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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日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报》

内容概要

2005年夏秋之际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情景如在眼前。为铭记新民晚报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所做的努
力，我们商议出版《你不知道的抗战——新民晚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报道合辑》。
　　事实上，我们更希望这本纪念册子能起到传承历史和激励后人的教育作用。这本册子并不厚，但
见证了新民报人3个多月的艰辛劳动。我们很高兴听到历史学家评价新民晚报此次抗战报道有新意、
有深度。我们欣慰地听到读者说：晚报这一次抗战报道和以前大不一样。中宣部和市委宣传部也多次
表扬晚报的抗战报道别具一格，富有激情。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报道，如同一场新闻的奥林匹克。它展示了每一张报纸的技巧和实力，也
凸显出一张报纸的格调和深度。作为一张从抗战烽火中走来，有着77年历史的报纸，新民晚报没有理
由不做好这一次历史性报道。
　　“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新民晚报的办报宗旨，此次抗战报道我们特别强调读者的广泛参与。我们
期望在专家论述，史料发现的基础上，展示民间抗战记忆的分量。而且这样的抗战纪念报道将更真实
、更立体。我们的“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和夜光杯副刊刊登了大量读者的抗战亲历，纪念文章和家
传抗战文物。数月间，我们收到读者来信来电千余件。那些颤抖的笔迹，很多成为我们一些重要报道
的线索。
　　做足上海地方特色也是新民晚报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报道的一大亮点。从“一·二八事变”到“八
·一三抗战”，从政治斗争到文化争夺，上海始终是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重要战场。直到今天，上海
在抗战年代涌现的诸多惊天壮举、仁人志士，蒙受的无数国耻家仇，还不为人所知。依托抗战史专家
的力量和读者提供的线索，我们报道了一大批上海抗战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如《“轰炸”日本本
土第一人》《上海史上黑暗血腥的一页：青东大屠杀》《“独臂神父”救助20万上海难民》等等，都
在上海市民中引发震撼和共鸣。
　　我们认为重大历史题材报道要吸引读者、打动读者，一定要非常注重历史和现实的结合。60年后
的报道，如果完全是史海钩沉式的静态回顾，会让读者觉得离自己、离现实太过遥远。在这次抗战报
道中，我们非常强调报道的新闻本性。比如《64年前3高中生兆丰公园舍身锄奸》一稿，不仅采访了唯
一的幸存者达世清老人，还和老人一起重走当年的投弹路线，64年前的时空和现在完全联系了起来。
在特别策划的两次连续报道中，这种时空的结合尤为明显。“寻找劳工生死簿上的幸存者特别报道”
在市民中引起热烈反响，连续数周，提供北海道劳工幸存者线索的电话络绎不绝。“八百壮士老兵上
海圆梦”连续报道也是如此。“八·一三”当天，我们安排两位八百壮士老兵相逢于当年的战场四行
仓库。当他们双双跪在团长谢晋元塑像前时，悲壮的历史与感人的现实令人震撼地结合在一起，读者
对此印象深刻。
　　新民晚报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报道在形式上也是打破常规的。从5月28日起，我们每周推出4个整
版“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每期特刊首页均为彩色通版，力推一篇特稿，视觉冲击力很强。“七七
”“八·一三”“八·一五”等特定日子加出纪念专刊。“七七”纪念日当天，我们第一版头条特别
刊出一封感人至深的“八·一三”烈士战地家书，同时配发记者发自淞沪抗战纪念馆的通讯，读者反
响热烈。《无言石头作铁证：和平塔就是侵略塔！》特稿刊出当日，我们在《新民晚报》第一版头条
以大号黑体字作简要提示。2005年9月3日纪念活动高潮来临之前，我们连续5日天天推出纪念特刊，广
受瞩目。
　　从5月28日到9月3日，“百日特别报道”我们倾力而为，精益求精。以“原版重现”的形式编印此
书，正是希望读者从每一篇特稿，每一个版式，甚至每一个标题中感受我们当时付出的思考和劳动，
更希望读者能从中有所得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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