡将军为示与士卒同甘苦，屋里从不生火炉
。
他不生炉子，大家谁也不敢生，几个寒冬刺骨的冬天，就跟他这样咬着牙根度过。
⋯⋯他不睡，我们也不能睡，他一大早起床，我们又得赶在他前面起来。
那时除部队外，西北地区的重要党政机构，胡也负责督导，常常临时通知第二天要到某地讲话，须准
备一篇稿子，碰到这种情形，那天晚上就没得睡了。
”由于同时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也经常到部队演讲，其才干在军政界逐渐为人所识，到
了1944年底，他离开了西北，被调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及青年军203师政治部主任
，当年在重庆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任职的易劲天(来台后成为国民党要人)听过余纪忠的演讲，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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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写道：“余先生从国际形势、国内战局一直谈到抗战前途和建国展望，旁征博引，精彩丰富，不但
学生听得洋洋有味，就是我们也闻所未闻。
”抗战结束后调往东北抗战胜利后，身在军旅却难脱文人本色的余纪忠，原想脱下军装，重返英伦，
继续他因抗战而中辍的学业，不过中国内战乌云密布，他很快接到调令，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
主任兼中宣部东北特派员、东北行营新闻处长。
当时东北是国共两军最重要的战场，国共两党都把最精锐的部队、最杰出的人才派到东北，而出掌国
军东北三十万精锐部队政治部主任工作的余纪忠那年只有三十六岁，其受器重程度可见一斑。
1946年5月，余纪忠随部队进入沈阳，并且参与了激烈的四平之战。
这是国共内战初期国民党取得明显优势的一次战斗。
由于中共方面对战情判断有误，在军事和政治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投入正面决战，造成新组建
的十万林彪部队严重的挫败，向哈尔滨仓皇撤退。
亲临现场指挥战局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力主国军不顾一切，乘胜追击，迅速取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
木斯，让林彪部队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不过蒋介石却迫于美国的压力，于6月6日下令停战，使得解
放军获得了四个月的宝贵时间。
到了台湾的蒋介石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也承认那次的停战令是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真正关键
。
2000年时，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为父亲撰写回忆录，为了收集资料，特别拜访余先生谈那一段历史。
白先勇写道：“余先生回忆，父亲(白崇禧)就在锦州往开原的火车上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除了东北
将领外，还有吉林省主席梁华盛、旅顺市长朱锐元、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李俊龙，余先生也参加了。
父亲一连声问杜聿明：'你有没有把握把长春打下来？
'杜聿明说有把握。
父亲说：'那么好，你说你有把握，那你就下令进军，南京方面由我来负责。
'说完便向南京方面发电报向蒋中正主席报告实况。
那封历史性的电报，便是余先生在火车上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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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照片12(珍藏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之后场景中的一什一物被摄者的一颦一笑者有了不尽的意蕴《老照片》典藏版包
括《人生况味》《故时风物》《逝鸿片羽》《名人一瞬》四种图书，由已经出版的1-50辑《老照片》
精选编辑而成，精彩纷呈，典雅厚重。
《老照片12(珍藏版)》更是珍品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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