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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傅作義傅冬菊傅冬菊

■■毛澤東出席酒會毛澤東出席酒會。。 ■■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重慶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重慶蔣介石官邸合影蔣介石官邸合影。。 ■■徐盈徐盈、、彭子岡夫婦彭子岡夫婦。。

《大公報》在要聞版刊登了
毛澤東抵渝的消息，並在頭條
位置破例刊登了一幅自製的毛
澤東木刻頭像。當時《大公
報》沒有毛澤東的照片，這幅
木刻像出自編輯陳偉球之手。
從機場到駐地一路追蹤採訪

的《大公報》記者彭子岡寫下
了一篇膾炙人口的通訊《毛澤
東先生到重慶》，以女性特有
的敏感捕捉了毛澤東抵渝時一
些不為人知的細節。與彭子岡
的特寫一起見報的，還有時任
《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的社
論《毛澤東先生來了！》。

1948年秋，那時的北京還稱之為「北平」。那
年，解放戰爭的炮火逼近了這座千年古都。
守城的是國民黨上將傅作義，手握重兵四十萬。解

放軍的攻城大戰一觸即發，「北平」將在戰火中玉石
俱焚。
24歲的傅冬菊，時為《大公報》記者，是傅作義

將軍的女兒。她暫時放下了手中的筆，回到父親身
邊，「北平是人民的北平，古都是人民的古都，我們
不能做歷史的罪人啊」。
在女兒的勸說和斡旋之下，傅將軍最終作出了率軍
起義的決策，北平避免了一場血戰，保住了這座歷史
文化名城完好無損。中共開國元帥聶榮臻對此高度評
價：在保護北平這座千年古都和無數燦爛文明及兩百
萬人民生命財產，傅冬菊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蔣介石三次電邀，指名道姓請共產
黨領袖毛澤東從延安到重慶共商

「和平建國」。此時全中國的民意
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長
達14年的抗日戰爭，山河破碎，生靈
塗炭，屍骨如山，血流成河。和平建
設家園是舉國上下的共同心願。

最早提出國共合作
早在1941年5月23日，《大公報》
在社評中就提出，為解決國共之間的
摩擦，達到「誠意合作」之目的，
「最好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與蔣委
員長徹底討論幾天」，以對國家前途
的基本認識達到一致的諒解。
四年後，當蔣介石出人意料地向毛

澤東發出第一封邀請電時，《大公
報》又成為了最早得知這一驚人消息
的新聞媒體。據王芸生回憶，時任國
民政府文官長的吳鼎昌在向蔣介石提
出並代擬了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的函
電後，為了給他曾任社長的《大公
報》一條特大獨家新聞，於1945年8
月 15 日晨將蔣之電稿交給《大公
報》，準備在當天晚上發表，孰料在

檢查時被扣。
1945年8月28日，下午3點37分，
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張治中等
九人乘坐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專機
抵達重慶。重慶談判期間，《大公
報》每天的要聞版都有關於和談的報
道，且無論標題、內文，始終用的是
「團結商談」字樣，對於和談中國共
兩黨代表的發言、社會各界的反響，
都做了詳盡的報道。對比國民黨中央
社的「低調處理」和冷漠，《大公
報》對和談濃墨重彩的報道，反映了
對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殷切期
望和堅定立場。
10月11日，毛澤東在登上返回延安
的飛機前，向中外記者發表了簡短談
話，指出：「中國問題是可以樂觀
的，困難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
的。」然而，蔣介石卻已下定決心與
中共和毛澤東決裂。此後，中國歷史
進入另外一個拐點。《雙十協定》墨
跡未乾，烽火已燃。
重慶談判之後，國共繼續和談。

1946年1月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
部，簡稱「軍調部」，由中共代

表、國民政府代表、美國政府代表
組成，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對國共
軍事衝突進行調停。軍調期間，
《大公報》從多角度、全方位對國
共兩黨的活動做了大量報道，積極
推動國共停戰。

發社評為停戰歡呼
因為軍調部的設立，北平成為當時

軍事、政治敏感，且備受中外各界矚
目的城市。為了及時報道北方局勢的
發展變化，《大公報》先後派得力記
者徐盈、彭子岡夫婦，張高峰、戈衍
棣等加入北平辦事處。他們盡其所能
地報道國共雙方的主張、態度、行
動，恪守了客觀、公正的原則立場，
通過某些現場細節，真實地記錄了當
時的歷史。
1月10日，周恩來與張群簽署《關

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命令和申
明》，雙方分別向各自的軍隊發出
停戰令。翌日，《大公報》特意刻
製「停戰令下！」四個特大號字作
為消息標題，並發表社評為停戰歡
呼。

濃墨重彩報和談濃墨重彩報和談
真實記錄促停戰真實記錄促停戰

蔣介石一直視共產黨為心腹大患，早在抗日戰爭之前，1927年，國民黨就實行過「清黨」，策動

了「4．12」事件，大肆抓捕和屠殺共產黨人。此後，還五次調集重兵，圍剿共產黨的根據地井岡

山，並窮追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即使是日本侵略者大軍壓境，困難當頭的

情況下，蔣介石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

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尖銳矛盾再次浮上水面。

毛澤東親題詞：「為人民服務」

抗戰的勝利曾給王芸生帶來曇花一現的
希望，他當時的社評《日本投降了》、
《毛澤東先生來了》都顯得那麼樂觀。他
還為馬歇爾來華、停戰令、三人軍事小
組、政協會議的召開喝過彩。在國共兩黨
對決的夾縫中，王芸生一直堅持獨立的民
間立場，他都以理性分析來發表見解。但
當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日漸顯現，乃至病
入膏肓之時，《大公報》對國民黨的批評
也愈發尖銳。
1947，王芸生在《我看學潮》一文呼籲

「趕快停戰，快快和平！」，並對學運作
了大量客觀報道。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為了
防止學運擴散，頒佈《學生自治會規
則》，《大公報》的李純青發表社評，指
責國民黨政府對學生運動的干涉和鎮壓。
蔣介石看了勃然大怒，授意南京《中央日
報》發表社論給《大公報》加了一串罪名
後，指名道姓地對王芸生進行人身攻擊。

不懼圍攻 坦然回應
1948 年 7月 19日，《中央日報》以
《王芸生之第三查》為題發表社論，對王
芸生的「反蔣罪行」，進行徹底「清
算」。這「三查」都是莫須有的，無非是
給《大公報》羅織罪名。《中央日報》如
此叫罵，氣勢洶洶，各右派報紙聞聲而
起，紛紛「圍剿」王芸生。
1948年7月8日，國民黨政府當局勒令
南京《新民報》「永久停刊」。王芸生發
表社評聲援《新民報》，宣稱「言論與發
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但

很快《中央日報》就發表社論大罵王芸生。
1948年夏，正當王芸生遭受圍攻，思想陷於彷徨
苦悶、無所適從之際，10月30日，中共上海地下黨
組織派人通知他，毛澤東主席邀請他到北京參加新政
協。他萬分高興，便離滬繞道台灣到了香港。
面對國民黨《中央日報》的「三查」和各種指責、

謾罵，王芸生坦然回應，毫不畏怯，他曾對家人說
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
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
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
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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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冬菊保北平完璧

獨特女性視角
捕捉談判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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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5年年88月月2828日日，，為爭取抗戰勝利後中國和為爭取抗戰勝利後中國和
平民主建國的光明前途平民主建國的光明前途，，毛澤東飛抵重慶毛澤東飛抵重慶。。

■■雖然未能如願搶發消息雖然未能如願搶發消息，，但但《《大公大公
報報》》還是在還是在19451945年年88月月1616日的社評中日的社評中
用充滿激情的語句論及了蔣之電報用充滿激情的語句論及了蔣之電報。。

■■《《大公報大公報》》頭條破例刊登了頭條破例刊登了由由陳陳
偉球自製的毛澤東木刻頭像偉球自製的毛澤東木刻頭像。。

■■毛澤東為毛澤東為《《大公報大公報》》題寫了題寫了「「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五字五字。。

■■王芸生在重慶王芸生在重慶《《大公報大公報》》編輯部編輯部。。

抵渝後一周左
右，在慶祝《中蘇
友好同盟條約》簽

訂的雞尾酒會上，有人介紹毛澤東與
時任重慶《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相
識，毛澤東緊緊握住王芸生的手並
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希望你
們新聞界的朋友多為和平而宣傳。」
滿腔報國情懷的王芸生連連點頭，並
稱一定盡力。
9月20日，王芸生以《大公報》名

義發出請柬，在李子壩報館設宴招待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毛澤
東、周恩來、王若飛應邀出席。宴會
結束時，毛澤東為《大公報》職工題
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
重慶談判後期，內戰烏雲密佈天空，

局部已聞槍聲。比較敏感的王芸生為毛
澤東的安全擔心，他專門拜訪了章士釗
先生，提出應暗示毛澤東「三十六計走
為上」。兩人不謀而合，最後由章士釗
向毛澤東當面提出。

十三天的談判，最終未能達成人們
期待的成果。10月8日晚，毛澤東在
張治中的歡送宴中致辭，短短的講話
中八次使用「統一」一詞。次日，

《大公報》作了詳細報道：「毛先生
說『和為貴』，只有和，才能求得雙
方的一致。和是最大多數人的願望。
我們要用統一的國家迎接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