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面要韬光养晦，
一面要奋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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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1941年适逢他50虚岁，

同时也是从事文学创作第25个年头。在周恩来的创

意策划下，中共南方局准备在重庆为他举办盛大的

庆祝活动。

10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前往郭沫若家中，提议由

文艺界联合举办“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

和五十寿辰”庆典活动。郭沫若听了后委婉辞谢，周恩

来表示：“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

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

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

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1月15日下午2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文

化工作委员会”办公所在地，先行召开纪念茶话会，

当晚又设宴聚餐，提前一天庆祝、纪念郭沫若的生日

和战斗业绩。

11月16日早晨，《新华日报》推出《郭沫若先生

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揭开了当日庆典

的序幕。周恩来为“特刊”题写刊头，并在头版发表

了专文《我要说的话》，全面总结了郭沫若在新文化

运动中的作用、地位及其战斗经历，首次公开将郭沫

若同已故的文坛巨擘鲁迅联系在一起。

下午1时，800多位各界名流集聚在中山一路中

苏文化协会内，隆重举行“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

五周年和五十寿辰纪念茶会”。大会主席冯玉祥致

开幕词，作家老舍报告了活动的筹备经过和纪念计

划，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中央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梁寒操、参政员黄炎培、国民

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苏联大使代表丕赞诺

夫等分别致贺词、贺诗或演讲，一致推崇郭沫若在学

术上取得的成就、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最后，由周恩

来和张申府致贺词。

面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朋友的热情庆祝、

殷切期盼，郭沫若感奋不已，在答谢词中由衷地表达

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

念，弥深惭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

到底，尚祈时赐鞭挞。” ■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1941年 12月25日，香港沦陷。1942年1月，在

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邹韬奋随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东

江抗日游击队驻地。此时，他已遭到国民党密令通

缉。11月，在周恩来的建议安排下进入苏中抗日根据

地。不久因耳疾复发返沪治疗。

患病期间，邹韬奋坚持写作。他在《对国事的呼吁》

中记述自己在抗日根据地看到了“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

上精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

难的情形”“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与世长辞，遗嘱“请中国

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

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9月28日，中共中

央向其家属发出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

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

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11月15日在延

安举行的邹韬奋追悼大会上，毛泽东题词“热爱人民，

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

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邹韬奋流亡后不久，《生活》周刊即遭国民党政府查封。

1934年2月10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杜重远续其

精神，再办《新生》。1935年5月，《新生》因《闲话皇帝》一文

引发日方挑衅和武力威胁。6月，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杜重

远入狱。邹韬奋得知此事后，于1935年8月回国。

1935年11月16日，“作为爱国者的代言人和计划者”的

《大众生活》创刊，发行量一度到20万份，创当时中国刊物发

行纪录。《大众生活》大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国民党的

恐慌。1936年2月，《大众生活》在出版16期后被查禁，罪名

为“鼓吹民众武装抗日”。3月，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

1936年11月23日深夜，邹韬奋、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史

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得以无罪获释后，邹韬

奋积极筹办新刊。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在上海创刊。上

海沦陷后，他辗转武汉、重庆办刊，陆续出版了《全民抗战》战

地版五日刊、《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和《抗战画报》六日刊等

宣传抗战救国的进步刊物。《全民抗战》销量一度突破30万

份，再创当时刊物发行纪录。除了办刊，他还组织生活书店

出版了千余种进步书籍。生活书店最多时拥有56个分店，

国民党亦称“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可

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中共中央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邹韬奋认为这一宣言“光明磊落大公无

私”。抗战时期，邹韬奋曾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要求，周恩来

认为其以党外人士身份在国统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更为

有利。邹韬奋组织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不仅有裨益于社会上

的一般人，更唤起民众巨大的爱国热情，把大批青年引上革

命道路，有裨益于中国革命。

“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2

“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

邹韬奋是著名的出版家、新闻记者，一生创办、

主编过六刊一报，堪称我国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一

面旗帜，被周恩来称为“出版事业模范”。以范长江、

邹韬奋命名的长江韬奋奖已成为我国优秀新闻工作

者的最高奖。 ■ 李舒 据《学习时报》

邹韬奋本名邹恩润，1895年11月5日生于福

建永安。韬奋是他的笔名，意在“一面要韬光养

晦，一面要奋斗”。6岁时，邹韬奋开始接受私塾教

育，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等。

1922年，他进入由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

社，开始了新闻出版生涯。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

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确定为刊物的宗旨。1928年，他在《〈生活〉周刊究

竟是谁的？》中写道：“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

人”，进一步表明了为社会服务、推动社会进步的

办刊思想。《生活》周刊原仅印一千余份，1929年销

数“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

元”。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基础上成立了

“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

《生活》周刊坚持爱国进步立场，这在其评论

中有鲜明的体现。从1927年 9月 25日即第2卷

47期起，《生活》周刊于首页设立“小言论”专栏，由

邹韬奋亲自主笔。这一专栏自创办至1933年7月

他受到暗杀威胁被迫出国流亡，每期从未间断，共

刊发小言论417篇。1931年 9月 26日，“本周要

闻”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并刊发4篇小言论，号召国

民抗日救国。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生活》周刊

发表了《我们最近的趋向》等大量进步言论，阐述

抗日立场，鼓舞军民斗志。周有光称，这本杂志

“唤醒了一代青年”。

《生活》周刊时时立于时代前列，邹韬奋亦自

言论而渐入行动。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亦

在暗杀名单中。在好友力劝之下，邹韬奋出国暂

避，他将此次流亡视为“代表读者诸友的耳朵眼睛”

的考察，足迹遍布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

联和美国等国家。两年的海外漂泊，邹韬奋写作

《萍踪寄语》三集，加之回国后在苏州看守所所作的

《萍踪忆语》，他用四本书记述了所见所思。这段经

历使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做出了“生

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

的判断，提出“生产工具必须社会化，即必须为社会

所公有”，立场、观点转向马克思主义。

邹韬奋办报办刊十分注重依靠群众。1936年，他

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时缺乏办报资金，就将办刊宗

旨、编辑方针、经营办法等公布，向读者招募股款。由于

“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很快就筹集了大量股款。

后来，《生活日报》更名《生活星期刊》迁往上海，他又提

议“建立全国通信网”，吸纳全国读者担任通讯员供稿，

这样就能“记录全国生活状态和解决生活上一切问题”。

对于群众，邹韬奋“常感觉的只是自己的渺小，大

众的伟大”。1937年出狱后，他说：“可以告慰大家的

是没有背叛大众，没有说过辜负大众的话。将来也只

求‘心安理得’，永不背叛大众。”

邹韬奋的爱国报刊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恼

怒。自1939年4月起，生活书店各分店被迫停业，经

理一级有40余人被捕。1941年2月25日，邹韬奋愤

而辞去国民政府参政员职务，秘密离渝赴港。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在港创刊。邹韬奋不

仅忙于编务，还撰写专栏连载《抗战以来》，“以一个平

凡记者的姿态”，记录了在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亲身经

历，以“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1941年5月17日，《大众生活》在港复刊，邹韬奋

任主编。邹韬奋办刊的经验就是抓社论和读者来信这

“一头一尾”。《大众生活》最盛的时候一个月收到1万多

封读者来信，需要4个人同时专门负责拆信与抄信。

郭沫若过生日

“永不背叛大众”3

“吾党的光荣”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