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战争年代办报纸也是要掉脑袋的。”
《大众日报》老报人陈冰生前常对后人说。

“我们从枪林弹雨中来……”这是大众日
报社歌的第一句。战火硝烟中，大众日报是一
面不倒的旗帜。这片大众报人誓死捍卫的舆论
阵地，是用生命铸就的伟大事业。

“‘抗战和进步’应当成为今天

中国新闻记者所共有的立场”

1939年夏天，李竹如随八路军第一纵队来到
沂蒙山区。1940年初，担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
并兼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

“历史上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报纸，也从来
没有无立场的新闻记者，‘抗战和进步’应当
成为今天中国新闻记者所共有的立场，站在这
一立场上，坚固地团结起来，并接受进步政党
的领导，才能胜利地担负起光荣的时代责
任。”李竹如以坚定的党的立场和明确的新闻
理念，明确办报的指导思路。

为了解决报社人手紧张的问题，李竹如经
过山东分局组织部陆续调进一批中等文化水平
以上的知识分子干部。作为管委会主任，他亲
自撰写社论和文章，从1939年11月到1941年5月，
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12篇，计8万多字。

1942年秋末冬初，在反“扫荡”的对崮峪战
斗中，面对八千敌人的疯狂进攻，李竹如表现
得沉着勇敢。中午，在战斗的间隙，他谈笑自
若地鼓动大家：坚持到天黑，一定会胜利突
围。天黑后，我军开始突围，李竹如在翻越山
顶的石墙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

牲，时年37岁。

“为了民族的生存，

要流尽最后一滴血！”

与李竹如共同来山东的，还有他在南京中
央大学的同学与革命战友郁永言。

郁永言是个瘦高个儿，见过他的人都有一
个深刻的印象，一副近视眼镜架在瘦削的鼻梁
上，比一般文化人还瘦弱的身体，面孔饱经风
霜。

郁永言1939年调入《大众日报》，担任国际
时事版主编、《大众电讯》主编、《大众日
报》通讯部部长等职。

1941年11月，郁永言率一支战时新闻小组，
随中共山东分局、115师机关活动。这个小组有
30多人，带有收发报的电台。1941年11月29日后
半夜，他们向南穿过临蒙公路，走了整整一
夜，于30日拂晓来到大青山脚下，误入敌人“清
剿”包围圈，遭遇了山东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搏
杀。

在这场持续两天一夜的“大青山突围”
中，报社同志与敌正面遭遇，随即被冲散，经
营部卢再厉在搏斗中头被砍掉，文印员文白拒
俘被敌当场枪杀，有的同志打光了子弹，把枪
和机器砸了，文件烧了，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
的敌人同归于尽。郁永言同志也在搏斗中牺
牲。

当天夜里，老报人朱民所在的新闻小组从
望海楼顶上下来，路过大青山战场，尸体遍布
山野，血迹已经冻干，惨烈场面让人无法承
受。

突围后，报社同志在大众印书馆编辑部副

部长郭季田遗物中发现，他生前在日记本写下
这样的诗句：“我发誓地向天呼号，为了民族
的生存，要流尽最后一滴血！”

10年中这么多人牺牲，

在世界新闻史上都极为罕见

当年刚满18岁的美术编辑李后，在大青山战
斗中成功突围。作为幸存者，54年后，72岁的他
回到了沂蒙山区，在大青山烈士陵园里，失声
痛哭。

报社牺牲的人员中，还有电台台长叶凤川、
记者方曙、陈虹，编辑亓若君、雷根，还有报务员、
译电员、摇机员、炊事员、交通员等，平均年龄不
到25岁。

大青山英烈是报社牺牲的578位烈士的缩影。
一家报社，从1939年创刊到1949年，10年中有这么
多人付出生命，在世界新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报社经理部部长丁柱同志，在1942年反“扫
荡”中被拉入“网”内，由于已被敌人发现，果断向
敌人开枪射击，英勇牺牲。1945年反“扫荡”中，印
刷厂工人谭子安被敌人俘虏，敌人用刺刀连捅他
九刀，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尤其不能忘记，在惨烈的战争中，还有160多
位沂蒙老乡为了保护报社，牺牲在侵略者的刀锋
枪炮之下，不少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树冠摩天，不忘根深。
至今，大众报人把创刊地沂水县云头峪村，

亲切地称作“老家”。2007年以来，大众报业集团与
省地矿局决定每年为老区打一口井。《大众日报》
首任总编辑匡亚明，91岁在南京逝世，长眠地选在

《大众日报》创刊地。这份生命铸就的宝贵事业，
为一代代报人情之所倾，心之所向，魂之所系。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煌煌76年基业。大众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连
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

革命战争年代，578位报社职工、160多位沂
蒙好乡亲，为这份报纸牺牲了生命，缔造了世界
新闻史上可歌可泣的奇迹。

是什么促使人们前赴后继，甚至不惜献出最
宝贵的生命？

“大众办，大众看！”

1938年12月底，沂水县王庄东南角一间低矮
的民房里，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最后一
次确认了即将印刷的版样。

创刊之初的大众日报，社长是刘导生，总编
辑是匡亚明。报纸自1938年10月开始筹备，一无
设备，二无人员，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亲自
动员，沂水当地的进步报纸《青年报》全体加
入，并带来重要办报物资：一部收音机、一部油
印机、两部电话和纸张。山东分局大力支持，从
岸堤干校抽调了十几名青年干部，加之《青年
报》的10个人，大众日报队伍初具规模。

“立足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匡亚明
提议，报名就定为“大众日报”。

在距王庄8里路的云头峪村，22岁的新娘子
刘茂菊没见过报纸是怎么印的。但听说印报纸是
为了宣传打鬼子，她和丈夫毅然把住了不足一百
天的新房让给即将创刊的《大众日报》作“印刷
厂”。

一部破旧的四开机，一部脚蹬机，两部残缺
不全的铅字，搬进这个院子。老工人十余人，练
习生十余人，在这里忙碌。

1939年1月1日，第一份《大众日报》带着热
血温度，诞生在小山村的寒冬腊月。

“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因素
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更成为他们所热情
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关。”一版正中的发刊词
中这样写道。

看报纸，和吃馒头一样！

创刊初期，《大众日报》为三日刊，铅印四
开四版，期发一千多份。1942年改为二日刊，订
户扩大至五六千户。

“报纸是争相传阅的，每一次看报对同志们
都是莫大的鼓励。”抗大一分校的一位同志多年
后这样在回忆录里写道。

还有人说：看报纸，和吃馒头一样！当时人
们吃的是糁子煎饼、红薯干，吃馒头是能想到的
最大的奢侈。这枚思想的炮弹，成为对敌斗争的
杀伤性武器。

报纸背后是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队
伍，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他们冒着生命危
险，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办报。

1939年夏天，日寇开始第一次“扫荡”。6
月10日，报社撤出驻地，转战20天时间，作战3
次，打死打伤敌人几十人，报社营业室赵钧牺
牲，成为报史上第一位烈士。

残酷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1941年11月3日至12月2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

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为了应对形势，报社
分成三个战时新闻小组。第一小组22人，主要任
务是对外发稿，每晚6至12点要发出3000至5000
字，使党中央和全国各地及时了解山东对敌斗争
情况。第二战时新闻小组28人，以报社通讯部
(对外称新华社山东分社)为主，随山东分局活
动，负责出版油印《大众电讯》，向党中央报告
反“扫荡”情况。第三新闻小组10余人，与印刷
一厂一起武装起来，随山东纵队打游击，同时坚
持出油印版报纸。

在为时近两个月的扫荡中，报社18位同志牺
牲，损失巨大。然而报纸没有停。铅印报纸不能
出了，就出石印报纸；石印报纸不能出，就出油
印报纸；油印报纸出不了，大众电讯通过电台也
要发！截至1942年1月24日，战时油印版共出版15
期，每期二至四个版。战斗激烈时，编辑部的同
志爬到东蒙山望海楼子山、花白顶山上支上石块
作书桌，当工作台，在山上收发电讯编报纸。直
到今天，山顶上仍保留着当年报社垒的石头工作
台。

印报出书、办通讯社、组发行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当
天，《大众日报》发展为日刊，对开报四版，每
期35000份，影响越来越大。

从抗日救亡，到解放战争，在极其艰苦的战
争条件下，以报人为主的队伍不仅办好了报纸，
而且推进了书店、通讯社和交通发行网的建设，
为山东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1940年11月，报社成立大众印书馆，成为报
社最重要的经营机构。1943年6月，山东新华书
店作为报社内部单位筹备成立，开始供应山东境
内国民教材。

1939年，大众通讯社宣布成立，1940年改称
通讯部。此后，大众通讯社撤消，成立了新华社
山东分社。1946年，新华社华中分社与山东分社
合并为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直到1948年济南解放
以后，才正式宣布新华社山东总分社与大众日报
社分设。

抗战胜利后，报纸发行量达七八万份，不但
在山东发行，还在苏北、苏中等地发行，对于巩
固解放区，壮大人民力量，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路火与血的洗礼，报社核心部门驻地几经
变迁。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在即，报社迁至
济南市。

报社先辈为之奋斗不止、热切盼望的和平年
代终于要到来了！

冒着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战火中，一张报纸的担当

1945年8月10日，报社先是收到新华社消息：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接着收到新华社延安急电：
日本政府接受无条件投降。24时，又收到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命令的电稿。编辑部当即决定出号
外。编辑连夜精心编辑，工人们马上排版赶印。8月11日上午，套红的号外出版。

日本无条件投降，大众日报发号外

战争年代，大众日报578位职工牺牲

“我们从枪林弹雨中来”

▲大众日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匡亚明(左)与记者在一起

▲战争年代，大众日报既是办
报队，也是战斗队工作队

▲大众通讯社 ▲1944年大众日报在莒南县王
家野疃的排版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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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拿笔

一手拿枪

坚持出报从未停刊
《大众日报》登上艺术舞台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潺潺沂河绕蒙山，相思泪水遮笑颜。一腔热
血寄大众，抗日星火熊熊燃……”6月，以一份浸染
英雄鲜血的《大众日报》的撰稿、印制和成功发行
为主线的新编五音戏《大众星火》，在淄博市首
演，艺术化地呈现了《大众日报》在抗日战争中起
到的巨大“文化引领”作用。

据编剧常勇、高森继介绍，剧中主人公高庆
珂、庞玉凤是以淄博市淄川区杨寨镇真实人物为
原型，经过艺术加工创作而成。其中，高庆珂曾先
后任大众日报社政治教导员、党总支书记、经理
部部长。1942年秋，日军集中五万余兵力对沂蒙山
区进行拉网“扫荡”，他率领报社经理部和印刷厂
就地坚持斗争，不幸陷入敌人包围圈，牺牲时年
仅25岁。

去年底，在沂蒙精神展馆中，“《大众日报》吹
号角”栏目深深地感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
究徐培成。

《大众日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诞生，
大众报人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坚持出报从未停
刊，先后有500多名大众报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就是民族歌舞剧《沂蒙儿女》创作的初衷。徐培
成说：“看到这个栏目之后，我猛然眼前一亮，豁
然开朗，有创作题材了，就写《大众日报》在抗战
中的重大作用。因为文化是人的灵魂、信仰是力
量的源泉，用大众日报象征文化精神的传播，象
征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发动力量；用人民群众喜
爱和保卫大众日报象征人民对革命精神的响应，
对抗战的无私奉献。”

那些年

那些报人

那些如歌往事
激情燃烧的岁月中

大众日报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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