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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记者》

前言

这样的奢侈，从前没有，日后难再。2005年，我有机会读了一年旧报，阅读整整六十年前，即1945年
的华文报纸，而且与当年的时序大致同步。爆竹声里，我在看当时香港、上海、重庆的年节情景；圣
曲飘飘时，我在看那年天津、香港的耶诞市况；八月，自然看的是美国投掷原子弹和日本宣布投降。
不用说今天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在当年，也几乎不会有人，可能同时读到共产党、国民党、
日本占领者和汉奸所办的各类报纸。许多晨昏，我在那个宁静的房间里享受我的好奇和寻寻觅觅。那
个房间，永远那么干冷，常常，我需要套上毛衣，有时还戴上围巾。它必须是这样：这是香港大学图
书馆的特藏部，数以万计的缩微胶卷——旧报、旧杂志、文献档案——收藏于此。恒温，恒湿。在《
南方周末》和香港《明报》，我开设了“旧闻记者”专栏，每周刊出一篇读报札记。专栏的开篇语写
道：“这种阅读，是看新闻史著作所无法替代的。那些泛黄的纸页上，沉睡着多少历史细节，尘封着
多少故事，还有多少彼情彼境下真实的生活感觉。六十年前此时，残酷的大战已近尾声，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中国正站在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独裁专制的十字路口，从这一时间点往前走，一出出大戏将
轮番上演⋯⋯”昔人旧事从未消逝，历史只是在我们的身边熟睡着。当胶片机轻声响起，一切都活灵
灵重现了：六十年前，中国人怎么过年？怎样订婚和结婚？他们看什么书？吃什么药？唱什么歌？怎
样出门行路？他们在战火中度过了什么样的辛酸日子？他们为什么互相争斗，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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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记者》

内容概要

本书出自作者本人独具个性的创意——每一周同步阅读六十年前的旧报，并随时写下他的“非典型札
记”。他在报章开辟的“旧闻记者”专栏，受到香港和内地读者的欢迎。本书是“旧闻记者”的第一
个结集。内容生动有味。对传媒人士，它也是重要却不沉重的“另类新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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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记者》

作者简介

钱钢，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和记者。曾作为常务副主编在1998年至2001年主持《南方周末》笔政。作品
《唐山大地震》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是美国等地若干大学的新闻写作课参考教材。其
代表作还有《大清留美幼童记》、《大清海军与李鸿章》（原名《海葬》）、《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
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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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记者》

书籍目录

自序
枢纽年
请你们饶了国家吧！
恭贺从军同志结婚之喜
虚心博采舆论
鸡年·双蒸·昭和通
二月里来秧歌闹
“伥传媒”
硫磺岛之“玉碎总指挥官”
请原谅我隐去了他的名字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欢迎新闻自由！送别新闻自由
向爱读诸君声明
阵亡者：总统罗斯福
“哈哈！”——新闻竞猜的旧闻
希特勒逝世耶
给吉普小姐们
舌战林语堂
有关诺贝尔奖的乌龙新闻
中共大会上的传奇日本人
.夜泳渡海返长洲
卖韭·赎书·寻找琴弓
可以唱的报纸
“六参政员访延安”事件
走向刑场的路，几多弯？
“雪耻”香烟“九一八”香皂
“自杀基地”士官笔记
港督矶谷廉介其人
如果是达·芬奇发明了原子弹
香港：太阳旗下的最后七天
日本投降了！——六十年前华文传媒关于抗日战争胜利的报道
从左倾斗士到汉奸总编
报道密苏里受降的中国记者
香港沦陷之报章记录
港督府，当年今日
回眸“重庆谈判”
从今天起新闻言论自由了
莫失尽人心！
党味很重的《台湾新生报》
六十年前卖什么书？
六十年前卖什么药？
美国大兵在上海
宁愿去美国
又见圣诞，又见圣诞
靠左走，靠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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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记者》

章节摘录

枢纽年六十年前的那个元旦，上海人从《申报》上读到希特勒“德国永不投降”和日本天皇“今日战
局益愈危急，实为亿兆一心，倾举全力击灭敌人之秋”等讲话时，大概会想，苦难快到尽头了。反法
西斯同盟国正节节胜利，对德国和日本，新年钟声却不啻是一阵紧似一阵的丧钟。中共主办的重庆《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日的头条新闻是毛泽东的演说《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同一版上，刊登了中
央社的消息《全国各地庆祝元旦蒋主席对军民发表广播演讲》。重庆《大公报》突出处理了蒋介石的
献岁演讲，大标题是《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副标题是《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
胜利 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各节小标题透露出蒋介石正面临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双重压力
：《今年的努力方向军事第一》《提早实施宪政在抗战中完成建国》《对同胞的要求人人知耻人人负
责》。文中还特别加了一个提要题：《军事着重整军建军，彻底动员人力物力地主富户更要输财输粟
自效》。土财主们听到这话会心惊肉跳。那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献辞《争取胜利早日实现》
，重申毛泽东新年演说提出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认为如果不驱逐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
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
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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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记者》

编辑推荐

《旧闻记者》是“旧闻记者”的第一个结集。内容生动有味。对传媒人士，它也是重要却不沉重的“
另类新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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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记者》

精彩短评

1、内容很好，感觉还没读过瘾就结束了
2、真想成为钱钢老师的学生。
3、没太多意思
4、跟历史的先声类似，黑色幽默和一声叹息。
5、记者旧闻，风骨二字。
6、根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来一窥历史，一个很有见地的视角，一些旧闻倘若发表在今天，遭遇估计也
没什么差别
7、新闻，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也是旧闻。
8、今天才知道这书在大陆发行的是阉割版！
9、很棒，更加期待完整版
10、国难之中，从国共到美国、日本都打着各自的算盘；从重庆、延安到上海、香港，各地报纸被各
种势力控制，大公报是个例外。新闻自由也许永远只是理想。
11、不错的角度，值得尊敬的新闻人讲述一群更加值得尊敬的新闻人，和那个年代的俗世。
12、这本书是老师上课的时候推荐的，我记得梁文道的《开卷八分钟》有一期里面也推荐过。
作者通过在当年的旧闻看到了世间百态的种种真谛，让尘封的历史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发人深
省；有些事情，过后去回味，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学新闻的人总觉得，自己抓不住什么东西，因为对我们来说，只有当下才是最有意义的；但是这本书
让我看到了，旧闻也一样有自己的魅力，那些已经成为旧闻的新闻，已经和历史融为一体了。
13、1945年林语堂关于“共产党没有把国家意识放在党的意识之上”观点让人敬佩
14、一个曾经的自由主义报人在泛黄的故纸堆里挖掘一段不同于教课书的历史，碰到有心人，一个个
沉睡在纸面的人物都活了起来
15、媒体人文人有立场无可厚非 偏偏是个我感情模糊不太感冒的立场
16、了解历史的好书，钱钢做了件大好事。
17、形式不错。有独特视角，丰富阅历的好书
18、一直很喜欢写抗战，内战和建国之后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这本书很真实。
19、创意很好，从1945的报刊中去窥探那个年代人们的婚丧嫁娶喜怒哀乐，遗憾的是那时呼吁的很多
东西依然还没实现，期待某天能看到这本书未经阉割的版本。
20、2015.10
21、晓得了一个词:爱读诸君
22、最早知道本书，是在《读者原创版》中柴静的一篇文章提及《向爱读诸君声明》，当时给我极大
的震动，很可惜当时只在淘宝上有港版的本书，犹豫良久没有入手。所以能在当当上找到本书，当时
真是极大的惊喜！
这本书不厚，文章不过寥寥几十篇，内容也可概括为一九四五年的剪报读后感，便是这些，为我们组
成了一幅当时的社会风景图，加上作者本人钱钢先生的评述，无论你是这段历史的爱好者，还是钱钢
的粉丝，或者不过是个想静下来好好读本好书并有所获益的读者。这本书都值得收藏
23、对于当年的历史，再实际不过是当时的书报了
24、原教旨在中国也是由来已久。
25、很好，真的。
26、一个甲子的意味
27、有趣！有趣的书才是好书。
28、大学时就列进想读list，浸会时借回家了一个月，没读完。刚从图书馆看到这本时高兴得跟什么似
的，结果期待太高，读来确全然没有想象中的非虚构性调查报道的严禁筋骨。现才过了两年，几乎忘
光光了。可叹。
29、非常值得一看，作者是下了大工夫的
30、穿越时空去看看1945年的报纸，看当年发生的一段故事，有趣闻轶事，也有沉重历史，但仅停留
表面，未触及深处。 
31、辗转好不容易买到这本书，真是没让我失望。折腾那么几趟也值得了！读旧报纸，这有点儿亲历

Page 8



《旧闻记者》

历史的感觉。
32、2015年读书计划之一
33、笑死我了，港版的词条被删了，我记得只有一个地方提到liu si
34、刚开始看觉得挺有意思越看到后面越觉得略流于表面了...
35、短小精悍，掷地有声...可以说历史又循环了么，有些毛病在每个时代都是顽疾
36、最亲切的研究方式。有趣，认真。
37、很学院的一本书，大学的时候应该会喜欢，现在看，最多也就一声叹息，太阳底下无新事，新闻
，旧闻，都是那些事，多的是新不如旧，可是，能怎样呢？这书连自己都保不住。
38、不去粉饰，历史的真相才是我们想要的
39、删节的，但是一些段落仍然感人
40、过去的记者的作品非常非常棒对现在也很有启发
41、想着看些旧闻必是极好的。
42、钱钢这个名字对大多数的读书人来说并不陌生，他的《唐山大地震》影响深远，因而被称为“非
典型传媒人”。他用文学和历史的眼光看现实，又常用新闻的笔触写文史。《旧闻记者》出自他独具
个性的创意──在2005年的每一周同步阅读六十年前（1945年）的旧报，并在《南方周末》和香港《
明报》开设了“旧闻记者”专栏，每周刊出一篇读报札记，展示他的“非典型札记”。《旧闻记者》
一书，... 阅读更多
43、一个下午就读完了，读书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把1945年的《大公报》、《新华日报》翻出来看，
肯定也很有意思。几十年过去了，舆论环境一直在走几步退几步的过程中亦步亦趋，不免唏嘘。
44、书的装帧很好，内容值得一读。
45、历史的先声，总是那么令人痛心。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46、不错的小书。喜欢钱钢，无论是新闻还是历史。序言里讲分别在《南方周末》和《明报》连载，
就注定要出现大陆和香港两个版本。
47、所谓“好记者的历史感”
48、还原真实的历史，就算怎么删改怎么隐藏都无法阻止人们了解真相。就同书中所讲，现在是什么
时代了，还想封住人民的思想，怎么可能。可笑。
49、知史
50、以前买《南方周末》为的也许就是钱钢不定期发表的《旧闻记者》专栏非常浅淡而有味道的文章
，感觉把人带回那个奇妙的年代
51、很有趣，也有很多鼻酸处。
52、阉割版的杯具 
53、似乎是有删节，但并不妨碍它的精彩。
54、说真话可真难
55、真没想到海上文库系列也会有删。
56、时光在变，当局的思路没变。记住了大公报这个名字。
57、一本好书！文章短小精干。谈论的是1945年中国各个方的报纸的社论，从另一方面还原1945年的
中国——一个有别于我们因爱国教育而形成的旧中国。书的开本不大，拿在手里很舒服，很适合阅读
。
58、钱钢花一年时间阅读40年代的旧报纸过程中写的随笔。写得还不错。
59、记得书里《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先生说，“我们不一定说出真话，但绝不说假话。”是底线，
也是悲哀，但那是50年代。我相信现在社会的要求不仅仅是不说假话，更应该是说出真话！
60、历史和新闻的共通处，大概就在于，新闻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61、历史在选择性的重演和循环，真相有时候让人心惊胆颤：反对专政的后来专政了，貌似合作的其
实早就决定不合作。。。希望我们在自我纠正的道路上越来越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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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记者》

章节试读

1、《旧闻记者》的笔记-

        哪里有

2、《旧闻记者》的笔记-第111页

        1

3、《旧闻记者》的笔记-第15页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寡过之道，在于问过而能改。我们政府应该勤求民瘼，也应该鼓励正当
舆论。俾能根据事实，宣达民隐。遇有批评道我们主管业务或是举发我们缺点的，我们应该以坦然致
公的虚怀，详察事之所在。如其事实不符，传闻有误，或因不明内容，轻加指摘，我们正可以籍此说
明真相，使社会人士明了立法施政的本意。若其批评而合乎事实，就应该切实接受，积极改正。”无
论实际所为是否与表态相去见远，但蒋公中正的这番言论在文字上却是相当不错，不知道是陈布雷还
是陈方的手笔。

4、《旧闻记者》的笔记-第16页

        我們的新聞檢查的尺度儼如寒暑表，熱了漲，冷了縮，需要新聞記者善查空氣才行。

5、《旧闻记者》的笔记-第13页

        "我们必须尽瘁职务，爱护人民；同时尊重舆论，容纳善言，籍资借镜，才能使政府健全，政治修
明。也才能洞悉民情，培养民力。使政府人民痛痒相关，同心一德，如身臂手足之相使⋯⋯"这番貌似
虚心博采舆论以资攻错的言语，是六十六年前蒋公中正在重庆说的。文字比现在那些阎王小鬼弄出来
的漂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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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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