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淪陷後香港版停刊。1948年3月克服重重困難，歷經五次試版後在港復刊，此後立足香港，傳承至今。

所謂大公     「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創刊之初即擔起了一份報紙在國家危難之際的特殊使命與

擔當。百餘年來《大公報》一直是歷史的忠實記錄者，見證了中國一個多世紀以來的風雲變幻，獨有的思

想性、藝術性、史料性和權威性，使其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

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創刊。創刊人英斂之發表

《大公報》序，立辦報宗旨為「開風氣，牗民智，挹彼歐西

學術，啟我同胞聰明」。

1948年胡政之（前右一）與費彝民（前右二）等籌備香

港版復刊，合攝於淺水灣。

1938年大公報香港版創辦，1941年因香港淪陷而停刊，

1948年3月復刊，就此立足香港至今，成為愛國愛港的主流

大報。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大公報即 手籌備漢

口版，張季欒率孔昭愷等由滬去漢，於當年9月18日創立大

公報漢口版。1938年中秋以後，日軍鐵蹄逐漸逼近漢口，武

漢大會戰拉開序幕，大公報不得不把開設剛滿一年的漢口館

關閉，轉移到重慶出版。

着

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通電全國

擁蔣入關兩大新聞，皆為《大公報》獨家發佈。

七七事變後，天津、上海相繼陷落。《大公報》力主抗

戰，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別於

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大公報》頭版頭條標題中

出現了文言虛詞和標點符號，手法反常，卻簡潔醒目，意蘊

無窮，堪稱經典。此版面現被國家列為一級文物。

1945年國共談判期間，《大公報》對毛澤東「和平、民

主、團結、統一、富強是我們今後的方針，我們要用統一的

國家迎接新局面」的和談立場，作了真實客觀的報導，對在

國民黨統治區宣傳共產黨和平統一的立場發揮了很大作用。

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從此結

束百年來的英國殖民管治，回歸祖國懷抱，成立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公報

當日的封面連同封底以別出心裁的設計，報導了這一劃時代

的事件。

中國報史研究最負盛名的專家方漢奇曾這樣評價這份報

紙：「中國新聞界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級品牌報紙」。

1941年5月15日，美國 蘇 大學新聞學院授予大公報

年度最佳新聞事業服務榮譽獎章。大公報是中國新聞史上迄

今唯一獲得此項榮譽的報紙。

密 里

                        年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公報創刊115周年，在這雙喜同慶之際，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特推出了全球首幅同比例黃金版《大公報創刊號》，再現百年風采。為什麼要採用黃金呢？

因為它代表了大公報創刊號的稀少、特殊和珍貴。

《大公報》創刊於1902年，是民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1938年8月創辦香港版，1941年12月香

特  2017

為解決傳統金屬材料的印刷容易導致油墨溶解或難以附

著的問題，黃金版同比例《大公報創刊號》採用世界首創、

國家專利技術        黃金納米工藝（專利ZL200620015116.3）。

黃金納米工藝製作的黃金影像成品色澤亮麗，畫面流金

溢彩，高貴、古典、雅致。瑞士官方鑒定機構表示，該工藝

製品在理論上是目前保存時間最久的成像載體，理論可達千

年以上。

黃金版同比例創刊號的發行，將中文報業史上具有標誌

性歷史意義的一頁，鐫刻於黃金之上，彌足珍貴，極具歷史

價值、藝術價值、文化價值與收藏價值。

考慮到本藏品的特殊性及稀缺性，《光緒二十八年大公

報創刊號》全球限量發銷11500套，銷售採用預約，價值可

期，宜禮宜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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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大公報》創刊115周年

999黃金珍藏版大公報創刊號

全球首發

「 九 · 一 八 」 事 變 後 ， 隨 日 本 侵 略 的 加 緊 ， 《 大 公

報》主張抗日， 發表了著名記者 長江的西北通訊，首次

披露了紅軍長征情況。

着

並 范

九一八

·監製單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出品單位：西藏中藝金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質檢單位：國家金銀製品品質監督檢驗中心

·全球總經銷：大河貞寶、金利福珠寶集團

·全球統一零售價：人民幣   18800元 

                                       港    幣   19800元

(香港收藏熱線   上午10:00—下午6:30) (內地收藏熱線   上午9:00—下午6:00)

020-8737498500852-94840110 孔先生 顏小姐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在紅岩新村會見了總編輯

王芸生等大公報高層。其後，大公報高層在報館宴請毛澤

東、周恩來、王若飛、董必武。宴會後，毛澤東為大公報員

工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

天津創刊，開啟新篇

推動歷史，巨筆如椽

黃金之上，珍藏歷史

名稱：黃金版同比例製作

《光緒二十八年大公報創刊號》

材質：足金999  

工藝：黃金納米

（專利ZL200620015116.3) 

尺寸：長74.5cm*寬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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