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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民晚报》走过了八十个春秋，如今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面向未来，开始了新征程的起跑。
作为亲历《新民晚报》复刊过程的参与者，也作为如今与《新民晚报》同仁一起奋斗的同事，我对这
张报纸有着深厚的感情。
《新民春秋》这本书，汇集了新民报人八十年奋斗历程的精华，读后深感是一次报史学习，是对《新
民晚报》文脉的再次深入认识和体会。
责任：历经八十年而雄风犹在的《新民晚报》，其所创造的骄绩已经写进中国报业史，记录历史、见
证时代、坚守责任的报格，成为了世界新闻学中的一个范例。
无论是“作育新民”、“教民向善”，还是“移风易俗”、“寓教于乐”，《新民晚报》的办报思想
和风格深深植根于那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小燕子。
这张“以小见大”的报纸，体现的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亲民风范；体现的是深入、深
入、再深入的扎实作风；体现的是真实快速、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读者理念：体现的是铁肩担道义
的媒体责任。
我坚信，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留存下来的优良传统都将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品牌：纵观《新民晚报》的八十年，报名可以变化，体制可以不同，人员可以流动，但“新民”二字
始终相随，文化贡献始终凸现。
尤其是复刊之后，组建报业集团之后，《新民晚报》推出了无数好作品、好栏目、好活动，都与新民
品牌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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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民春秋：新民报·新民晚报80年》汇集了新民报人八十年奋斗历程的精华，读后深感是一次
报史学习，是对《新民晚报》文脉的再次深入认识和体会。
历经八十年而雄风犹在的《新民晚报》，其所创造的骄绩已经写进中国报业史，记录历史、见证时代
、坚守责任的报格，成为了世界新闻学中的一个范例。
　　无论是“作育新民”、“教民向善”，还是“移风易俗”、“寓教于乐”，《新民晚报》的办报
思想和风格深深植根于那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小燕子。
这张“以小见大”的报纸，体现的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亲民风范；体现的是深入、深
入、再深入的扎实作风；体现的是真实快速、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读者理念：体现的是铁肩担道义
的媒体责任。
我坚信，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留存下来的优良传统都将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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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1929－19481929 创刊：为平民知识分子代言1930 左右观望的草创时期附记者《新春感言
》1930 杨杏佛批胡适附：杨杏佛《答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31 辛辣讽刺当局镇压爱国青年
附：戴传贤《告全国教育家及全国青年家长之亲笔》唐钦若《盼吾政府以对青年之心对暴日》1932 “
一·二八”前后的反日宣传附：社论《对日一战才有生路》1933 一条关于世博会的消息附消息《参加
美博览会征品将在沪展览审查》1933 言禁森严副刊由知名作家主持附：张友鸾《什么国庆!》1934 揭露
“藏本事件”真相附：专稿《藏本昨平安归来》1934 连续报道史量才被害1935 以戏剧唤醒民众附：田
汉《幕前致词》1935 支持学生抗日被迫停刊三天附社论《平市学生万岁!》1936 高度评价鲁迅附：短评
《悼鲁迅先生!》1936 在“西安事变”中的姿态1937 抗战!抗战!抗战!1937 郭沫若与《新民报》附：《为
祖国舍弃妻儿——郭沫若氏访问纪》1938 “居中偏左”方针的形成附：通讯《毛泽东保证打胜战
》1939 反对国民党鼓吹“理学救国”附：张恨水《理学能救国乎》1940 ”曲线新闻”和富有创意的广
告附：张友鸾《杨将军不写九宫格》1941 记者笔下的陈毅附：通讯《一个辨证的军事家》1942 嬉笑怒
骂皆文章附：《列宁吃墨水瓶》《瞿秋白之家世》1943 “薄了烧饼，瘦了油条”附：赵超构《对于物
价的反应》1944 赵超构写毛泽东附：通讯《延安一月——毛泽东氏之晚宴会》1945 记录中华民族史的
灿烂一页附：专稿《南京受降纪详》1945 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1946 浦熙修的《政协代表访问
记》附：专访《政协会议代表访问之三十——王若飞先生》1947 怨忿的民情舆论附：愚者《冥国国歌
》1948 报道川岛芳子伏法详情附：专稿《川岛芳子行刑前后》1948 寒冬黑夜以画说话1949－19661949 
喜迎解放的日子附：特写《解放后的街头》1950 建国初期的办报探索附：夏衍《好有一比》1951 在困
境中踽踽前行附：通讯《横城出击战全吃伪八师》1952 《亦报》并入后的转机1953 无权采访重大新闻
附：赵景深《梅兰芳笑了》1954 小秀文章一枝独秀附：《新颖的战术精彩的表演——匈牙利足球队在
沪四赛观后》1954 赵超构想办“文娱版”而不能1955 跟风政治运动附：通讯《新人民币发行的第一天
》1956 罄诚拥护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附：通讯《载歌载舞欢庆新生的日子》1956 新闻改革初见成效附
：特写《飞刀宋》华君武漫画《奶油电烫》1957 风云突变附：张乐平漫画《今天的三毛》1958 恢复社
会新闻的尝试附：《路边的“灵药”？
》1958 报纸版面的“跃进”1959 ”共产主义狂想曲”1960 宣传政治运动也讲“晚报味”1961 人无我有
，人有我好附：《冠军诞生的时刻》1962 史果的连载小说附：连载小说《佘赛花》1962 应景报道的新
闻“回归”附：《在外国语学院看到听到》1963 大小由之1964 媒体引领人生附：消息《切莫当她是孩
子气》言论《有理教太公》1965 凛厉寒气中的读者热议附《一个无理取闹的病人》《怎样才是对待公
费医疗的正确态度》1966 灭顶之灾1982－20091982 春回大地著新花1982 以小见大的短新闻附：消息《
十五斤牛肉干成了难题》言论《一分钟新闻》1982 林放文章老更成附：林放《江东子弟今犹在》1983 
“曲径通幽”1983 大案报道重细节附通讯《飞回到祖国的晴空》1983 “昨晚好戏”和之江的戏评附：
《一片丹心一杆枪——叶派名剧欣赏》1984 生动展现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新貌附：通讯《醉乡——绍
兴见闻》1984 24小时内抓“活鱼”附：消息《放“高升”落下爆炸“办喜事”顿成悲剧》1984 第一时
间报道改革年代新事物附消息《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十八日开业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1985 品《月
下小品》附：《看绍剧(相国志>》1985 第一个子报子刊《漫画世界》1985 突破报道禁区附：消息《48
路今晨撞车多人受伤》1986 巴金与《夜光杯》附巴金《“文革”博物馆》1986 植于草根的《蔷薇花下
》附：《“多动症”的病源》1986 文化新闻的社会性附：消息《法制文艺会演昨出现感人一幕杨飞飞
隔铁窗与儿子同台唱戏》1987 事故报道“为民所呼”附：消息《陆家嘴轮渡站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1987 法制报道中的人性思考附专访《他无负律师的神圣职责》1988 将事件真相交予公众附：深度报
道《铁轨横祸牵人心》1988 抢发改革中的“第一新闻”附：消息《本市首次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
》1988 体育报道获大奖附消息《约翰逊再次欺骗全世界》1989 深藏于心的感动附：通讯《事业·爱情
·家庭——著名科学家谢希德和曹天钦的故事》1989 非常时期的珍贵镜头附：照片((朱镕基市长慰问
上棉二厂职工》1989 围棋报道棋高一着附：《一子之差刘小光破“门”乏术捷足先登赵治勋妙“手”
回春》1990 通宵磨出短新闻附：消息《“公车进香”净土不净！
》1990 记录重大的历史瞬间附消息《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庆祝五岁生日》1990 新闻幕后的集体创作附消
息《金定国已在安徽找到》1991 国际要闻连续九天上头版附消息《海湾战争今晨爆发》1991 “十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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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对中国晚报事业的贡献附：江泽民题词“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1992 赵超构逝
世附：特写《为老社长最后送行》1992 海峡两岸媒体交流抢得先机附：消息《“我们只有一个中国”
征文(画)活动开始》1992 舆论监督“梅花奖”评奖附：深度报道《第九届“梅花奖”评比戏中有戏
》1993 “林放杂文奖”首次评选附邵燕祥《迟于死亡》1993 从夏令热线到民生热线附：消息《对突发
事情应先解决再分清责任》1993 选准报道角度的奥秘附：通讯《中国质量的一座丰碑》1993 穿越“死
亡之海”的记者附：照片《神奇的塔克拉玛干》1994 《新民晚报》飞出国门前后附：消息《新民晚
报11月1日起在美发行》1994 掀起申城慈善热附：《三万字的求助信》1995 “空嫂”改革中的本报创
新附《紧张和放松交织——“空嫂”今赴考场见闻》1995 人情入理《十日谈》附许鹤鸣《强烈的光亮
之后》1996 从“新民传呼”到962288附：记者调查《中国人不比外国人低贱》1996 一则非同寻常的独
家新闻附：消息《董建华当选首任行政长官人选》1997 衍生产品连锁反应附特稿《当年抚孤人笑痴今
日帮侬知是谁》1997 人民心中的哀思附：通讯《十里长街送伟人》1997 世纪大戏尽情挥洒1997 与百姓
同喜怒，共哀乐附特稿《上海屋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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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藏本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战端制造借口侵略中国的一个严重外交事件，发生在这
年6月上甸的南京。
藏本英明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一名资深外交官，任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有年，寓南京市阴阳营61号
，家有妻儿。
6月8日，藏本突然失踪。
6月9日日本总领馆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藏本失踪的消息，并大造舆论，说“此次事件是‘拳匪
’事件（重演），是杉山书记被杀以来最重大事件”，日方将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交涉。
随即陆续调派第三舰队二十七队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舰至下关江边，炮口对准南京
市区，进行武力威胁。
一时全城风声鹤唳-纷纷逃难。
日本《每日新闻》宣称，藏本遇害已被毁尸灭迹，暗示此案与住宅附近之中方宪兵司令部有关。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6月12日也在内阁会议叫嚣，将派员来华进行“实力搜索”，甚至由日本海军陆战队
搜索。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无组织国家”，“无搜索之能力”。
正在国民党官员、军警侦探四处搜寻，闹腾得鸡飞狗跳之际，失踪了5天的藏本因下山觅食，在明孝
陵后山被乡民发现，当即报警，送交有关部门，由日领馆派人护送回家。
“藏本事件”至此不了了之。
藏本对自己何以藏匿山中意图“自杀”一节，始终没有吐露真情。
日方逼他诬中国“绑架”，他也不肯。
回城见到国民党外交部司长沈觐鼎、李迪俊，宪兵司令谷正伦，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人时，只说了
一句：“贵国无负于我，我亦无负于贵国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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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民春秋:新民报·新民晚报80年》是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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