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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王芸生》

内容概要

芸芸众生中崛起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1901－1980），作为无党派爱国人士、蜚声海内外的报
业巨子、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将毕生精血倾注于《大公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风云变幻的近现
代中国，奠定了《大公报》不可动摇的文化史地位，也成就了一代优秀报人的人格风范。
出身贫寒、自学成才的王芸生，关切国运民生，伸张正义真理，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相
标榜的《大公报》阵地上，慷慨陈词，奋笔疾书，为唤醒民俗精神，为反对日本侵略、为捍卫国家和
民族利益、为争取民主自由与新闻自由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一生无愧于“名世大手笔，爱国言论
家”之美誉。
本书由王芸生之子根据翔实资料和王芸生晚年的回忆评说写成，并汇集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全面展现
了王芸生与《大公报》荣辱与共的风雨历程。《大公报》随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几盛几衰，王芸生的
个人命运也随之载沉载浮。与张季鸾笔战福祸相倚投身《大公报》，先生加入国共两党终又张行“中
道”，战乱年代的艰辛，政治风云的变幻，婚姻道路的插曲，也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和蒋介石、
段祺瑞、陈诚及诸多名流学者的交往，王芸生的一生既以其业绩与人格留芳，又因之屡屡罹罪。一代
报人的高伟形象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和长长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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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王芸生》

书籍目录

序言/值得珍视的遗产
小引
1 打出来的私熟学生
2 挑灯夜读的小店员
3 包办婚姻终成一生伴侣
4 在革命风流中沉浮
5 与张季鸾笔战，进了《大公报》
6 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7 奋笔疾书爱国篇章
8 上庐山采访，给蒋介石讲课
9 重回上海与遥寄北方青年
10 短评风波与拎包小事
11 在“西安事变”中的言论
⋯⋯
尾声
后记
王芸生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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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王芸生》

精彩短评

1、当年的报人多么不容易啊。
2、王公出生贫寒，刻苦自学，有文人的嫉恶如仇和坦率，心怀国家民众。生于乱世，是不二的机遇
。时代成就了王公，成就了大公报。改革开放之后有人谈及大公报复刊之事，王公说不必。他说，文
人论证已是明日黄花，喉舌不需要这些。王公50年代和70年代两张照片，判若两人，后者骨瘦如柴，
令人潸然泪下。
3、内容提供了一些那个时代遗落在主流宣传之外的历史细节,让人很有感慨.遗憾的是作者不具专业水
准,而且是王芸生的儿子,难免--
4、“戴盆何能望天”
5、王芸生的第一次采访经历很奇特
6、我就是一报人
7、作为一本传记来说，前几天读的《安迪沃霍尔》得我心得多。。唉，是这个时期的人单调还是这
本书单向度了这个人呢。。。
8、　　    最近以极敬佩而崇仰的心情读完了王芸生的传记《一代报人王芸生》，对这位以言论报国的
报人的跌宕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怀想⋯⋯中国历史上绕不开《大公报》，更加绕不开以毕生精力
贡献于国家言论事业的报人——王芸生！
　　
　　    历史的吊诡在于，书生论政的梦想总萦绕在有良知的报人身上，而他们面对大时代却总感觉力
不从心、心力交瘁，然而，他们却永不放弃他们矢志不渝的理想和信念，让人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念不
已。《大公报》的宗旨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大公报》正是因为“四不”宗旨为人们所钦
敬。王芸生自和《大公报》结缘，就注定一生与《大公报》休戚与共、祸福相倚⋯⋯
　　
　　    王芸生是和张季鸾笔战为张季鸾所重视，这位当时尚在《华北新闻》的社论作者王芸生的犀利
言论和痛快淋漓的评论，并未让张季鸾生气。相反，他还因此传话王芸生，希望和其晤谈。王芸生如
约而往，相谈甚欢。后来，王芸生加入《商报》任总编辑，因与老板不和，终于退出《商报》。张季
鸾慧眼识珠，极力相邀王芸生加入《大公报》。王芸生欣然前往，从此，王芸生的名字就和大公报紧
密相连，直至他于1980年辞世的那一刻⋯⋯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公报》秉持“明耻教战”的原则，开始
了对满清甲午海战后的中日关系的反思和梳理，为帮助读者了解这段历史，张季鸾提出开辟一个专栏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主持其事。王芸生本着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不避劳苦，夙
夜悚惕，兢兢业业，埋头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收集整理清宫档案资料，写下了《六十年来
中国与日本》的煌煌巨著。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特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连续两年
半连载完这套丛书，并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王芸生还曾写过：“中
国需要无数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个石敬塘、吴三桂就足以亡国！”的震耳欲聋的激越之音！后
来又曾上庐山给蒋介石讲课，专讲中日关系问题，不管其结果如何，对于国事是有所禆益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爆发，拉开了中国抵御外侮的恢宏篇章！王芸生以他的热情和对国
家、民族深挚的爱，写下了一篇篇鼓舞士气、激励民心的话语！至8月17日，由王芸生撰写的短评《在
大时代中翻身！》在大公报读者心中激起阵阵共鸣：中国的儿女，敌人已把我们拖入大时代，我们更
应该勇敢坚决地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大时代翻身！⋯⋯在南京沦陷不久，日本占领当局对在租界里的
中文报纸采取新闻检查的指令。王芸生和《大公报》上海版不惧威胁，主动停版也不肯妥协，并
在1937年12月14日发表两篇社评《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体现了《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不
屈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
　　
　　    抗战八年，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王芸生曾先后写下《我们在割稻子》、《为晋南战事作一
种呼吁》、《豫灾实录》、《看重庆，念中原》、《我们还需加点劲！》等脍炙人口的社论和时评，
对鼓舞士气、揭露官僚腐败、同情受灾民众、抨击奸商污吏等有着切实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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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王芸生》

豫灾实录》、《看重庆，念中原》对国民党治下的腐败堕落导致的灾年景象深入人心，国民党当局愤
恨不已，予以《大公报》停刊三日的处分。而停刊后复刊的《大公报》的订阅量却因此上升到16万份
，成为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
　　
　　     抗战胜利后，王芸生并未有放松对时政的批评，特别是指责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是
“失尽人心”之举，令人感佩不已！王芸生此后寄望国共两党，希望中国走上和平、统一、民主、建
国之路，却因为国共两党的自私挟怨和不顾民生，最终化为泡影⋯⋯在知道了《雅尔塔协定》中关于
苏、英、美三方的秘密协定的内容，即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是：承认外蒙独立；大连应列为国际港，
苏联恢复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路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组织公司共同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
获保障的无理要求，《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的社评《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予以抨击。又在其后
的日子里，以委婉、克制的态度抨击苏联将东北机器作为战利品运往苏联和其他暴行，激起了爱国学
生的不满，并最终激起了对苏联霸权主义抗议大游行⋯⋯
　　
　　    王芸生因反感内战，写过不少抨击内战的时评，诸如《请先停手！》、《质中共》、《可耻的
长春之战》、 《时局关键千钧一发》等文章，对中共和国民党当局均有批评，并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
，于1948年1月8日发表题为《自由主义的信念》一文，希望国共息兵弭战，中国走向“公平、理性，
尊重大众，容纳异己”的民主宪政大道。可随着时局的变幻莫测，自由主义的美梦终化为昙花一现、
烟消云散了⋯⋯
　　
　　    王芸生倡导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并在他的《九一之梦》说道：新闻自由是“求真的钥匙”，
新闻记者的职责可用两字概括：“真”与“勇”。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还积极为查封的《新民报
》鸣不平，反映出了王芸生的铮铮铁骨和坦诚之心！
　　
　　    王芸生注定是中国言论史上不可绕开的人物，他的高风亮节和激荡于百年中国言论史上的时评
、社论，将永载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新闻史之上！历史终会证明，王芸生言论报国、浩然正气的一生，
是中国人民永远不应该忘却的！书生报国垂寰宇，言论风流曜神州！王芸生不会被遗忘，他永远活在
人民心中！
9、读了，作为专业，还要为次写一下论文。作为教科书，我很记着一本书，可这些大公报的历史，
却也很是振奋人心⋯⋯
10、有失偏颇。
11、好书。王老的儿子很了解他，又不至于不够客观。依然向往那个年代。
12、推荐所有传媒人看。
13、还是觉得浅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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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王芸生》

精彩书评

1、最近以极敬佩而崇仰的心情读完了王芸生的传记《一代报人王芸生》，对这位以言论报国的报人
的跌宕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怀想⋯⋯中国历史上绕不开《大公报》，更加绕不开以毕生精力贡献
于国家言论事业的报人——王芸生！历史的吊诡在于，书生论政的梦想总萦绕在有良知的报人身上，
而他们面对大时代却总感觉力不从心、心力交瘁，然而，他们却永不放弃他们矢志不渝的理想和信念
，让人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念不已。《大公报》的宗旨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大公报》正是
因为“四不”宗旨为人们所钦敬。王芸生自和《大公报》结缘，就注定一生与《大公报》休戚与共、
祸福相倚⋯⋯王芸生是和张季鸾笔战为张季鸾所重视，这位当时尚在《华北新闻》的社论作者王芸生
的犀利言论和痛快淋漓的评论，并未让张季鸾生气。相反，他还因此传话王芸生，希望和其晤谈。王
芸生如约而往，相谈甚欢。后来，王芸生加入《商报》任总编辑，因与老板不和，终于退出《商报》
。张季鸾慧眼识珠，极力相邀王芸生加入《大公报》。王芸生欣然前往，从此，王芸生的名字就和大
公报紧密相连，直至他于1980年辞世的那一刻⋯⋯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大公报》秉持“明耻教战”的原则，开始了对满清甲午海战后的中日关系的反思和梳理，为帮助读
者了解这段历史，张季鸾提出开辟一个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主持其事。王芸
生本着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不避劳苦，夙夜悚惕，兢兢业业，埋头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
收集整理清宫档案资料，写下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煌煌巨著。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特
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连续两年半连载完这套丛书，并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
认明，国难可救”。王芸生还曾写过：“中国需要无数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个石敬塘、吴三桂
就足以亡国！”的震耳欲聋的激越之音！后来又曾上庐山给蒋介石讲课，专讲中日关系问题，不管其
结果如何，对于国事是有所禆益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爆发，拉开了中国抵御外侮的恢宏篇
章！王芸生以他的热情和对国家、民族深挚的爱，写下了一篇篇鼓舞士气、激励民心的话语！至8月17
日，由王芸生撰写的短评《在大时代中翻身！》在大公报读者心中激起阵阵共鸣：中国的儿女，敌人
已把我们拖入大时代，我们更应该勇敢坚决地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大时代翻身！⋯⋯在南京沦陷不久
，日本占领当局对在租界里的中文报纸采取新闻检查的指令。王芸生和《大公报》上海版不惧威胁，
主动停版也不肯妥协，并在1937年12月14日发表两篇社评《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体现了
《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不屈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抗战八年，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王芸生曾先后
写下《我们在割稻子》、《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豫灾实录》、《看重庆，念中原》、《我们
还需加点劲！》等脍炙人口的社论和时评，对鼓舞士气、揭露官僚腐败、同情受灾民众、抨击奸商污
吏等有着切实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由于《豫灾实录》、《看重庆，念中原》对国民党治下的腐败堕
落导致的灾年景象深入人心，国民党当局愤恨不已，予以《大公报》停刊三日的处分。而停刊后复刊
的《大公报》的订阅量却因此上升到16万份，成为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抗战胜利后，王芸生
并未有放松对时政的批评，特别是指责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是“失尽人心”之举，令人感
佩不已！王芸生此后寄望国共两党，希望中国走上和平、统一、民主、建国之路，却因为国共两党的
自私挟怨和不顾民生，最终化为泡影⋯⋯在知道了《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苏、英、美三方的秘密协定
的内容，即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是：承认外蒙独立；大连应列为国际港，苏联恢复租借旅顺港为海军
基地；中东路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组织公司共同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的无理要求，《大公
报》发表了王芸生的社评《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予以抨击。又在其后的日子里，以委婉、克制的
态度抨击苏联将东北机器作为战利品运往苏联和其他暴行，激起了爱国学生的不满，并最终激起了对
苏联霸权主义抗议大游行⋯⋯王芸生因反感内战，写过不少抨击内战的时评，诸如《请先停手！》、
《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 《时局关键千钧一发》等文章，对中共和国民党当局均有批评，
并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于1948年1月8日发表题为《自由主义的信念》一文，希望国共息兵弭战，中
国走向“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的民主宪政大道。可随着时局的变幻莫测，自由主义的
美梦终化为昙花一现、烟消云散了⋯⋯王芸生倡导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并在他的《九一之梦》说道
：新闻自由是“求真的钥匙”，新闻记者的职责可用两字概括：“真”与“勇”。王芸生主持的《大
公报》还积极为查封的《新民报》鸣不平，反映出了王芸生的铮铮铁骨和坦诚之心！王芸生注定是中
国言论史上不可绕开的人物，他的高风亮节和激荡于百年中国言论史上的时评、社论，将永载于中国
历史和中国新闻史之上！历史终会证明，王芸生言论报国、浩然正气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永远不应该
忘却的！书生报国垂寰宇，言论风流曜神州！王芸生不会被遗忘，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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