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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日报》
走出的文化名家

艺
文
志

YI
WEN
ZHI

策划 戴春光 责任编辑 许维萍

视觉设计 许 科

检校 高 峰 张 勇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根据中央决定，10名中央委员和12名候补中
央委员，率领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挺进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

随着东北解放区的建立，大批党的优秀思想宣传和文化工作者从延安来到东北，新闻宣传阵地和
文学阵地相继建立起来。他们组织东北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和进步知识青年，创办了《东北日报》《东北
画报》等报纸刊物，成立了文艺协会、作家协会等文艺团体，创办了《东北文化》《东北文艺》《东北文学》
等文化文艺刊物，为发动群众投身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1月1日创刊的《东北日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办的第一家报纸，
也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机关报。它在向沦陷14年的东北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人民当家作主教育、介
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揭露美蒋罪行、宣传土地改革、动员组织人民发
展生产支援前线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东北解放战争和新东北建设中发挥了记录历史、舆论引导
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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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 （1921 年—2003 年） 出生于安
徽蚌埠，当代著名新闻记者，曾任新华通讯
社社长。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考入延安鲁迅艺
术文学院。1945 年 10 月，随解放日报社、
新华社先遣队离开延安，前往东北解放
区。1946年2月，调入东北日报社，先后发
表关于抗联的长篇报道《阐述抗日联军斗
争简史及对东北建设意见 周保中将军答
本报记者问》等，以及反映东北解放战争的
作品《一枪未放的胜利——记解放长春的
经过》等新闻作品。

刘白羽 （1916 年—2005 年） 山东潍
坊青州人，当代著名作家。1938年春赴革
命圣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
初，历时三个月辗转东北各地，写下了大型
报告文学作品《环行东北》。1946年11月，再
次来到东北日报社，1946年12月，在《东北日
报》发表第一篇军事通讯《人民与战争》。

华山 （1920 年—1985 年） 出生于广
西南宁，报道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等，是中国战地记者的杰出代
表。1936年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9年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46年
11月，到东北日报社工作，采写了50余篇反
映东北解放区军民生活和辽沈战役的报
道，《踏破辽河千里雪》等名篇广为传颂。

华君武 （1915 年—2010 年） 生于浙
江杭州，著名漫画家、美术活动家。1937
年赴延安。1945 年 6 月，华君武参加鲁艺
文工团，前往东北解放区，到《东北日报》工
作，一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东北
的五年，华君武的漫画，开始被广大老百姓
所熟知。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及时而有力地
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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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0 月 19 日，东北局书记彭真
致电中央：“决定出一党报，定名为解放
日报东北版或东北日报，何名适当，望
告。”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
报纸可定名为《东北日报》。

由何人来主持《东北日报》的工作，
彭真想到了一个人——李荒。李荒是辽
宁营口人，1916年出生，1936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七七事变”后赴晋察冀军区从事
宣传工作。1944 年任《晋察冀日报》编委
和编辑部时事主编。抗战胜利后，冀热辽
军区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李荒被
任命为冀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回到了
家乡辽宁。彭真点将时，他正在随部队行

军的途中，接到命令，他立即来到沈阳就
任《东北日报》总编辑。

1945年11月1日，《东北日报》发行创
刊号。1945年11月，国民党精锐部队进入
东北，东北局机关根据“让开大路，占领两
厢”的指示，主动由沈阳向辽东方面转移。

《东北日报》自此结束了在沈阳短暂的
初创期，进入了四次转移的动荡发展期：11
月 23 日，《东北日报》在沈阳出了第 21 期
后，全社人员携带机器、纸张，分两路向本
溪转移；1946年2月7日起，《东北日报》转
移至吉林海龙（今梅河口市）重新出报；
1946年4月22日，《东北日报》向长春转移，
并于4月28日复刊；1946年5月23日，由于

国民党军队进攻，报社第四次转移到哈尔
滨，5月28日复刊。在此期间，报社机构已
具规模，人员日渐增多，报纸发行量迅速增
加。到1948年末，已近8万份。

1948 年 11 月 辽 沈 战 役 胜 利 ，东 北
全境宣告解放。《东北日报》于 12 月 12
日迁回沈阳出版，直到 1954 年 8 月 31 日
终刊。

《东北日报》从 1945年 11月 1日创刊
至 1954 年 8 月 31 日终刊，短短 9 年时间，
一共出版了 3115期，其间，新闻佳作层出
不穷，李荒、华君武、刘白羽、穆青、殷参等
一批在新闻界、文学艺术界成绩斐然的名
家从这里走出。

彭真亲自点将 李荒行军途中赴任
九年间历经数次战略转移

以穆青为代表的《东北日报》记者
深入采访周保中等抗联将士的报道，让
东北抗联 14 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为
国人所知。

穆青在吉林磐石住了将近半个月，
每 天 都 被 英 雄 故 事 激 励 着 、感 染 着 。
1946 年 2 月 22 日，他的首篇关于抗联的
报道《阐述抗日联军斗争简史及对东北
建设意见 周保中将军答本报记者问》在

《东北日报》全文发表。3 月 17 日，以关
寄晨为笔名的《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
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在《东北日报》和
延安《解放日报》上同时发表，报道开宗
明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
抗日联军，十四年来在东北的抗日斗
争，就其残酷与艰苦的程度，英勇与成
功的结果，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所空
前未有的。这是一部用血泪写成的历
史，也是中华民族在饱受欺凌下，所显
现出的光荣和骄傲。但由于过去战争
环境的限制及日寇的严密封锁，使国人
对联军的英勇斗争多不知晓……为此，
简要的将其十四年来的斗争史略及其艰
苦支持抗日战争的情形加以介绍，也是
非常必要的。”

剿匪也在当时的《东北日报》占据了
重要篇幅。当时土匪的骚扰为我党建立
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造成了极大困难，东北
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下决心动员全体军民
力量剿灭匪患。《东北日报》在 1946 年下
半年到1947年2月间，大量推出控诉土匪
汉奸罪恶、反映我军剿匪的典型报道，达
200篇左右。

1947 年 2 月 19 日，《东北日报》在一
版发表消息《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
首座山雕摧毁匪巢 贼匪全部落网》，全
文如下：

【本报讯】牡丹江分区某团战斗模范
杨子荣等六同志，本月二日奉命赴蛤蟆塘
一带便装侦察匪情，不辞劳苦，以机智巧
妙方法，日夜搜索侦察。当布置周密后，
遂于二月七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
记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座山雕”
张乐山以下二十五名全部活捉，创造以少
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战斗中摧毁
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六支，子弹六百四
十发，粮食千余斤。

这则不足 200字的小消息，成为后来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创作的素材，“座山
雕”因此成为土匪的代名词。实际上，当
时东北土匪的主要势力还不是真正的“座
山雕”张乐山，而是以李华堂、谢文东、张
雨新、孙荣久为首的四股势力，其中谢文
东的势力最大。

1946 年 11 月 25 日，《东北日报》刊登
《胡匪谢文东就擒》消息：“窜扰合江解放
区年余，荼毒人民无恶不作之谢逆文东
匪部，遂告全部肃清，远近人民闻之，莫
不额手相庆。”1946 年 12 月 18 日，《东北
日报》刊登了谭荫溥供稿的《活捉匪首谢
文东记》。

消灭谢文东匪帮，是我军在东北剿匪
斗争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东北日报》
及时报道剿匪过程和经验，对我军剿灭匪
徒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也极大地提振了广
大军民剿匪的士气和信心。

穆青采访周保中 抗联事迹为国人所知
剿匪报道占据重要版面

穆青采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
军十四年斗争史略》刊发在《东北日报》上。

从1946年11月开始的“三下江南，四
保临江”是东北战场上的重要战役，是我军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一个转折点。
战役持续3个多月，《东北日报》发表消息
110多篇，通讯20多篇，言论4篇，并配有地
图等图片说明，充分展示了我东北民主联
军的战略决策，报道了我军英勇作战的光
辉事迹和军民鱼水的深厚感情。

这是《东北日报》自采自写军事新闻
报道的开端，也是《东北日报》真正介入军
事报道的一个起点。从 1947 年 1 月始，

《东北日报》大量增加了反映东北解放战
争的内容，形式活泼新颖，版面多样丰富，
报道立体全面，为读者展现了人民解放战
争波澜壮阔的历程，也为今天提供了研究
东北解放战争的第一手资料。

东北日报社派出多路记者深入战场，

穆青、刘白羽、华山、常工、张沛，这些优秀
的战地记者，写出了众多充满革命英雄主
义的战地通讯。《英雄的十月》《踏破辽河
千里雪》《光明照耀着沈阳》《空中飞来的
哀音》，这些优秀新闻作品成为解放战争
报道的代表作，永垂中国新闻史册。后来
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也在此时来到《东北
日报》工作，并发表了大量反映民众呼声
的漫画作品。

刘白羽在几十年后回忆起在东北日
报社工作时报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这
段日子仍然历历在目：“在东北战局最困
难的那个严冬，我宿在松花江边一家农
户，半夜里听到两个普通农民眼里映着灶
火火光的一席谈话，我感到千千万万东北
人民已经决然站起来支持我们了，我透过
眼前低迷的冬云，看见即将到来的胜利的
曙光，我写了《人民与战争》。”

反映塔山阻击战全过程的长篇通讯
《英雄的十月》的作者华山，善于从整个战
局着眼，具体细致地描述战役的全过程，
塑造了我方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使人既
能看清战争的形势，又写出了战争如虹的
气势。刘白羽在《风雪沉思》一文中写道：

“华山是一个有着一颗燃烧的心的战士。
他有一种勃勃生气，简直是洪流直泻、巨浪
滔天。1947年冬季作战，他顶风冒雪，从松
花江到辽河，穿插敌人后方，亲身体会部队
会师的欢乐，不这样，他是无从写出《踏破
辽河千里雪》那样杰出的文章的；1948年，
参加攻锦州的激战，而后直下辽西，亲眼目
睹东北国民党军队战俘遍野、土崩瓦解的
局面，华山要不是不顾空袭，不怕桥断，强
渡巨流河，抢入沈阳，他也写不出《英雄的
十月》那样锦绣篇章。华山这些不朽之作
是与那不朽的时代共存的。”

他说的是华山，又何尝不是自己，是每
一个《东北日报》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正是
凭着这样的精神和意志，才让《东北日报》
的不朽之作与时代共存。

优秀记者赴前线 华山踏破辽河千里雪
为东北解放战争留下第一手资料

《东北日报》在沈阳创刊时的办公楼。

《东北日报》历经
四次战略转移示意图。

1954年9月1日，《东北日报》更名为《辽
宁日报》，这是《辽宁日报》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