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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5日，重慶大公報頭條大字標題的光芒：「奠立世界
和平基礎，舊金山會議今開幕」。旁邊配
發的社評《祝舊金山會議》，開篇即充滿
激情地呼喊：「舉世矚望的舊金山會議，
今天開幕了，萬國衣冠之盛，世界和平之
望，繫此一會。我們赤誠祝禱此會之圓滿
成功，並願歷史將永誌1945年4月25日為
人類解放的一天！」

胡政之留名聯國憲章
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在

美國舊金山退伍軍人紀念大廈大禮堂舉
行。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顧維鈞及王寵
惠、魏道明、吳貽芳、李璜、張君勱、董
必武、胡霖（胡政之）依次簽名。舊金山
會議中國代表團由十人組成，時任大公報
總經理胡政之是其中唯一的報人。

簽字之前，胡政之提議用具有中國傳統文
化特色的筆、硯、墨來簽字，得到中國代表
團一致贊成。大公報並曾介紹：「國際外交
與世界性公文，以中文簽字，在歷史上尚屬
首次，實因此次舊金山會議中，中文業經公
認為國際會議五大正式語言之一」。

投降消息轟動山城
1945年 8月15日清晨，標有特大字號

「日本投降矣！」的《大公報》出現在重
慶街頭，讀者爭相購買，山城一片沸騰。
這一天的《大公報》，被確定為國家一級
文物。
1945年 9月 2日，人們懷着激動的心

情，見證一個期待已久的歷史時刻。這一
天，日本正式向盟國簽字投降。美國將軍
麥克阿瑟、中國將軍徐永昌等代表盟軍受
降。大公報記者黎秀石拍攝下了現場的珍

貴畫面。黎秀石站在軍艦的第二層甲板
上，正對着放在主甲板上的簽字桌上，相
距約16米，居高臨下，用照相機把日本投
降和盟國受降的扣人心弦的歷史性鏡頭一
一拍攝下來。
在密蘇里艦上簽訂投降書的時候，現場的

三位中國記者當中有兩人來自大公報，除了
黎秀石，另一位是朱啟平。兩位經歷了九死
一生的英勇記者將這歷史的一幕詳細記錄下
來，分享給不在現場的億萬國人。
朱啟平寫道：「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

10分，我在日本東京灣內美國超級戰艦
『密蘇里』號上，離開日本簽降代表約兩三
丈的地方，目睹他們代表日本簽字，向聯合
國投降。這簽字，洗淨了中華民族七十年來
的奇恥大辱。這一幕，簡單、莊嚴、肅穆，
永誌不忘。」朱啟平給這篇文章起了一個簡
潔而充滿深刻寓意的標題──《落日》。

重慶是大公報人抗戰期間堅守的最後
一站。1938 年 10 月 17 日大公報社評
《本報移渝出版》中曾指出：「我們永
遠與全國抗戰居民的靈魂在一起。我們
盡忠於這個言論界的小崗位，以傳達並
宣揚中國民族神聖自衛的信念與熱誠，
使之更貫注而交流。假若國家需要我們
上戰場，依法徵召，我們便擲筆應徵。
不然便繼續貢獻這一枝筆，聽國家做有
效的使用。」

唯一摘桂中文報
1941年，大公報榮獲國際新聞界最高
獎項──密蘇里獎。在亞洲只有三家媒

體曾獲此殊榮，而大公報是唯一的中文
報紙。
1941年5月15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
聞學院將年度「最佳新聞服務獎」授予
堅持抗戰的大公報。頒獎詞寫道：「在
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
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
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
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者至巨。」這是大
公報代表戰時的中國新聞界，獲得的一
份極其珍貴的榮譽。
得知獲獎的時候，重慶《大公報》正

在防空洞中出版。1941年5月15日獲獎
當天，重慶《大公報》發表了密蘇里大

學新聞學院的頒獎詞。「該
報能在防空洞繼續出版……實具有非
常之精神與決心，且能不顧敵機不斷之
轟炸，保持其中國報紙中最受人敬重最
富啟迪意義及編輯最為精粹之特出地
位……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
無可以頡頏者」。

盧溝橋事變其後，隨着日軍
侵華的步步推進，大公報人六
度遷館，發誓決不在日寇鐵蹄
下辦報一天。
在抗戰期間，許多報紙因受
日軍壓制，而不得不停刊，繼
續在日寇統治下出版的報紙，
則不得不仰人鼻息。而大公報
既堅持出報，又絕不屈從於日
寇鐵蹄，從天津到上海，從漢
口到重慶，從香港到桂林，無
論如何輾轉顛簸，為抗戰的吶
喊從未停止，始終昂然挺立，
絕不低頭。
1945年8月16日大公報社評
《日本投降了》曾回顧了大公
報八年來的艱辛。「以本報同
人來說，七七變起，平津失
陷，我們的津版先斷；八一三
變起，大戰三月，淞滬淪陷，
我們的滬版又停；翌年，武漢
撤退，我們的漢版遷渝；太平
洋戰起，我們的港版淪陷；去
年敵軍長驅入桂，我們的桂版
也絕。八年來顛沛流離，只剩
渝版，堅衛抗戰大局，以迄最
後勝利的到來！八年來所想望
的勝利到來了，為今日的中國
人民真是光榮極了！」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天
津危在旦夕，大公報剛強不
屈，在 7 月 30 日刊登社評
《天津本報發行轉移之聲
明》，誓言：「義不受非法
統治之干涉。萬一津市合法
官廳有中斷之日，則不論其
為外國軍事佔領或出現任何
非法的中國人之機關，本報
將即日自動停刊。」8 月 5
日，大公報天津版停刊。

絕不投降 斷然停刊
1936 年 4 月，鑒於

華北局勢日益危
急，大公報創辦上
海版，把經營重

心南遷。報紙在津、滬兩地
同時發行，行銷全國。1937
年12月14日，上海淪為「孤
島」，大公報拒絕送檢，斷
然停刊，同時發表擲地有聲
的兩篇評論《暫別上海讀
者》、《不投降論》：「我
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
報 ， 一 不 投 降 ， 二 不 受
辱。」「我們是報人，生平
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
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
對同胞少所貢獻，深感慚
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
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
字──不投降！」
1937年 9月 18日，「九一
八」事變六周年之際，大公報
漢口版創刊。大公報在漢口組
織了規模盛大的抗戰獻金活
動，大公劇團組織上演了三幕
國防劇《中國萬歲》，四天演
了七場，將所得款項全部捐給
前方。觀看演出的有田漢、洪
深、陽翰笙、邵力子、沈鈞
儒、鄒韜奮等人。
1938年10月27日，武漢失

守。《大公報》不得不撤往重
慶。在漢口的最後一期版面
上，編輯部寫下了這樣一段文
字：「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
成績，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
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國家，
聽國家為最有效的使用。今後
到了重慶，而心神卻在大別山
邊，在鄱陽湖上。同樣的，在
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粵
東，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
的靈魂在一起。」

抗戰全國爆發後，中國沿海地區
相繼淪陷，由於當時英國與日本並
未交戰，香港一時成了戰爭的避風
港，也成為了海外了解中國抗戰的
窗口。1938年，時任大公報總經理
胡政之輾轉來到香港，在皇后大道
租賃了一棟房屋，籌劃大公報在香
港出版。
1938年8月13日，在上海「八一
三」抗戰一周年之際，《大公報》
香港版首次與粵港人士見面。
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期報紙上，
《大公報》就突出報道了香港市民
紀念「八一三」淞滬抗戰的活動。
在發刊詞中，胡政之寫道：在這

一年的民族神聖自衛戰之中，我們
在津在滬的事業都玉碎以殉國……
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
切。所以我們更參加到港粵同行的
隊伍裡來……雖然備歷艱危，而一
支禿筆，卻始終在手不放。

凡有中國使館 必有直接訂戶
不到兩個月，《大公報》在香港

日銷量增加到五萬份。不但國內發
行範圍擴大，也發行到海外。
《大公報》在香港印刷出版，依

託香港的特殊位置，傳播到廣大敵
後地區。一時間，各地作家姚雪
垠、吳伯簫、嚴文井等紛紛來信、
投稿。大公報香港版還刊載了很多
來自延安的文學作品，如沙汀的報
告文學《記賀龍》、丁玲的《陝北
風光》等。《大公報》文藝副刊刊
登了這些「投筆從戎」的作家寄來
的文章，很快成為宣傳抗戰的重要
陣地。香港成為上海淪陷後，抗戰
文藝宣傳的中心城市之一。
從1978年底開始，巴金在香港

《大公報》開闢《隨想錄》專欄，
這被公認是巴金晚年最為重要的作
品，當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就是
《懷念老舍同志》。1979年 12月
《大公報》的「大公園」副刊刊出
《懷念老舍同志──隨想錄三十
四》。巴金帶着淚水寫道：「老舍
同志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
沒有能挽救他，我的確感到慚愧，

也替我們那一代人感到慚愧。」
總經理胡政之欣慰地寫道：世

界各地，凡有中國使領館、
中華會館和中華學校的地
方，幾乎沒有一處不是本報
港館的直接訂戶。這種情
形，為國內任何地點
辦報所未有。

進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出現了空前有利的形勢。4月28日，

意大利人民舉行起義。4月30日，德

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自殺。5月8

日，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歐洲戰場

結束。在亞洲，太平洋戰場上盟軍步

步逼近日本本土。8月6日，美軍向

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三天後，第

二顆原子彈襲擊長崎。8月9日，蘇

軍出兵中國東北，向日軍關東軍發

起進攻。8月15日，日本全境廣播

了天皇的《停戰詔書》，瘋狂的戰

爭機器終於停止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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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人轉戰香港 拉起文藝戰線

定格受降畫面定格受降畫面
見證見證「「落落日日」」一刻一刻

炮火難掩鋒芒 榮獲密蘇里獎

■■大公報六遷大公報六遷
其址示意圖其址示意圖

■■天津館照片天津館照片

■■《《日本投降矣日本投降矣！》！》
版面版面

■■胡政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胡政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密蘇里獎章密蘇里獎章

■1939年春節，胡政之（二排左四）、張季鸞（二排左
五）與港館同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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