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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港英打壓無懼港英打壓
誓為同胞發聲誓為同胞發聲

上世紀六十年
代，中蘇關係進一步
惡化後，中蘇在珍寶

島邊防的武裝摩擦持續不斷。1969年3
月，中國和蘇聯在黑龍江省珍寶島地
區發生嚴重的邊境武裝衝突。
6個月後，蘇聯總理柯西金在首都機

場與周恩來總理就此問題進行會談。10
月20日中蘇兩國正式開始邊界談判，
然而蘇聯一意孤行，頑固堅持錯誤立
場，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談判結束
後，蘇聯單方面宣稱，中蘇談判進展順
利。對待蘇聯政府的「小動作」，周恩
來總理緊急召見費彝民，指示他立即用
《大公報》廣州專電發佈消息，揭露
「蘇聯表面裝出和解的樣子，實際上是
在拖延談判」。消息更進一步指出，
「據記者了解，還看不到談判有取得積
極進展的跡象」，不到四百字的電文，
總理逐字逐句口述，費彝民當場背下
來，沒有留下文字記錄。
第二天（1969年11月6日）《大

公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一條題為
《中蘇邊界談判迄無進展跡象》的專
電，這條不足400字的消息當時在國
際上所引起的震動被外電形容為「超
過 400 噸 TNT 炸藥的威力」，至
此，蘇聯散佈的謠言不攻而破。

動員查濟民贖回愉景灣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愉景灣尚是一片

荒蕪之地，一位商人向新加坡銀行貸
款在此投資，生意失敗後無法償還巨
額貸款，新加坡銀行因此將地皮沒收
準備拍賣，卻被莫斯科納羅尼銀行盯
上了。在中蘇關係緊張的七十年代，
這一舉動無疑引起北京關注，而港英
政府亦不欲見蘇聯勢力在港伸展。當
周恩來在北京電話授意費彝民決不能
讓蘇聯購買這片土地，費彝民想到了
自己的老朋友，當時新界紡織廠董事
長查濟民。費彝民致電正在歐洲度假
的查濟民，發乎愛國之情，成功動員
他贖回愉景灣，及時阻擋了蘇聯勢
力。

三面環海的香港曾飽受淡水奇
缺之苦。開埠初期，雨水是唯一
的本地原水來源，因此每逢大
旱，水荒必至。
早在1960年香港政府已意識到

單靠儲存雨水，並不能滿足急劇增
長的食水需求，遂與廣東省簽訂協
定，每年從深圳水庫輸入2,270萬
立方米原水，但對缺水嚴重的香港
而言，依然是杯水車薪。

1963年，一場60年一遇的大
旱，讓經濟剛走上「起飛道」的
香港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1963
年下半年，香港政府和廣東省達
成共識，興建東深供水系統，從
東江引水經深圳到香港。經國務
院總理周恩來親自批准，中央人
民政府撥出專款3,800萬元，在
11個月內高速建成東深供水工
程，由廣東省承擔興建，把東江

水經過8級提水站，倒流83公
里，注入深圳水庫，再由深圳水
庫輸入香港。
1965年3月1日，系統正式開始
向香港供水，從此香港長期缺水的
窘境得到歷史性改變。在此後的50
年裡，這項歷經四次擴建改造的供
水工程已成為珠三角區域內最為珍
貴的「水源生命線」。迄今，每年
輸水佔香港所耗淡水近八成。

費彝民從事新聞工作近六十年，從天津到上海
再到香港，從最初的前線記者到主持香港《大公
報》的三十六載，他幾乎一生致力於《大公報》
的工作。費彝民同時也是一名愛國報人，對香港
新聞事業的發展與國家的統一團結都做出了無可
比擬的貢獻。
除了報人的身份外，費彝民更是一位社會活動

家，在愛國之路上，他一直積極團結各界人士，
曾幫助陳嘉庚、華羅庚、紅線女、馬連良、張君
秋、俞振飛返回內地。
1955年，費彝民轉給馬師曾一封田漢從內地

寫的信，傳達了文化藝術界新老朋友熱情而懇切
的心意。同年，費彝民邀請紅線女到內地參加國
慶觀禮活動，新中國的氣象帶給馬師曾與紅線女
深刻的印象，正是這次行程中讓紅線女和馬師曾
決定回到內地發展。

當迎接的群眾沿彌敦道退散時，
發生了警民衝突，一名工人爬

上警署樓頂去扯英國旗，警署內放槍
擊中該名工人，旋即，一大群員警從
旺角警署衝出來，向民眾發射催淚
彈。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

強烈抗議港英捕殺民眾
3月4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短
評《抗議英帝國主義捕殺香港的我國

居民》，向港英當局提出強烈抗議，
同時還警告英國和香港當局「中國人
民不容任何人任意欺侮」，如果一意
孤行，不停止迫害中國人民，將會
「碰得頭破血流」。
翌日，《大公報》全文轉載該短

評，並在同一版刊登了「粵穗慰問
團」在廣州發表的一篇聲明和李特爾
頓在英國下議院發表談話的路透社新
聞稿。《大公報》堅定不移地站在國

家和香港同胞的立場，被一貫敵視愛
國報紙的港英當局以「製造民族敵對
情緒」、「煽動群眾、顛覆政府」的
罪名起訴。

大公是中國人民的報紙
這宗轟動一時的案件安排於4月16
日開審，歷時十五天，到場旁聽的記
者、外國通訊員等，每天都把法庭擠
得水洩不通。5月5日，案件於高等法

院內審結並宣判：陪審團以6：1之比
數裁定《大公報》負責人及督印人費
彝民、編輯李宗瀛等被控「刊載煽動
性文字」，罪名成立。費彝民被判罰
款四千元或服苦工徒刑九個月，李宗
瀛則被罰三千元，或服苦刑六個月，
費氏及李氏亦分別須繳付堂費1,500
元及 1,000 元。法官又下令《大公
報》停刊6個月。
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心下，中央
政府向英國提出外交交涉，周總理對
英國駐華代辦嚴正說：「香港《大公
報》是中國人民的報紙，如果中國人
民不能在香港辦報，那末，中國人民
將會重新考慮對香港的政策。」最終
《大公報》獲勝，於5月18日復刊，
僅停刊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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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報人費彝民
積極團結各界

1951年11月21日夜間，九龍東頭村發生一場大火，燒掉木屋3,740戶，災民16,000餘人。

這場大火後，香港英國當局的救災活動進展十分緩慢，引起災民和各界人士的極大不滿。中共華

南分局決定派出「廣東省廣州市各人民團體慰問九龍東頭村受災同胞代表團」於1952年3月1

日到香港慰問、救濟。港英政府得知這一消息後如臨大敵，出動軍警在羅湖、上水至尖沙咀一帶

佈防，阻止慰問團來港。同日，香港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三．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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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大公報》非常重視社
評，有正式的社評委員會。王芸生時
期，社評委員開會交流情況、確定議
題、分配任務。50年代初的《大公
報》十分重視國際問題和中國問題，
國內問題中，凡重要的多由王芸生親
自執筆，李俠文等分擔一部分，國際
問題由李純青、蕭乾、楊歷樵撰寫。
《大公報》社論也不失時機地宣傳新
中國的偉大成就，長中國人的志氣。
1970年4月24日，我國自行設計、
製造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
一號」，由「長征一號」運載火箭一
次發射成功。《大公報》以《我國人
造衛星上天了》為題發表了社評，無
比歡欣地盛讚中國科技發展進入了一
個嶄新的階段。

東江之水越山來 解決香港淡水荒

■《大公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一條題為
《中蘇邊界談判迄無進展跡象》的專電。

■1980年，紅線女赴港演出期間，到香港《大
公報》報社拜訪費彝民。

■■19641964年年44月月2323日日，《，《大公報大公報》》以頭版以頭版
八欄大標題率先報道東江供水這一消息八欄大標題率先報道東江供水這一消息。。

■■ 19641964 年年
1010月月 1616日日
1515 時時，，中中
國第一顆原國第一顆原
子彈成功爆子彈成功爆
炸炸。。

■■九龍東頭村大火後九龍東頭村大火後，，香港英國當香港英國當
局的救災活動進展十分緩慢局的救災活動進展十分緩慢，，引起引起
災民和各界人士的極大不滿災民和各界人士的極大不滿。。

■當日警民發生衝突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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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烈日下頭戴人們在烈日下頭戴
草帽草帽輪候等水輪候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