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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上午，一位在报社当老总的朋友来看我。
当我谈起最近我在忙一本书出版的扫尾工作时，他对我选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通讯作品很
感兴趣，并且认为这是一本有特点的书。
我对他的评价当然感到欣慰。
实际上，他的评价也是我的初衷。
那么，我为什么要选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通讯作品呢？
话得从我国已出版的新闻通讯作品选集谈起。
中国自有近代报刊以来，新闻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不算古代新闻媒体上的新闻)；通讯这种文体从新
闻中分离出来，形成得晚一些，如果从1870年王韬游欧归来写的《普法战纪》算起，也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了。
数不清的新闻通讯作品，人们要选择其中写得好的来学习和研究，于是就有了出选集的要求。
中国有新闻通讯作品选集始于何时？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仔细考察过，1920年出版的《黄远生遗著》，可能是较早的一本。
20世纪30年代，有影响甚大的邹韬奋的海外系列通讯集《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有轰动一时的
范长江的西北系列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抗战初期，除个人通讯选集外，还有众多记者的通讯合集，范长江主编的《西线风云》是一个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朝鲜通讯报告选》和《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的出版，具有代表性。
大学新闻系的教师为了教学需要，也编了一些《新闻选》和《通讯特写选》。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通讯在内的新闻作品选集出版得越来越多了。
我们看到，已出版的有：中外名记者新闻作品选集，中外好新闻作品选集，中外获奖新闻作品选集，
以及许多新闻单位出的本单位新闻从业人员写的新闻作品选集，等等。
这些选集，还可以细分，如获奖新闻作品中，有范长江新闻奖文集，普利策新闻奖文集，等等。
这方面的书，可以称得上是琳琅满目了。
令人遗憾的是，还没有一本由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写的新闻通讯作品选集。
这是否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呢？
说完全被遗忘，也不是事实。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写的许多新闻，就为不少人熟知，已编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俄国十月革命后，瞿秋白作为中国新闻媒体派往莫斯科采访的第一批记者之一，写了大量通讯，也为
一些人知晓，并纳入《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作为一册出版。
还有周恩来，1920年11月去欧洲勤工俭学，也写过许多“旅欧通信”，这些通讯尘封了几十年，在粉
碎“四人帮”后终被发现，并于1979年由有关单位汇集成册问世。
但是。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位领袖人物身上，对
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写的新闻通讯作品却多少有一些忽略，这也是事实。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拿起笔来写新闻通讯，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批人，可谓一个“群体”。
这是历史造成的。
革命需要他们在拿起枪杆子的同时，还拿起笔杆子，办报纸，办刊物，当记者，当编辑，因而他们留
下许多新闻通讯作品，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华章。
有些人虽然与新闻工作无缘，但出于某种需要，也写过类似通讯那样的纪实作品，如回忆录等。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的新闻通讯作品中，别具一格。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他们的新闻通讯作品是革命斗争的产物，有的作品甚至是用鲜血写成的。
他们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拿起笔来又笔走龙蛇，纵横驰骋。
他们把做和写统一起来，打破了新闻记者“你做我写”那种传统。
这是他们的新闻通讯作品为什么那样真实感人、力重千钧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他们的新闻通讯作
品，绝非简单地传达某一种信息，而是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内涵，或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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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折射出他们的革命理想、革命追求、革命品格、革命情操、革命志趣、革命经历，有很高的思
想境界；第三，他们的新闻通讯作品，朴实无华，有的作品写作艺术相当高超，堪称典范；第四，他
们的新闻通讯作品，由于写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许多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又往往是他们亲身参
与的经历的，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五，他们的新闻通讯作品，在世界新闻写作史上，也有其
独特的地位，当之无愧地受到青睐。
他们的新闻通讯作品，散发着花的芬芳，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风景，多么惹眼！
多么引人！
中国的新闻通讯作品，将因它们的存在而更加绚丽多姿，光彩照人。
我们从中不仅可以学习到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而且可以学习到他们在新闻写作方面的创新意
识和高超技巧。
这种认识，对我来说，是逐渐形成的，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这种认识，成为本书选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通讯作品的原动力。
先说“选”。
最初的想法只是“选”。
有没有可能选成一个集子呢？
根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我以为经过努力，是有可能的。
我还认为，这件事如果做好了，既为广大读者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通讯作品和人品提供
了宝贵的材料，又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资料发掘工作。
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出版难的原因，这件事做到半途便搁浅了。
搁浅了，并不等于我就放弃了“选”的打算。
我这个人对想做又没有做成的事总不甘心。
我想，总有一天会有一家出版社乐于出版这本书，关键是我要把文章选好。
因此，一有空我就琢磨，就见缝插针地找资料，细水长流地做编书工作。
我在大学是从事新闻采访写作教学的，因而我选的作品，只限于教学范围的新闻和通讯，评论不在其
列(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重视评论)。
有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写的新闻或通讯，找起来比较容易，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些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写的新闻或通讯，找起来却像大海捞针那样困难，他们的文集除了论文之外还是论文，这就
需要钻到图书馆中去寻寻觅觅，做发掘工作了。
发掘是个无底洞，需要耐心，需要韧劲，当突然有所发现时，惊喜，乐趣，统统在其中。
断断续续地寻觅，断断续续地发掘，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个集子，包括20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写的新闻通讯作品(包括回忆录)，计新闻作品44篇(则)，通讯作品32篇(其中6篇为摘要)。
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是：邓小平、邓中夏、毛泽东、成仿吾、刘少奇、李一氓、李大钊、杨定华、
陈云、陈毅、吴玉章、陆定一、何孟雄、张太雷、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胡乔木、恽代英、萧三
、博古、彭雪枫、董必武、谢觉哉、蔡和森、廖承志、瞿秋白。
他们的新闻通讯作品，除周恩来的《纪事》和《特别纪事：本校十二周年纪念会记》写于1916年、谢
觉哉的《重到延安》和吴玉章的《南泥湾休养追记》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仿吾的《过草地》写
于1977年外，其余都写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自1919年，下至1949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风
云、战火硝烟，以及许多重大事件，如孙中山逝世、五卅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运
动、上海第三次武装工人起义、红军长征、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渡江战役、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以及国际上的俄国十月革命、列宁逝世、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的巴黎和会等。
再说“析”。
在选作品的过程中，我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对所选作品，如果能从写作角度进行分析，写出带分析
性的文章，使它们蕴含的光辉思想得到张扬，使它们具有的高超写作艺术得到凸现，对读者、特别是
对大学新闻院系在读的青年朋友们阅读这些作品，起到一点辅导作用，在开阔视野的同时，还能学到
更多的东西，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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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作品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工作，可是我十分清楚这是一个比选作品不知要困难多少倍
的工作。
我的学识，我的水平，我的能力，能做好这个工作吗？
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又犹豫了，然而一种责任感又告诉我要迎着困难上。
我抱着这样的态度：分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通讯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写作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很可能有分析不到位的地方，我欢迎读者批评，重要的是要有人去做这个工作，并有勇气去做好这个
工作。
正是在这样一种态度的支配下，我几次想打退堂鼓，但又坚定下来，跑步前进了！
分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通讯作品，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
几年下来，我不仅写出了30多篇分析作品的文章，而且有不少意外的收获。
这是因为每分析一篇作品，我都要看许多相关的材料，直至翻阅当年的报纸；不熟不懂的，还要向有
关专家请教。
《周恩来早期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再梳理再认识》这篇长2万多字的文章，就是我在分析周恩来早期
新闻通讯作品时，读了周恩来写的大量文章和别人写的回忆和研究周恩来的文章后，有了冲动才写的
。
吴玉章是1935年党在巴黎出版《救国时报》的创办人。
为了查吴老写的新闻通讯作品，我翻了当时仅存在两年多时间的该报，虽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现，
但却在别的方面发现了一些在我看来是未被开垦的“金矿”，写了四篇文章：《巴黎(救国时报)与红
军长征》、《范长江通讯在海外影响的新发现》、《巴黎(救国时报)宣传报道的一大亮点：斯诺陕北
之行——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陈云、杨定华捐赠长征通讯版权佳话》。
分析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为了弄清调查报告这种文体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以便正确评价《报告》的历史地位，我查了从清末到民初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报刊
，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终于基本弄清了这个问题。
诸如此类的发现与成果，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令人兴奋、激动不已。
在兴奋、激动的同时，我还注意到由于信息不灵，漏选漏析的情况也是有的。
博古写的一条重要新闻就险些被漏选漏析了。
事情是这样的，本书绝大部分稿件于今年9月初发到出版社，然后又赶写了几篇多年酝酿积累没来得
及写的研究文章，到9月底，写完最后一篇：《学习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断想》。
然后，我清理像一团乱麻的资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发现一个过去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的复印件，
是陆诒和黎辛写的回忆博古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情况的文章，其中提到博古
写的一些评论和新闻报道。
1943年六、七月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兵遣将，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延安三万余民众集会，纪念抗战六周年，就是对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反击和示威。
大会消息是博古写的。
我根据黎辛文章提供的这一线索，迅即到我校图书馆，查当年《解放日报》影印本，果然有这条消息
。
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不仅写了这条站得高，别具一格的消息，而且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
，率领报社人员，集中篇幅，集中火力，打了一场漂亮舆论战。
于是，《析博古写的一条新闻：(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竞成了本书截稿的最后
一篇文章。
这个事例说明，肯定还会有一些文章该选该析而被漏选漏析了。
在这方面，祈盼读者提供线索，以便将来有机会再版时补选补析。
本书以选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撰写的新闻通讯作品为重点。
这种选析，本身也是一种研究工作。
除此之外，在更宏观的问题上，本书还收入了我研究他们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实践写的十几篇文章。
这些文章以写作时间为序，先后涉及的老一辈革命家有：吴玉章、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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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定华(邓发)、毛泽东、何孟雄、刘少奇等。
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近50年，报道吴玉章和研究瞿秋白的文章写得早一些，其他文章都是1999
年8月我退休后这几年写的。
和选析他们的新闻通讯作品一样，我写这些文章，也受到深刻的教育，有很大的收获，把它们献给读
者，我想对读者了解他们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实践会有一定帮助。
前前后后经历了20多个春秋，本书终于杀青，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
，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是一个领导10多亿人口，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了。
目睹党和国家欣欣向荣的事业，我们更加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建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殚精竭虑，
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本书选析的文章的作者中，李大钊、蔡和森、赵世炎、罗亦农、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
何孟雄等，就是牺牲在军阀或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彭雪枫则是牺牲在抗日烽火的战场上；还有博古、
邓发，他们是1946年因重要公务从重庆返延安途中所乘飞机失事遇难。
他们的英名将永垂不朽！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永远鼓舞着我们在新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敬！
写到这里，这篇自序似乎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不过我还想说几句关于出书的话。
我每出一本书，都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和有益的思考。
今年1月，拙著《面向新闻界》(增订本)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1999年8月退休后出
版的第五本书。
今后还会不会有第六本、第七本书出版呢？
我在“增订本的话”中说，增订本的出版。
增强了我出第六本、第七本书的信心。
今年8月，我的第六本书《蓝鸿文自选集》，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之一，由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推出，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领导为纪念建校七十周年，为获校首批荣誉教授称号的每个人出一
本自选集运作的结果。
现在，本书又将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说我出第六本、第七本书也许要几年时间才
能完成的计划，已提前到今年实现了。
我怎能不高兴呢？
在这儿，我除了感谢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各种帮助的同志和朋友外，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特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在一年之内给一个校外作者先后出版两本书，这个分量是不轻的。
它表明，这家出版社的领导关心和支持出版新闻学方面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书的责任
编辑以及其他有关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也一并表示我的谢意。
到后年，也就是2009年，我就满80岁了，论年纪我早已不年轻了，但看到许多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
，还在继续为社会作贡献，我又在发奇想，到八九十岁的时候，我还会不会有第八本、第九本书出版
呢？
我可以向读者透露的是，我已有了奋斗目标，已有了学术上新的追求。
著书如登山，确定了奋斗目标，就要铆足劲儿往上爬。
作为一个老年“登山者”，困难肯定比青年人多，比青年人大，但是我要向青年人学习，学习他们勇
于攀登的精神！
我还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他们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到长城非好汉，把困难踩在脚下，一往无
前的精神更是我学习的榜样！
2007年10月18日晚8时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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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本选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通讯作品的集子，由三部分组成：老一辈革命家新
闻作品选析；老一辈革命家通讯作品选析；老一辈革命家新闻理念与新闻实践研究。
书中写到的老一辈革命家有（以姓氏笔画为序）：邓小平、邓中夏、毛泽东、成仿吾、刘少奇、李一
氓、李大钊、杨定华、陈云、陈毅、吴玉章、陆定一、何孟雄、张太雷、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
胡乔木、恽代英、萧三、博古、彭雪枫、董必武、谢觉哉、蔡和森、廖承志、瞿秋白等20多位。
他们的新闻通讯作品写作时间跨度60多年，反映了如火如荼、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斗争和许多重大事
件，在我国新闻通讯写作史上别具一格，散发着花的芬芳，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学习老一辈革命家撰写的新闻通讯作品和他们的新闻理念与多方面的新闻实践，是学习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发扬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做好新时期新闻工作的需要。
本书为广大新闻宣传从业人员和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师生学习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一部具有史料价
值、学术价值、教育价值、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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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蓝鸿文，四川隆昌人，1929年生，教授，1950年1月参加革命。
1948年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新闻通讯作品。
1951年8月一1955年8月相继在西南《新华日报》和《西康日报》任记者、编辑。
1955年10月调初创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1971年参与创办北京大学新闻专业。
曾任北大新闻专业分总支书记．人大新闻采访写作教研室主任等职。
199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次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津贴。
     
    独著、合著、主编书12部。
部分著作和文章获奖，其中，《新闻采访学》第二版获2002年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
、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面向新闻界》获1998年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新闻传播学系列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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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我为什么要选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通讯作品？
第一部分  老一辈革命家新闻作品选析  周恩来中学时代写的校园新闻——析《纪事》二十四则和  《特
别纪事：本校十二周年纪念会记》  附：纪事（二十四则）  特别纪事：本校十二周年纪念会记  回击国
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析博古的《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附：全边区人
民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毛泽东怎样写军事新闻  附：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爷台山战事扩大
 我军解放郑州  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  华北各省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
迎击蒋傅军进扰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邓小平口授的一条
新闻  一篇出色的重要军事新闻——析胡乔木的《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  附：人民解放军的
全国性反攻开始  对敌政治攻势的艺术——析周恩来的《豫东大捷》  附：豫东大捷  评论性新闻的典范
——析胡乔木的《北平解放》  附：北平解放  对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会议的报道——析胡乔木的《
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附：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第二部分  老一辈革命家通讯作品选析  心系矿工
——析李大钊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一封不普通的家书——析蔡和森
的《寄自法国的家信》  附：寄自法国的家信  勤工俭学从出发时做起——析赵世炎的《航海中之赴法
学生消息》  附：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  赴苏俄采访途中的第一篇通讯——析瞿秋白的《哈尔滨四日
之闻见》  附：哈尔滨四日之闻见  中国“现代式”职工运动的早期报道——析邓中夏的《长辛店旅行
一日记》  附：长辛店旅行一日记  第一印象——析周恩来的《欧战后之欧洲危机》  附：欧战后之欧洲
危机（伦敦通信）  两种节日  两种声音两种精神——析瞿秋白的《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  附
：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  向中国人民报道列宁逝世的噩耗——析张太雷的《列宁底死》  附：
列宁底死  做革命的弄潮人——析周恩来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  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  大革命风暴
前夕中国中部农村的一幅“素描”——析恽代英的《湖北黄陂农民生活》  附：湖北黄陂农民生活  苏
俄之旅——析李大钊的《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附：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一代伟
人生命的最后时刻——析赵世炎的《中山去世之前后》  附：中山去世之前后  反帝爱国运动的篇章—
—析陆定一的《五卅节的上海》  附：五卅节的上海  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思考  纵情
展示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析赵世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  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  他
怎样报道闽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析恽代英的《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和  《闽西苏维埃的过
去和将来》  附：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  闽西苏维埃的过去和将来  长征，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
析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怎样记事——析董必武的《长征纪事》  附：长征纪事  怎样读陆定一的
《老山界》  附：老山界  遵义会议后第一大军事胜利——析彭雪枫的《娄山关前后》  附：娄山关前后
（节录）  一枝别具一格的奇葩——析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节录
）  战胜草地——析成仿吾的《过草地》  附：过草地  一篇具有特殊魅力的通讯——析陈毅的《江南抗
战之春》  附：江南抗战之春  萧三笔下的朱总司令——析萧三的《朱总司令在延安》  附：朱总司令在
延安  一篇催人泪下的悼文——析廖承志的《遥献》  附：遥献  情系延安——析谢觉哉的《重到延安》
 附：重到延安  发扬南泥湾精神——析吴玉章的《南泥湾休养追记》  附：南泥湾休养追记第三部分  
老一辈革命家新闻理念与新闻实践研究  科学是整个世界的——记吴玉章校长对新闻系师生的一次谈
话  关于瞿秋白赴苏俄采访的几个史实  一份珍贵的新闻史料  附：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在莫斯科发
的专电  历史的使命——瞿秋白赴苏俄采访研究之一  从北京去莫斯科——瞿秋白赴苏俄采访研究之二  
如实报道俄国人民的真实情况——瞿秋白赴苏俄采访研究之三  瞿秋白笔下的列宁——瞿秋白赴苏俄
采访研究之四  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为采访服务——瞿秋白赴苏俄采访研究之五  在共产国际舞台上——
瞿秋白赴苏俄采访研究之六  丰硕的成果　重大的影响——瞿秋白赴苏俄采访研究之七  周恩来早期报
刊活动与新闻思想再梳理再认识  罗亦农在《向导》上发表的“广州通信”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上的
一段佳话——陈云、杨定华捐赠长征通讯版权义举  重温毛泽东新闻写作论  解读毛泽东书信、电报、
批语中的范长江  读《何孟雄文集》  追踪毛泽东赞扬的部分新闻作品  学习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
话》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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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恩来1913年(15岁)人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念书。
南开学校创办于1904年，初名敬业学堂，后改名为南开学校，1919年设大学部。
南开大学培养了许多人才，是我国著名的大学之一。
1915年8月30日南开学校校报《校风》创刊，为周报。
《校风》由学生主办，每学期改选职员一次。
担任学生社团“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主编的周恩来，1916年1月4日被选为《校风》文苑部部长
，3月兼任纪事类编辑，8月又被选为总经理兼编辑部纪事类主任。
纪事类主任负责新闻报道。
据《周恩来早期文集》提供的材料统计，从《校风》第23期到38期，他写的“纪事”和“新闻”共280
则(其中少数与同学合写)，最多的一期达24则，最少的一期也有5则，一般在10则以上。
这里选析的是第23期《纪事》24则、第43期《特别纪事：本校十二周年纪念会记》，以见一斑。
内容丰富，视野广阔，多侧面地反映五彩缤纷的校园生活，是周恩来写校园新闻的一个突出特点。
当时南开学校尚未设大学部。
在有些人眼里，一所中学，有多少新闻可写？
可在周恩来眼里，有写不完的新闻，他写的280则新闻就是证明。
从第23期24则《纪事》分析，新闻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反映校方在德育方面严格要求学生的新闻《规
过新章》，有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新闻《辩论先声》和《劲敌当前》。
南开学校重视体育，各种校内外体育比赛经常进行。
第23期《纪事》中，体育新闻占的比重较大，《鼓励体育》、《赴京志盛》、《营制教练》、《来往
频繁》、《筐球比赛》、《战书叠至》、《藉资练习》、《考试体格》等，都是关于体育方面的报道
。
此外，社团活动，同学会活动，级会活动等，南开学校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这方面的消息有：《纪念
会志盛》、《灯谜会盛况》、《交际会志盛》、《同学会之组织》、《级会纷起》、《同学会之发起
》、《茶话会盛》等。
在这一期的新闻中，不仅有大量上周发生的新闻，而且有好几条预告性新闻，像《辩论先声》和《劲
敌当前》，就是预告性新闻。
从其他期的《纪事》看，还有因寒暑假《校风》暂时停刊的补报新闻，以及随着事物变动发展的续报
新闻。
可见，中学时代的周恩来的新闻路数是很宽的。
他的新闻路数宽，和他在全校师生中为《校风》建立了一个通讯网络，有许多业余访员是分不开的。
新闻简短，标题规范，是周恩来写的校园新闻的另一特点。
第23期《纪事》的24则新闻中，10～50字的5条，51～100字的10条，101～200字的4条，201～250字的4
条，400多字的1条。
《补考新生》是一句话新闻，文El：“吾校定于四月三日，再行补考新生一次。
”新闻短，一事一报，主要任务是传达校园内外的新闻信息，这对于广大师生员工来说，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把感兴趣的新闻读完，满足欲知应知未知的欲望。
当然，有些新闻不仅仅传达某种信息，还起着教育、表彰、激励、警示的作用。
至于标题，绝大多数标题都是四个字，其他期的新闻标题也是如此。
遗憾的是，笔者未能直接看到当年的《校风》报，只能根据《周恩来早期文集》提供的材料判断，四
字标题成了当时新闻的一种规范，一种模式。
四字标题要浓缩精华，高度概括新闻的主旨，做好也不易。
这种标题和短消息是相称相配的，也便于记忆。
最后说一说《本校十二周年纪念会记》这篇“特别纪事”。
同作者写的消息数量比较起来，“特别纪事”很少，但颇有特色。
像《本校十二周年纪念会记》这一篇，用今天的新闻学术语来说，实际是一篇新闻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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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抓住南开学校成立十二周年纪念会的盛况，用生动的笔触，对现场加以描绘，对盛会进程有详有
略地加以叙述，突出“发愤图强，磨砺不息”的精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篇特写的语言鲜活，和作者写新闻的平实语言相比，判若出自两人。
请看作者首对南开学校十二周年纪念良辰总貌的描绘：“是日也，门悬五色之旗，人带欣欣之色。
全堂欢舞，气象一新。
”次看作者对纪念会场的描绘：“堂中悬国旗一面，上列校旗，壁右银光灿烂，四围饰以彩花者，我
校运动、辩论优胜银杯十二尊也。
壁左写真三架，气象峥嵘者，我校运动、辩论优胜健将之肖影也。
两壁彩光耀目，锦绣炫人者，我校战胜他校之纪念锦标也。
讲堂上嵌‘南开万岁’四字，清华学校南开同学会所赠祝也。
”再次看作者对开会时的描绘：“声调铿锵，音韵悠扬，军乐会会员奏乐也。
奏毕，校长率全校师生起立向国旗行三鞠躬礼。
礼毕，校长登坛述开会辞⋯⋯”这些描绘使人联想到作者1914年春写的《春郊旅行记》这篇作文中的
佳句：“春光渐泄，寒气初敛”，“杨柳列道，青草满溪，风和和以拂面，鸟唧唧而依人”，“茅屋
两三，点缀于郊原之上。
清溪回绕，舒流于荒野之中。
远望云山，连成一色。
俯观禾麦，都是新播。
”——这些对称而富有音韵节奏的优美文字，显示了中学时代的周恩来就打下了很好的文字功底。
(原载《军事记者》2004年第1期)附：纪事(二十四则)(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规过新章  我校
校章，对于学生犯规，向取严格主义，有过辄惩。
自去秋改行宣布犯过者之姓名于预备室后，逾范者，日见寥寥。
然校长犹以为非改过迁善之道，特于上星期三日在礼堂宣布规过新章。
嗣后凡学生犯过，均由管理员招往劝导，使之立志改悔；然后与以立志改过竹签，使之随身携带，坐
卧不离，以资警励；俟迁善后，再行收回。
并于是日大书“四书”名言三则(“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则勿惮改”；“子路人告之有过则喜
”)，张于壁上，以期全校学生，同资策励，成与维新，庶勿负斯一番更改也。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道靓丽的风景>>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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