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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紙神州貴片紙神州貴
華章四海聞華章四海聞■■范長江范長江

范長江的新聞通訊既
以文筆技巧見長，

又以思考深度取勝。文章
旁徵博引，以古喻今，針砭時弊，
直抒胸臆，達到「觀古今於須臾，
撫四海於一瞬」、「籠天下於形
內，挫萬物於筆端」的境界。當中
質樸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情懷，
更感動了千千萬萬讀者。

世界首篇「紅軍長征」報道
1936年下半年，這些旅途通訊結

集為《中國的西北角》出版後，屢
售屢罄，3年內再版9次，一時風行
全國，形成「片紙神州貴，華章四

海聞」的搶購潮。
更引人注目的

是，范長江的西北行與紅軍長
征線路交錯重疊，他根據自己一路
的考察和採訪，寫下了《岷山南北
剿匪軍事之現勢》一文。這篇文章
以大字標題刊登在《大公報》要聞
版上，由此誕生了世界上第一篇公
開披露紅軍長征的新聞。
分析紅軍可能從哪條路線走出困

境的這篇文章，為中央紅軍領袖在
甘肅的哈達鋪會議，提供了決定去
向的決策依據，延安由此成為中國
革命的「聖地」。
此後，范長江又撰寫了《毛澤東

過甘入陝之經過》、《劉志丹生
平》等大約十篇有關紅軍長征的通
訊。在當時的國民黨統治區，公開
發表文章，敢直書「中國共產
黨」、敢稱「紅軍」、敢在行文中
給「剿匪」加上引號的，范長江是
第一人。
可以說，在其成就卓著的記者生
涯中，范長江創造了中國現代新聞
史上「三個第一」：他是在國內報
紙上公開如實報道紅軍二萬五千里
長征的第一人；也是突破新聞封
鎖、向「國統區」報道西安事變真
相的第一位記者；更是國內以記者
身份進入延安採訪毛澤東、朱德等

領導人，並如實報道陝北革命根據
地情況的第一人。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

侵略者野心彌彰，中日大戰

隨時觸發。年僅26歲的范長

江從未來戰局考慮，認為中

國大西北必將成為抗戰之大

後方。但當時西北貧窮落

後，交通不便，消息閉塞，

國人不知究裡。為此，他主

動請纓，受命於大公報，於

1935─1936年間，單槍匹

馬，歷十個月，行程6,000

公里，獨家考察和採訪了四

川、甘肅、青海、內蒙等

地，其間穿越崇山峻嶺，

踏遍屍骨橫陳的

戰場，沿途寫下

了 69 篇 旅 行 通

訊，刊發在《大

公報》重要版面。

1936年12月12日，震驚國內外的「西安事
變」爆發。14日的《大公報》上，發表了張
季鸞撰寫的題為《西安事變之善後》的社評。
文章在「電訊不通，莫知詳情」的情況下，高
屋建瓴地提出了「解決時局，避免分崩」的善
後之策。
16日，張季鸞再度揮筆疾書，寫了第二篇社
評《再論西安事變》，刊發於《大公報》上。
社評特別提出希望各方人士發揮作用，促使事
變和平解決，以避免戰事，尤其勿用轟炸。拳
拳愛國之情、凜凜民族大義躍然紙上。
1936年12月18日，《大公報》發表張季鸞所
寫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文中對東北軍
給予深切的同情，呼籲「精誠團結，一致地擁
護中國」。
社評寫道：「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

的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

戾之氣為祥和。」
當時，南京政府把18日的《大公報》加印了

數十萬份，用專機空投到西安市區。大部分西
安市民和東北軍將士都看到張季鸞的這篇「公
開信」，這在中國報業史上亦算一次奇觀。
該篇文章寫得入情入理、淋漓透徹，不少東

北軍將士閱後深受觸動，張學良、楊虎城的心
理也立刻起了急劇變化。
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親自陪同蔣介石乘
飛機離開西安。翌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
事變和平解決。
這一事件的走向受到諸多因素影響，但導致

當時東北軍軍心渙散、將士轉向，不能不說與
張季鸞的社評文章有着重要關係。
1988年，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應邀去台灣

出席其父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發現歷經
52年之後，張學良竟然還能一字不錯地背誦
那篇《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文章對張影
響之深刻、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貢獻之大，
可見一斑。

西安事變發生之後西安事變發生之後，，范長江決范長江決
定涉險去西安定涉險去西安、、延安進行採訪延安進行採訪。。
19371937年年22月月99日晚日晚，，毛澤東在鳳毛澤東在鳳
凰山窯洞裡會見范長江凰山窯洞裡會見范長江，，就中國就中國
革命的性質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時共產黨任務和當時共產黨
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精闢的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精闢的
分析分析。。范長江茅塞頓開范長江茅塞頓開，「，「覺得覺得
中國的出路徹底找到了中國的出路徹底找到了。」。」而這而這
次不平凡的紅色之旅也讓范長江次不平凡的紅色之旅也讓范長江
成為第一個由白區進入紅色政權成為第一個由白區進入紅色政權
中心──延安中心──延安，，向全國報道紅色向全國報道紅色
區域情況的中國記者區域情況的中國記者。。
22月月1414日回到上海後日回到上海後，，范長江范長江
把陝北採訪和見聞把陝北採訪和見聞，，寫成寫成《《動盪動盪
中之西北大局中之西北大局》》一文一文，，不僅報道不僅報道
了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了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的主張的主張，，而且宣傳了中共的抗日而且宣傳了中共的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19371937年年22月月1515日日，《，《動盪中之動盪中之

西北大局西北大局》》一文在一文在《《大公報大公報》》發發

表表，，像一枚重型炸彈震動了上海像一枚重型炸彈震動了上海，，
並衝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並衝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迅速迅速
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蔣介石閱畢蔣介石閱畢
勃然大怒勃然大怒。。
報紙運到延安報紙運到延安，，毛澤東看了這毛澤東看了這

篇文章後非常高興篇文章後非常高興，，親筆致函范親筆致函范
長江長江：：

一篇社評助「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毛
澤
東
親
筆
信

■■上世紀上世紀3030年代范長年代范長
江江（（左一左一））西北行期間西北行期間
與當地群眾合影與當地群眾合影。。

《《中國的西北角
中國的西北角》》

■范長江所寫的《岷山南北剿匪軍
事之現勢》一文，為中央紅軍領袖
在甘肅的哈達鋪會議，提供了決定
去向的決策依據。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飛返南京蔣介石飛返南京。。

■毛澤東與范長江交談。

■此為1937年3月29日毛澤東
寫給范長江的親筆信。

■「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季鸞發
表社論，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解決
時局，避免分崩」的善後之策。

■■19361936年年1212月月1818日日，《，《大公報大公報》》發表張季鸞所寫的發表張季鸞所寫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
呼籲呼籲「「精誠團結精誠團結，，一致地擁護中國一致地擁護中國」。」。南京政府將當天的南京政府將當天的《《大公報大公報》》加印數十萬加印數十萬
份份，，用專機空投到西安市區用專機空投到西安市區。。

張學良張學良 楊虎城楊虎城

長江先生：
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

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
了，深致謝意！

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
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時祈
為發佈。 弟：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