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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的老人举着放大镜，
一张张仔细察看抗战时期留存的原
版老报纸。这是在北京民族文化宫
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举办的大型
抗战老报纸展览上的感人一幕。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循着一张
张旧报纸回望历史，纸墨之间是中
华民族鲜活的抗战史，是一代报人
浴血留存的民族记忆。前线有战士
奋勇杀敌，后方有报人以笔为戈，
他们以报纸为根据地，誓与民族同
呼吸、共命运。

战火熊熊，报业不息

1937 年 8 月 13 日，举世闻名的
淞沪会战爆发。时任第四航空大队
队长的高志航奉命从南京飞抵杭
州，不料于笕桥机场突遇日军袭
击，高志航迅疾反击，最终率其所
在大队共击落敌机4架。

仅两小时后，伴随着“号外！
号外！”的叫卖声，杭州的大街小巷
都知晓了“高志航”这个抗战中首
次击落日军飞机、打破日本空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的英雄。
次日，《东南日报》 刊发题为

《我空军空前胜利》的文章描述这场
胜利：“敌机虽由台湾远道而来，仍
能在我领空作战近三小时，至被我
击落之四机，计一架落于笕桥附
近，一架落于小河车站，余两架落
于钱塘江边。”

正如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副教授张治中所言：“抗战中制
报、办报的条件之艰苦，毋庸赘
言。但各类报刊却能不畏艰险，迅
速反应，积极进行战时宣传报道，
实属难能可贵。”

擎起共同抗战的鲜艳旗帜，吹
响救亡图存的声声号角。抗战中，
中国共产党克服艰难险阻，积极创
办报刊、通讯社、杂志、电台，广
泛宣传抗战理论、路线、方针、政
策。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
50 天，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红色中华
通讯社就在瑞金成立。从此，红色
电波每天传播着中华民族坚强的抗
战声音。从 《新中华报》 到 《新华
日报》《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
志》，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上千种

报纸杂志，“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
熊之焰”，发行到苏美加等国10多个
城市，开创了“传播最远，读者最
众的黄金时代”。

亲自领导了 《解放日报》 创刊
的毛泽东曾在发刊词中强调：“本报
之使命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
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在极端
困难时期诞生的《解放日报》，不仅
承担了宣达中央政策的重任，更积
极宣传敌后人民的英勇抗争，成为

“除敌方之昧，正我方
视听”的耳目喉舌。毛
泽 东 倾 心 指 导 报 纸 工
作，亲自撰写社论的故
事也被传为佳话。

在国统区，由郭沫
若担任社长的很具影响

力的《救亡日报》也广开言路，报道
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救亡活
动。在沦陷区，上海租界难捱的4年

“孤岛”生涯中，该地区的新闻工作
者转入地下坚持抗战，同样在中国的

“新闻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的新闻宣

传工作是中国各种政治立场的报人
摒弃隔阂、团结一致、迎难而上共
同完成的，为民族大义并肩战斗，
这一点值得钦佩。”张治中如是评
价。

生死无惧，报人报国

抗战烽火下报业砥砺前行的背
后，是万千报人前赴后继、不惧生
死的坚守。

资深媒体人高山认为：“中国报
人不持枪杆握笔杆，脚踏烽火乱，
挥笔著文章，铮铮铁骨担道义，甚
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与前
方战士同心共战，同样可歌可泣。”

雷 烨 ，
著名的八路
军战地摄影
记者。他以
照相机为武
器，拍摄了

《日 寇 烧 杀
潘 家 峪 》

《驰 骋 滦 河
挺 进 热 南》
等一系列极
为珍贵的战

地照片，用鲜血浸染的相册对战争
的惨烈、日军的暴行等做了珍贵的
历史记录。

“在这毕业礼场上，也就是战斗
前的誓师，4000 条喉咙合唱出他们
的毕业歌。是时候了，同志们，该
我们走上前线，不除日寇不回来相
见！”1938 年 8 月 1 日毕业于抗大的
雷烨，如此描述自己的一腔抗日报
国情。

5年后，雷烨在去往晋察冀画报

社驻地取秘密文件时遭遇日军“扫
荡”，壮烈牺牲。他还未来得及拍摄
下一张抗战胜利的照片，生命就终
结于29岁的青春岁月。

在山西省左权县西山村的山坡
上，耸立着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
念碑”。这座纪念碑背靠千仞绝壁，
面朝抗战时 《新华日报》 社的驻
地，这也是时任 《新华日报》 社长
兼总编辑何云牺牲的地方。

在反击日军“扫荡”、处境极为困
难的情况下，何云带领工作人员一面
同敌人周旋，一面坚持出版《新华日
报》、向延安新华总社发战报。1942

年，日军企图
摧毁八路军总
部和《新华日
报》华北分馆，
何云坚持架起
电 台 收 听 电
讯，亲自撰写
稿件，最终因
撤退不及中弹
牺 牲 ， 年 仅
38岁。

史料存续，致敬前人

无论是抗战时期各大报刊的历
经风雨，还是报人报国的感人事
迹，都被白纸铅字、图片或影像记
录，新闻史用一叠叠厚重的草稿铸
成了抗战回忆的精彩书稿。

“中国众多有思想、有理想的报
人宣传抗战的正能量，鼓舞民众的
抗战热情，维护统一战线的稳定，
增强全民族抗战的信心。每一份报
刊也聚集了一大批爱国人士，集众
人进步之力，推动了抗战最终取得
全面胜利的进程。” 郭沫若纪念馆
副研究员张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作 为 抗 战 老 报 纸 展 览 的 主 导
者，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副秘书
长、会展部主任张维春指出：“在纪
念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这个重要时间点上，用原版老报纸
展现抗战时期各方面的真实情况，
是用历史说话，用事实说话。这不
仅是对各党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
抗战期间的突出贡献的肯定，更是
对一代报人的致敬，读史明志，这
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的提升也有
重要意义。”

古时候，大地一片洪水，人
们无法生活。禹和好朋友应龙带
领人们开山劈岭，为河水寻找出
路。

禹开凿龙门山的时候，偶然
到了一个大岩洞。岩洞深得很，
越走越黑暗。忽然，前面有一个
东西闪闪发光，把整个岩洞都照
亮了。原来是一条十来丈长、头
上生角的大黑蛇，嘴里衔着一颗
夜明珠给禹照路。

禹跟着大蛇走到了一个光
明而开阔的地方，一些穿黑衣服
的人簇拥着人脸蛇身的神坐在
殿堂的中央。禹一看便问：“你莫
非就是伏羲？”

“对啊！”人脸蛇身的神说，

“我就是九河神女华胥氏的儿子
伏羲啊。”

两人一谈起来，都感觉很亲
切。伏羲幼年时吃过洪水的亏，
对于禹所做的伟大工作非常钦
佩，他从怀里掏出一块一尺二寸
长、形状像竹片的玉交给禹，说
这东西可以度量天地。

禹从积石山（在青海）疏导
黄河到龙门山被挡住了去路，大
禹用神力把龙门山劈开，让河水
从悬崖峭壁间奔流而下。

据说每到暮春季节，成千上
万的鲤鱼逆流而上，在龙门山崖
下举行跳高比赛，跳过去的便成
龙升天，跳不过的只好仍旧做
鱼。一年中能登上龙门的不过
72条。一登龙门，就有云和雨来
追随它，还有天火烧掉它的尾
巴，使它不留一点鲤鱼的痕迹，
彻底变成一条龙，天公设想得真
周到。

禹曾经3次到桐柏山（在河
南省桐柏县西南），可是那地方

总是刮大风、打大雷、石头啸叫，
使治水的工程没法实施。

禹知道是妖怪作怪，便召集
天下群神，叫他们想办法除妖。
各山的山神恐怕祸事连累到自
己头上，都跑来向禹磕头，请禹
饶命。禹疑心他们包庇妖怪，便
把他们当中特别狡猾的如鸿蒙
氏、商章氏、兜卢氏、犁娄氏等拘
囚起来，果然问出在淮水和涡水
之间躲藏着一个叫“无支郝”的
水怪，禹马上派人把这妖怪擒拿
了来。

大禹治水，由高山到平川，
由秦岭到冀州，由太行山到嵩
山，到处开河治水，留下许多足
迹。上党一带的潞城、平顺之间，

有一座山就叫“禹王山”，相传是
禹开通河道时，把挡住水流的一
座山搬在这里。人们为了纪念大
禹，把这座山称为“禹王山”。

点评：
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早在

西周就已深入人心，《诗经·大
雅·文王有声》就说：“丰水东注，
维禹之绩。”他的事迹在中华大
地到处流传，且多与各地特殊的
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相联系。这
个故事显然流传于中原地带，它
没有表现我们熟知的三过家门
而不入的情节，却更多地驰骋幻
想，非但出现了伏羲、应龙等正
面形象，还出现了山神妖怪之类
的负面形象，甚至还有鲤鱼跳龙
门这类童话式的插曲，在充分显
示大禹治水复杂艰难的同时，平
添了姿彩，绽放出乐观主义精
神，显得比较轻松愉悦。

——选自《中国传统故事》

抗战烽火中抗战烽火中报人报人勇担勇担当当
严严 冰冰 吴吴 丹丹 康康 晰晰 姚姚 琼琼

《《正报正报》》残片残片

大 禹 治 水大 禹 治 水

中
国
传
统
故
事

张艺谋、张黎、吕乐、侯咏、顾长卫、刘伟强、马楚成……我国电影
界历来不乏摄影师转行当导演的成功范例。香港宗师级摄影师、曾为 《新
龙门客栈》《黄飞鸿》《十月围城》《投名状》《画皮》等120余部电影掌镜、
9次获得金像奖最佳美术指导奖的黄岳泰，如今也终于有了导演处女作——
犯罪推理动作片《别有动机》，9月17日起该片在内地公映。

《别有动机》 讲述了一个横跨 20 年的迷离案件。富家千金叶霜 （秦岚
饰） 的海归老公凌锋 （高圣远饰） 和女儿意外失踪。叶霜与父亲叶城 （任
达华饰） 商议后报警，却和警官、前男友姚杰 （林家栋饰） 重逢。这起千
万赎金的绑架案涉及的每个人，似乎都别有动机……影片延续了港片擅长
的警匪、动作题材，融合错综复杂的推理元素，更包括浪漫凄美的虐恋以及
父女深情。曾参与《金陵十三钗》《变形金刚4》的亚洲特技大师罗礼贤也加盟
影片主创团队，提高了飞车、枪战等画面的震撼程度。黄岳泰说，这次能圆了
自己当导演的梦，是因为等到了一个好剧本，遇到了强视传媒这个好出品方，
所以自己的创作“自由又放松”。他说：“其实这种类型的电影是少有的，我用
警匪犯罪的外壳做包装，包裹了很文艺的内容，就是希望人与人之间能更好
地沟通。这样也是有点冒险的。”至于票房，黄岳泰抱着非常轻松的态度：“观
众能接受就好，票房不好我就回去乖乖当摄影师。”

摄影宗师黄岳泰
执导电影《别有动机》

苗 春

摄影宗师摄影宗师黄岳泰黄岳泰
执导电影《别有动机》

苗 春

今年9月25日至27日将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的第25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
会，如今准备就绪，34个代表团、466家民营书商、9000多出版从业者确定参
展，2361个展位已全部报满，安全和后勤保障工作布置到位。

山西省为配合展会，围绕“文华三晋·书香九州”的展会主题，组织开展
了全民阅读报刊行、校园阅读文化漂流、“书香家庭”故事会、“烽火三晋·红
色文华——抗日根据地文献展”等 100余项 2000余场活动，覆盖了全省城市
乡村各类阅读群体，让人们对即将举办的第25届书博会充满期待。

据悉，书博会举办期间，太原主会场将集中展示全国1000余家出版发行
单位的精品图书，举办200余场主题活动，著名作家王蒙、王树增、蔡志忠、
曹文轩、周大新以及首位获“雨果”奖的亚洲作家刘慈欣将参与“读者大
会”的访谈对话，与广大读者共话人生、共享阅读乐趣。“全民阅读红沙发”
活动还将在大同、长治、运城3个分会场各举办两场。 （张稚丹）

第25届书博会整装待发第25届书博会整装待发9 月 16 日，中央档案馆主编、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一辑）在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新书发布会。选编共120册，
选收800多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笔供，分两辑出版。该书以
影印方式对战犯的亲笔供述作了无删节修改的全面呈
现，南京大屠杀，细菌武器制造，虐杀战俘，强征“慰安
妇”，奴役、残杀、掠夺平民等违反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
原则的残虐暴行被彻底揭露，为反击日本右翼分子颠倒
黑白、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历史的言论提供了不可撼动
的历史证据。发布会上，中华书局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和国家图书馆赠书，以便永久收藏。（明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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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何云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丛书》出版

为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
习，人民出版社和中央党校近日联合策划出版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丛
书》，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主题进行系统阐述，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套
为县委书记编写的书籍。

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
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
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党校从去年11月开始
举办全国县委书记研修班，每年4期，每期200人左右，用3年时间对全国
2800名县 （市、区） 委书记全部进行集中轮训。

（池 溢）

家风是世代累积形成、影响家庭成员德行的价
值观念。从汤霖、汤用彤到汤一介一门三代的家风
传承，正是优秀民族文化薪火相传、辉光日新的一
个缩影。

汤氏家训主旨

汤门乃书香世家，汤霖（号颐园）是其家风承上
启下的重要人物。他与文廷式等维新骨干为同科
进士，为官清正，民誉“汤青天”。因支持变法而罢
官后，他创办新式学堂，弟子成材甚众。1911 年 6
月，汤霖子弟为其庆贺 61 寿辰，画家吴本钧绘《颐
园老人生日宴游图》纪此盛况。汤霖为之题跋，字
字珠玑，凝铸了汤氏家训门风的精神内核。

汤霖题跋自述平生志业，融会国学精义的为学
大要，凸显出其做人处世之宗旨，为汤氏家风奠定
了基调。“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
安”为全篇文眼，可谓中国传统士人的风骨。“事不
避难”与“义不逃责”连用，强调面对困难，只要合乎
道义，就不要推诿逃避，职责所在应当仁不让。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
则，“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则是一种大道至简的修
身方法，指安心当下所处的地位，过简约自然的生
活，并努力做好自身应做之事。如此才能无欲则
刚、各得其所、无所羁绊、无所不适、无所不安。汤

霖传下的这种家风，表现了“士”之担当与儒家气
概，深刻影响了汤用彤和汤一介一生的立身行事。

家风传承的世纪之约

汤用彤为人为学一直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为准绳。国史研究中，最艰巨者是印度佛教传入后
的中国化过程。汤用彤苦心孤诣，15 年如一日著
就《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解决了佛教与中国文
化关系的历史难题，为总结文明交流互鉴规律做出
可贵探索。他更将家训奉行于工作生活中。抗战
后，北大面临复校北归的艰难处境。汤用彤虽然想
一心治学，不愿卷入行政事务，而且健康状况堪忧，
但他还是毅然出面主持校务，保护学校，迎接解放，
领导北大度过了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为新北大的
开辟呕心沥血。他暮年虽长期卧
病，但仍教导后学，笔耕不辍，并写
下“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
民”，以表其愿。

作为国学的传道者，汤一介创
办中国文化书院，引领了上世纪80
年代的“文化热”。他在耄耋之年
出任总编纂，以“事不避难、义不
逃责”的使命感承担起《儒藏》这
一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盛世

工程”，并常以此家训与后学共勉。与其父一样，
只要身体许可，汤一介就总想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并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临终前
还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为《儒藏》工程
尽力。”与其父相比，汤一介更加关注现实社会。
处在民族复兴的大时代，他顺应历史潮流，尽其
所能，为文化建设殚精竭虑，用一生践行祖训，
诚可谓“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

汤霖希望为国为民立德立功立言，因此其跋中
说“有所责不可逃也，有所事不可废也”。他虽并不
在意“寿之修短”，但仍以未能建功立业为憾。他很
留意中外学术的源流兴失，因此把子女都送入新式
学堂，望其学有所成。汤用彤在回忆父亲时说：“先
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
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汤用彤、汤一介父
子相继走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道路，与
其家庭教育背景密不可分。

汤霖请人把《颐园老人生日宴游图》制成卷轴，
传之儿孙，无疑是极好的亲情见证与家风熏陶。汤
用彤兄弟后来请樊增祥、欧阳竟无、柳诒徵诸师友
题诗其上，书法、辞意俱佳。该图由汤一介保藏下
来，以寄追远之思，又请启功、欧阳中石、范曾等名
家续题其上，还请荣宝斋将原作复制，分赠亲属和
家乡汤用彤纪念馆。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从汤霖家训看汤用彤、汤一介的家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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