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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41年9月6日 ,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

鸾在重庆病逝 , 年仅53岁。蒋介石在唁电

中称 : “季鸾先生 , 一代论宗 , 精诚爱国 , 忘

劬积瘁 , 致耗其躯 。 ”毛 泽 东 、陈 绍 禹 ( 王

明 ) 、秦邦 宪 ( 博 古 ) 、吴 玉 章 、林 伯 渠 的 联

名唁电称 : “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 , 功在

国家。惊闻逝世 , 悼念同深⋯⋯”周恩来、

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 : “季鸾先生 ,

文坛巨擘 , 报 界 宗 师 。 谋 国 之 忠 , 立 言 之

达 , 尤为士林所矜式⋯⋯”

一位报人的去世 , 惊动国共两党最高

首脑 , 实为罕见。

张季鸾生于1888年3月 , 陕西榆林人 ,

13岁丧父 , 17岁即因学业优秀被选中官费

留学日本 , 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经济

学 , 1911年回国 , 出任上海《民立报》编辑。

l926年 , 张 季 鸾 与 吴 鼎 昌 、胡 政 之 三 人 出

资 将 停 刊 的 《大 公 报 》接 收 下 来 , 重 新 复

刊。张季鸾任总编辑 , 提出著名的“四不”

办报方 针 : 第 一 不 党 ( 纯 以 公 民 之 地 位 发

表意见) ; 第二不卖( 不以言论作交易 ) ; 第

三不私( 除忠于报纸之外决无私图 ) ; 第四

不盲( 决不自陷于盲从) 。张季鸾和报社全

体同仁严格遵守 “四 不 ”原 则 , 很 快 使 《大

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 “西

安事变 ”的 和 平 解 决 、中 国 全 面 抗 战 局 面

的形成 , 《大公报》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 张

季鸾因此也引起蒋介石、毛泽东的关注和

高度评价。

张季鸾多次上庐山 , 其中1937年6月

至7月之间 , 他三上庐山“面谏”蒋介石 , 一

时传为佳话。

1937年6月上旬 , 张季鸾匆匆上了庐

山 , 下榻西谷河南路的一栋英式别墅。这

栋别墅建于1934年 , 面积约250平方米。别

墅为石砌二层 , 一层的两旁凸出两个六边

形圆堡 , 堡 顶 为 二 楼 阳 台 , 由 敞 式 外 廊 连

接 , 屋 顶 前 部 为 三 角 形 , 与 圆 堡 阳 台 构 成

精美的图案 , 极引人注目。

张 季 鸾 此 次 上 山 是 专 为 营 救 “七 君

子”而“面谏”蒋介石的。l936年11月 , 国民

党将要求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抗

日 战 线 的 沈 钧 儒 、邹 韬 奋 、李 公 朴 、沙 千

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7人逮捕 , 举国大

哗 , 各地纷纷展开营救“七君子”活动。《大

报 海 钩 沉

客的国家居民 , 对中国游客日益排斥 , 媒

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 , 应该有监督社会、

规范受众行为的功能 , 把丑陋的现象公之

于众 , 起 到 鞭 策 的 作 用 , 使 不 良 行 为 得 到

收敛。10月17日刊登的《逃票攻略》一组文

章 , 通过对现在风行的逃票现象的剖析 ,

揭示了逃票的风险和危害 , 从讲道理的角

度循循善诱 , 使旅游者形成健康文明的旅

游意识 , 使旅游更理性、更文明。

同时该栏目还监督规范旅游市场。由

于河南旅游资源丰富 , 而旅游体制尚不完

善 , 旅游市场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媒

体的及时监督规范起主要作用。大众媒介

通 过 将 偏 离 社 会 规 范 和 公 共 道 德 的 行 为

公之于世 , 从而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作

用。如11月14日《诚信游咋恁难》揭露旅游

强制购物现象 , 分析原因 , 指出症结 , 提出

预防措施 , 从 而 让 人 们 警 惕 , 也 让 强 制 购

物行为有所收敛。

广告信息积极参与旅游资源整合

在对该栏目的样本调查中 , 河南景点

共涉及22个 , 这22个 景 点 通 过 推 介 , 使 公

众认知 , 成 为 人 们 出 游 的 首 选 , 取 得 了 良

好的传播效果。以岖查岈山为例 , 在调查范

围内 , 相 关 报 道11次 , 把 景 点 从 各 方 面 反

复介绍 , 并 配 有 路 线 、咨 询 电 话 等 服 务 提

示 , 给 读 者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提 高 了 景

点知名度。并且该景点在9月26日做广告

《金秋情定岖查岈山》: “山峥嵘 , 水妩媚 , 云

袅娜 , 秋染岖查岈 , 宛若山水精灵⋯⋯”极力

打造岖查岈山是恋人约会的好去处。由广告

协助推 广 形 象 , 扩 大 知 名 度 , 使 景 点 得 以

成名 ; 反 过 来 , 这 些 扩 大 知 名 度 后 的 景 点

又成为媒体的广告源 , 使广告信息、媒体、

旅游企 业 互 动 共 赢 , 形 成 良 性 循 环 , 整 合

了旅游的社会资源 , 培育了旅游市场。

与读者互动 , 共建旅游文化

“七嘴八舌”一版专门由读者言论来

完成 , 就某个话题 , 读者畅所欲言 , 发表自

己的旅游感受。比如在我国导游薪金规定

出台之际 , 推出《旅游购物遭遇终结者? 》

一 版 , 组 织 大 家 畅 谈 旅 游 被 强 制 购 物 经

历 , 游客有埋怨 , 导游也有辛酸 , 通过这样

的互动平台 , 使大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抒发了旅游感想 , 对旅游有更深的体会 ,

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 也提高了

对媒体的忠实度。但是在调查中 , 关于读

者 互 动 的 力 度 不 大 , 只 有 两 版 “七 嘴 八

舌”, 并且固定话题也使读者不易发挥。如

果能给读者提供更广阔的互动空间 , 自由

抒发旅游感想 , 表达旅途中的喜悦之情或

倒霉遭遇 , 这样效果会更好。因为读者选

择的景点不同 , 见识不同 , 感受不同 , 自然

话题也就更多。建议不妨多一些自由的互

动空间。

(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 张红玲

张季鸾庐山三谏蒋介石
□贺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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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上刊登大量 声 援 “七 君 子 ”的 文 章 ,

“七君子”针对江苏省高等法院的 “起诉

书”而写 的 “答 辩 状 ”, 别 的 报 纸 都 不 敢 刊

登 , 《大公报》毅 然 全 文 登 载 , 引 起 社 会 极

大反响 , 但 是 国 民 党 仍 然 一 意 孤 行 , 拒 不

释放“七君子”, 因此 , 张季鸾专程上庐山 ,

当面向蒋 介 石 陈 述 关 押 “七 君 子 ”所 带 来

的 严 重 后 果 , 请 求 蒋 介 石 尽 快 下 令 释 放

“七君子”。

张季鸾很清楚他这样做会有一定

风险 , 但他毫无惧色。1913年 , 他在北

京创办《民立报》, 就因披露袁世凯“善

后大借款”的内幕 , 震 动 全 国 , 也 激 怒

了袁世凯 , 被 投 入 监 狱 , 险 遭 暗 害 。

1918年 , 他在 担 任 《中 华 新 报 》总 编 辑

期间 , 因披露当时的政府以胶济铁路

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 , 激怒

了执政官段祺瑞 , 再次被捕。虽然多次

遭受厄运 , 但张季鸾却从不违背一个

报人的良心和公正 , 不 贪 财 , 不 怕 死 ,

说真话 , 被于右任誉 为 “恬 淡 文 人 , 穷

光记者 , 呕 出 肝 胆 ”。 所 以 , 他 敢 于 为

“七君子” 的 事 直 接 上 庐 山 找 蒋 介 石

“理论”。

蒋介石在官邸“美庐”会见了张季

鸾。张季鸾直言不讳地劝谏蒋介石释

放“七君子”。张季鸾从当前的民心、民

意、民族潮流等多方面细加分析扣押

“七君子”对当局会造成怎样极为不利

的影响。蒋介石听后 , 推托说这是当地政

府的事 , “七君子 ”究 竟 有 没 有 罪 、该 不 该

释放 , 应 由 司 法 部 门 来 解 决 , 他 个 人 也 不

好过于干涉 , 以免影响司法的公正。张季

鸾明知蒋 介 石 的 推 托 、冷 淡 , 仍 然 据 理 力

争 , 说到激动处 , 声调都大为提高 , 弄得秘

书和警卫都不时进来观察一下。蒋介石面

对张季鸾 , 也无可奈何。

1937年6月下旬 , 张季鸾二上庐山面

见 蒋 介 石 , 这 次 他 是 专 为 张 学 良 求 情 。

l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 张季鸾

亲自撰写八篇社论 , 在《大公报》显要位置

发表 , 规劝张学良、杨虎诚释放蒋介石 , 规

劝东北军 、西 北 军 将 士 要 顾 全 大 局 , 不 要

激化矛盾 , 以 免 大 乱 中 华 , 给 侵 华 日 军 以

便利 , 因此 , 蒋 介 石 对 《大 公 报 》是 心 存 感

激的。但是 , 张季鸾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

极为不 满 , 在 很 多 场 合 发 表 言 论 , 要 求 释

放张学良 , 还张学良人身自由。半年多过

去了 , 张 学 良 还 在 囚 禁 之 中 , 张 季 鸾 心 中

极为不 平 和 不 安 , 左 思 右 想 , 干 脆 上 庐 山

直接向蒋介石求情。

蒋 介 石 在 “美 庐 ” 别 墅 会 见 了 张 季

鸾 , 当 蒋 得 知 张 季 鸾 是 特 地 来 为 张 学 良

说情时 , 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张季鸾佯装

未曾察 觉 , 继 续 陈 述 在 国 难 当 头 、各 党 各

派 强 烈 要 求 团 结 抗 战 的 情 形 下 , 扣 押 张

学 良 会 给 政 府 和 领 袖 产 生 极 为 不 利 的 影

响。蒋 介 石 听 了 , 丝 毫 不 为 所 动 , 只 是 敷

衍地说 , 这 是 党 国 大 事 , 并 非 一 个 人 所 能

决定。不管张季鸾怎样据理力争 , 蒋介石

就是毫不松口。当张季鸾走出“美庐”时 ,

心 情 十 分 沉 重 , 他 终 于 感 到 事 情 并 不 像

他 想 的 那 么 简 单 , 他 深 为 张 学 良 的 命 运

和前途担忧。

时隔半个多月 , 张季鸾于7月中旬再

上庐山。这次上庐山的目的 , 是当面请求

蒋 介 石 速 下 抗 战 的 决 心 , 否 则 无 法 应 对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军民群情激奋的局

面 , 若 再 拖 延 , 势 必 会 发 生 新 的 动 乱 和 兵

变 , 局面一旦失控 , 很可能国将不国 , 领袖

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次 , 蒋介石没有

让 张 季 鸾 失 望 , 痛 快 地 给 了 他 明 确 的 答

复 , 中国政府对侵华日军的态度只有一个

字: “打! ”张季鸾兴奋至极 , 向在庐山遇见

的 每 一 个 熟 人 说 道 : 委 员 长 抗 战 决 心 已

定 , 一个字———打! 这个“打”字 , 像巨风一

样 , 很快席卷整个牯岭。

张季鸾和《大公报》的影响不仅使

国民党高层不敢小视 , 就是中共高层

也对其极为关注。

1935年7月间 , 《大公报》客观报道

了陕北苏区根据地的情况 , 长征途中

的毛泽东、张闻天、周 恩 来 、博 古 等 就

是据此决定将 陕 北 作 为 长 征 的 终 点 。

1944年夏 , 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 , 毛

泽东举行宴会招待记者团。他请《大公

报》特派记者孔昭恺坐在首席 , 年纪很

轻的孔昭恺一再谦让不敢上座。毛泽

东对 他 说 : 30年 代 初 期 国 民 党 严 令 各

报刊称共产党为“匪”, 只 有 《大 公 报 》

没有照办 , 拿我们共产党当“人”。在毛

泽东的一再坚持下 , 孔昭恺才在首席

上落座。

张 季 鸾 1941 年 病 逝 重 庆 , 蒋 介

石、周恩来等 国 共 要 人 都 亲 往 灵 堂 吊

奠 , 各 党 各 派 对 张 季 鸾 的 评 价 都 很

高 。 蒋 介 石 送 的 挽 联 是 : “天 下 慕 正

声 , 千秋不朽 ; 崇朝嗟永诀 , 四海同悲”; 周

恩来、邓颖超送的挽联是 : “忠于所事 , 不

屈不挠 , 三 十 年 笔 墨 生 涯 , 树 立 起 报 人 模

范 ; 病 已 及 身 , 忽 轻 忽 重 , 四 五 月 杖 鞋 矢

次 , 消磨了国士精神”。张季鸾魂归故土 ,

陕西各界隆重举行公祭大会 , 西安全市下

半旗致哀 , 蒋介石亲临公祭大会祭奠。张

季鸾作 为 一 个 报 人 , 身 后 如 此 哀 荣 , 实 为

少见。张季鸾本人极有自知之明 , 临终遗

嘱写明 他 的 墓 碑 上 只 写 : “中 华 民 国 故 报

人榆林张季鸾先生。”他的家人完全遵照

他的遗 嘱 , 只 在 墓 碑 上 刻 这 一 行 字 , 没 有

任何赞美之词。

( 作者单位: 江西省庐山管理局)

编校: 张红玲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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