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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夏，巴金住入上海霞飞
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 "%$ 弄）&"
号三楼。在这里，巴金完成了《春》

《秋》的写
作。据巴金
的《谈〈春〉》
回忆：“'"($

年 )月淞沪
抗日战争
爆发，我又
把小说放
在一边，和
朋友们一
起办 《呐
喊 》《 烽
火》。”
在“八

一三”事变
发生时，巴金为了支持淞沪会战，决
定发起创办一份文艺杂志，联合同
人“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
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
喊助威”。经过巴金和茅盾等自筹资
金和紧张筹备，《呐喊》于 )月 %%日
问世。《呐喊》为周刊，由因战火处于
停顿状态的上海《文学》社、《文季月
刊》社、《中流》社、《译文》社联合主

办，以登载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杂
文、速写、木刻、漫画等为主，竭力呼
吁民众行动起来，一致抵抗日军侵
略。在创刊号上，萧乾发表《不会扳
枪的干什么好》，申明“即使拿笔，也
不再是‘做文章了’”，要用笔当武
器；巴金发表《一点感想》，宣布将
“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这其
实也是整个上海文化界的共同心
声。然而，租界当局屈从于日军的压
力，在《呐喊》第二期刚出版时，便对
它进行查禁。巴金毫不气馁，又着手
筹备以新的刊名恢复出版。

"月 &日，第三期《呐喊》更名
《烽火》，继续在沪印行。《烽火》系三
十二开本，每期十六页。其《创刊献
词》呼吁：“大时代已经到了。民族解
放的神圣战争，要求每一个不愿做
亡国奴的人贡献他的力量。”该刊重
点推出报告文学、通讯和诗歌，也登
载短篇小说、杂文和美术作品，主要
撰稿人有巴金、茅盾、王统照、郑振
铎、刘白羽、靳以、杨朔、胡风、钱君
匋等。它及时反映淞沪会战前线的
情况，广泛报道各地的救亡动态，深
刻揭露汉奸的丑恶行径，犹如为反
抗日军侵略而熊熊燃烧的“烽火”。

巴金在起初担任《烽火》社发行
人（即社长），不久又兼管编辑工作。
那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
刊上，并以《烽火》社名义出版“烽火
文丛”、“烽火小文丛”等丛书，竭力
宣传抗战。为让书刊尽快同读者见
面，他除了常在上海霞飞坊 &"号寓
所挑灯夜战赶写有关文章，还屡次
不顾敌机盘旋，亲自赴印刷所修改
稿件、阅看校样。

''月 $日，《烽火》出版第十二
期后，由于上海沦陷和租界当局阻
挠，被迫停刊；翌年 &月在广州复
刊，改出旬刊，仍由巴金主编，至 '%

月终刊。

! ! ! ! '"($年 )月中旬，上海文化界
救亡协会为了更深入地开展抗日宣
传，决定在沪筹办《救亡日报》，并建
立由巴金、钱杏村、金仲华、茅盾、柯
灵、郭沫若、夏衍等三十人组成的编
委会。经过夏衍等夜以继日地忙碌，

在“八一三”
事变发生不
到两周，《救
亡日报》于 )

月 %* 日 在
沪问世，社
址设于上海
南京路（今
南京东路）
大陆商场六
楼。

《救亡
日报》由夏
衍主编，每
天下午三点

钟出版，四开四版，在形式上虽然是
小型报纸，却与别的小报截然不同，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曾提及：它“既
无广告，又无小市民喜欢的猎奇新
闻”，“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消
息”，“专登特写、评论、战地采访以
及文艺作品”。《救亡日报》版式活
泼、风格独特，注重采用街头小说、
抗日歌曲、大鼓、漫画、木刻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作品反映主题；在编辑
方面勇于突破常规，对新闻报道采
取精编原则，因而发行量迅速由近

千份跃升至数千份。
在夏衍领导下，《救亡日报》始

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以宣传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主要任务：
及时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刊出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照片及战役地
图；发表彭德怀的文章《战略与战
术》《论游击战争》；连载长篇通讯
《今日朱、彭》，详细介绍人民军队的
情况；另外，也推出《郝梦麟军长追
悼特刊》《八百壮士专页》等，广泛地
报道各阶层的救亡活动。他为了使
大家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还以自
己对日本社会的深刻了解，写了《日
本在过阴天》《日本的悲剧》《悲剧中
的悲剧》等随笔，这些文章很快汇编
成册出版，当年有评论称：“它不是
论文，比论文更深刻；不是纪事，比
纪事更生动。”
那时，夏衍不仅负责报纸的组

稿、编辑、印刷、发行、对外联络，还
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采访。一
天，他和田汉去沪郊嘉定前沿阵
地，路上遇敌机轰炸，两人就跳下
车，避到树下或稻田里；有次，他在
夜里赶路，从被炸得只剩一半的桥
面通过，很是惊险。
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

当晚，夏衍愤怒地写下《失去了太阳
的都市———上海》，谴责日军暴行。
第二天，《救亡日报》登出此文，报纸
被人们争购一空。日军闻讯气急败
坏，马上勒令《救亡日报》停刊。夏衍

迅速把《救亡日报》编辑部转移至一
位进步青年家中，在局促的灶披间
坚持战斗。''月 %%日，《救亡日报》
出版“沪版终刊号”，夏衍在社论《告
别上海读者》中宣告：“上海光复之
日，即本报与上海同胞再见之时。”
嗣后，《救亡日报》相继在广州、桂林
出版，仍由夏衍主编，至 '"*' 年 %

月终刊。郭沫若曾回忆：“上海成了
孤岛之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
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
先被迫停刊。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
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
全改变了模样。”

B!!"#!年 $月 #%日

星期日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徐婉青

视觉设计：董春洁星期天夜光杯·上海珍档

! ! ! ! '"#$ 年卢沟桥事变发
生后，在当年被视为全国漫
画创作中心的申城，漫画家
们很快行动起来，成立上海
漫画界救亡协会。随着“八
一三”事变的隆隆炮声，漫
画家们又在沪建起漫画宣
传队。

那时，由于局势动荡上
海的漫画专业期刊全部停
办。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经
过努力，所主办的《救亡漫
画》于 "月 %+日诞生，以《救
亡日报》附刊形式出版，由章
乃器题写刊名，王敦庆撰发
刊词，它既随报附送，又单独
发行。《救亡漫画》发行人为
鲁少飞，王敦庆负责编辑业
务，该刊作者阵容很强，几乎
聚集了所有著名漫画家。
《救亡漫画》系五日刊，

每期可容纳四五十幅作品，
以宣传救亡为主要内容，深

刻揭露日军的罪恶，热情反
映抗日根据地新气象。在创
刊号上，封面作品为蔡若虹
的《全民抗战的巨浪》，画面
上吶喊的民众、手持武器的
中国军人仿佛形成滔天巨
浪，要把挣扎的日军淹没，这
体现了全国空前高涨的抗日
斗志；还推出“报道漫画”《抗
战热情在陕北延安》，生动展
示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
的情景，它既有新闻性，也具
漫画特点，真实及时而又形
象生动。该刊佳作颇多，如叶
浅予的《日本近卫首相剖腹
之期不远矣》《前线作战将士
的恩物""标准光饼制造
所》，张乐平的《不愿做奴隶
的同胞都起来了！》《一颗子
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丁聪
的《日本强盗任意蹂躏战区
里的我同胞》，张仃的《日寇
空袭平民区域的“赐予”》，陆

志庠的《京沪线上所见一列
被暴敌所炸毁的客车》等，都
产生不小的影响。这份漫画
刊物采取幽默笔调和“看图
识字”形式，尽力使不识字的
民众都能读懂，发行量曾达
两万份左右。

张仃曾回忆：“抗日战争
一爆发，大家便投入了抗日
的洪流。当时，上海还出了一
个小报《救亡漫画》，由鲁少
飞留在那里编。我们漫画宣
传队是一个行动组织……我
们这些人向《救亡漫画》供
稿。”尽管鲁少飞、王敦庆废
寝忘食地埋头工作，《救亡
漫画》出版至第十二期终因
经费拮据不得不停刊；漫画
宣传队抵达武汉后，马上克
服战时印制困难又办起《抗
战漫画》，这份半月刊共出
版了十五期。《救亡漫画》
（包括后继者《抗战漫画》）被
誉为文艺界“抗战救亡中最
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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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九一八”事变
后，日军加紧全
面侵华战争的准
备，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
候。许多具有坚
定爱国心的上海
出版人，毅然投
身于救亡运动；
尤其是在申城面
临沦陷之际，他
们在硝烟中迅速
办起一批社会影
响很大的报刊，
积极动员民众奋
起抵御外敌，发
挥了重要的宣传
作用。

! ! ! ! '"($年 $月底，“七君子”获释。
仅隔十余天就发生“八一三”事变，
出狱不久的邹韬奋为了适应救亡运
动的需要，马上在沪筹办《抗战》。

) 月 '" 日，邹韬奋主编的《抗
战》在上海问世，它为三日刊，十六
开本，每期十二页，逢 ( 日、, 日、"
日发行。该刊第一期明确表示：“在
这民族抗战的紧急时期，本刊的任
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
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
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
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
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时期的迫切要
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
果，以供国人的参考。”由于上海租
界当局的压制，从第七期起改名为
《抵抗》，沿用至第二十六期。上海沦
陷后，'' 月 ', 日出版的第二十七
期恢复《抗战》原名，在沪继续出版
三期后，不得不移至武汉印行。
《抗战》以发表政论、述评和战

地通讯为主，呼吁一致抵御外敌，
主要撰稿人有胡愈之、郭沫若、金
仲华、张仲实、
胡绳、茅盾、艾
思奇等。该刊曾
登载《第八路军
总指挥朱德副
总指挥彭德怀
就职通电》，报
道八路军的平
型关大捷；还先
后发表潘汉年
的《全民抗战
中政治动员的
基点》、胡绳的
《抗战时期的
文化界》、叶剑
英的《把敌人
的后方变成前
线》和胡子婴
的《怎样动员
全 中 国 的 妇
女》等重要文
章。冯玉祥在致
邹韬奋的信札
中这样称赞《抗
战》：“内容丰富
切实，而眼光尤
为正确远大，诚
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所以，该刊
每期销量很快达到三十万份。

邹韬奋对于《抗战》的编辑，可
谓呕心沥血，所以它特色鲜明：每期
都有战局分析（常放在首页并附地
图），精辟叙述战场得失，这些文章
连在一起看便是抗战初期的作战简
史，撰稿人金仲华曾表明“我的计划
是要把时事和地图联系起来，增加
一般人对于世界形势的了解”；注重
进行国际形势分析，其中既有披露
日本现状的《日本能作“长期战争”
吗？》《日本经济能作持久战吗？》等，
也有简评各国对日本态度的《国际
间一致反对侵略者》《随着抗战展开
的国际形势》《最近美国态度的分
析》等；坚持普及战时常识，不断向
民众介绍如何防空、防毒、救护，如
《从飞机谈到炸弹———怎样才能避
免炸弹呢？》《毒气是怎样的？》等。另
外，与上述“抢眼球”板块相适应的
是，该刊的新诗起到了“点睛”作用，
陆续发表的冯玉祥、沈钧儒、郭沫
若、钱亦石、何香凝等的诗作均简洁
明快，如冯玉祥的《战利品》《吴淞口
大战》等都被读者传诵；邹韬奋每期
一篇或数篇的时评言简意赅，往往
针对民众最关心和最焦虑的社会问
题下笔。正因如此，该刊具有很高的
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成为当年上
海办得最出色的杂志之一。

'"() 年 $ 月，《抗战》与沈钧
儒、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
改成《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
奋、柳湜主编，参与编辑的有沈钧
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等。后来它
迁往重庆改成周刊，至 '"*'年出至
第一五七期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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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及时出版《抗战》

贰 巴金发起创办《呐喊》

叁 夏衍精心主编《救亡日报》

肆 鲁少飞、王敦庆与《救亡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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