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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0 世纪30 年代, 范长江在担任《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和记者时赴西北进行新闻采访活动, 以其不
畏艰险的精神、独特的观察视角和优秀的采访成果, 开创了中国新闻采访的新视野和旅行通讯的新文
体,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新闻思想和记者人格魅力。对当今新闻从业人员和高校新闻学教育者的思想认
识、业务素质、采访水平的提高, 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积极的指导意义, 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上的一个精
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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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艰难曲折的发展历
史, 我们总会看到一串闪亮的名字,“范长江”即是其
中格外耀眼的一位。1935 年7 月, 他以《大公报》特约
通讯员的名义,“文责自负, 旅费自筹”, 赴西北新闻考
察与采访。此次西北考察采访活动及其发表的作品蜚
声海内外, 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及其重
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西北新闻采访活动的历史意义
(一)、树立了关注边远基层社会民生的新闻视角
1935 年春天, 日寇全面侵华战争尚未爆发, 中国

现代新闻传播事业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以一般传统
的“职业观点”看待新闻工作, 当时不少人认为当新闻
记者比较自由, 既可结交上层名流, 又可方便接触黎
民百姓, 每天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新鲜的人和事, 写
出自己喜欢的采访报道, 不仅容易出名, 物质生活待
遇也不错。因此, 在新闻记者队伍中的一部分人, 产生
一种职业的优越感, 他们缺乏政治素养, 对待新闻工
作, 看重的是名利, 而不是社会责任。他们害怕艰苦,

下去采访时态度冷漠, 谈不上与群众交流; 一些人习
惯靠二手、三手材料写稿, 脱离生活实际; 一些人对社
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绕道走”, 只以完成写稿任
务和“不惹事”为处理问题“原则”。这种做法大大降低
了新闻传播在社会上应该发挥的舆论效应。而范长江
则谨记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 不畏艰难困苦, 深入西
北边陲实际, 关注边远基层社会民生, 对中国西北部
社会民情进行了深入采访报道。

1935 年 7 月, 当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方面军长
征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时, 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

讯员的身份, 开始了他的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旅行。
他从成都出发, 历经川北、甘肃、陕西、青海等省区, 沿
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进行调查和访问。他越过祁连
山, 绕过贺兰山, 西达敦煌, 北至包头, 历时 10 个月,

行程4000 余里, 沿途深入社会, 深入僻地, 不畏艰险,

认真调研, 详细记录, 写成了《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
过》等文陆续发往报社在《大公报》发表, 成为在长征
途中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实况的中国新闻记者。1936

年8 月, 他作为《大公报》的特派记者又去内蒙采访日
寇西侵情况。不久绥远战争爆发, 他又立即去红格尔
图和百灵庙采访。“西安事变”爆发后, 他不顾个人安
危, 由呼和浩特经包头、银川、兰州, 于 1937 年 2 月到
达西安, 采访周恩来后又去延安。在延安与毛泽东作
了彻夜长谈后, 立即日夜兼程赶回上海发表了震动朝
野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范长江关于红军长征、“西
安事变”等西北考察的客观报道, 在当时国民党统治
区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 他将这些通讯汇
集成册, 以《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二书公开出
版, 顿时成为畅销书。特别是首次西北之行通讯集
——《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在短短几个月内连出了 7

版。
范长江西北考察与采访活动的目的, 正如他在

《中国的西北角》开头说道:“⋯⋯记者此次国内长途
旅行, 目的在从各个方面表现现实的中国。现实的中
国整个的在变化的过程中, 而且正沉沦于破落与痛苦
的阶段。自然我所得的印象, 不会是富丽与安静, 即使
有一些安乐的现象, 他的背后实存在着无限的苦痛与
辛酸。”[1 ] (P2)可见他想向读者真实论述当时中国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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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引起各方面对中国现实的正确认识, 切实解决中
国面临的深重问题。这正是范长江作为一个中国新闻
记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真实写照。

(二)、树立了敏锐观察、及时采访、真实客观报道
的典范

范长江是第一个沿着红军长征足迹实地报道红
军长征并进入陕北地区进行采访、写出许多重要文章
的新闻记者。在进行西北新闻采访活动之前, 他曾认
真阅读过从苏区搜集来的大量油印小册子, 从中了解
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论、政策和情况, 为以后报
道红军长征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报道红军长征, 他还
及时深入基层、深入实际采访。哪里最危险, 哪里最为
广大群众所关注, 哪里有最有价值的新闻, 他就不顾
一切地奔向哪里采访, 常常是连自己的性命也不顾。
如他在《过大雪山》一文中曾写到:“二十六日俟日出
始登雪山. . . . . . 迨接近山顶, 忽然呼吸困难, 行三五
步或十余步即觉喘气不通, 必须休息, 同伴皆如此, 众
始惊异. . . . . . 愈近山顶, 呼吸愈难, 大家至此始悟大
雪山之所以可怕者, 特因其地势过高, 空气稀薄, 心脏
衰弱者, 必因空气之不足而危及生命. . . . . . 记者到山
顶后, 因等后面同伴, 停留甚久, 此时正午前十一时左
右, 日光直射, 然而风寒刺骨, 必须运动或在避风处,

始能久持。”[2 ] (P102) 这既描写了记者过大雪山的艰难,

也使人们想到红军长征的艰难, 倘若不是记者亲身经
历过, 难能写得如此真实可信。再如在《动荡中的青
海》一文中, 范长江从军事、政治、民族等各方面分析
了青海当时的局势, 最后得出结论说:“. . . . . . 青海的
内情, 并不如一般世俗所谣传的那样, 有独立的危险。
青海目前只是在盲目中安定. . . . . . ”[2 ] (P180) 如果不是
记者亲自调查研究过, 是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范长江特别重视探求资料来源的真实性、客观
性, 避免捕风捉影、人云亦云。在当时公开出版的书籍
上, 他第一次在文章中称“红军”而不是“共匪”, 并透
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而不是“流寇”, [3 ]对红军的行
动方向、革命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如他介绍红军长
征是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时, 根据1937 年2 月毛泽
东同他的谈话写道:“五次围剿中他们 (指博古、李德
等) 失败在不应当广昌大决战, 不应和陈诚指挥的主
力硬拼。应当暂时放弃苏区, 分红军为四路, 猛出杭
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 施以佯攻, 以诱动江西兵
力, 然后择弱点一战, 胜而后回江西, 再突破弱的方
面, 则苏区可以保全。”[4 ] (P198) 范长江的这段访问纪录
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范长江是第一个披露西安事变真相的新闻记者。
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爆发后, 张学良陪护蒋介石
出西安, 西安少壮派军人闻讯闹事, 国人莫名其妙。于
是, 范长江不顾危险前往了解事实真相。当时, 从西安
回来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会上, 他绝口不提在西安
的经历。下午,《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 报纸在显著
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
北大局》, 该文像一枚炮弹, 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
锁, 轰动了朝野, 人们争相购阅。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
文章, 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 勃然大
怒, 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报社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
一通, 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
件。范长江的系列报道, 有效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和
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伟大政策, 为世人及时揭开了西安事变的真相。

由此可见, 范长江的西北新闻采访活动, 不仅体
现了他敏锐观察、及时采访、深入了解的的良好新闻
实践作风, 而且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真理, 客观报道的
光辉典范。

(三)、开创了旅行通讯文体, 集战地通讯之大成
范长江的传世之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

行》, 被人们称为“西北通讯”, 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
人民生活的困苦, 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 既是优秀
的新闻作品, 又是一篇篇绚丽的散文, 不仅具有游记
散文的特点, 而且具有独特的创新, 开创了中国旅行
通讯的新文体。

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 写法上借用了游记散文
的自由疏放、灵活多样的手法, 结构变化多样。有时以
游程为线谈沿途见闻, 如《从瑞金到陕北》; 有时就某
个问题和事件谋篇布局, 如《红军之分裂》; 有时将旅
途印象串连成篇, 道出记者的亲身见闻和真情实感,

如《陕北之行》。他的旅行通讯还调动各种写作手段,

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 把事件、人物和背
景有机地编织在一起, 文章如行云流水, 浑然天成。甚
至在采访方式上, 也学着游记作家的方法, 把采访、游
览同做人、做学问联系起来。范长江全面汲取了游记
散文的精华, 使其旅行通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
格——热烈豪放, 热烈中也有冷峻, 豪放中含有细巧。

范长江不仅是旅行通讯的开创者, 更是中国战地
通讯的集大成者。西北采访活动是他撰写战地通讯的
开端。他认为, 新闻记者应该能够对战争作深刻而正
确的报道, 能够把战争的实况和战争有关联的政治经
济社会现象, 迅速地、系统地、周全地加以报道。一份
电报, 一篇通讯, 一篇评论, 都时刻影响读者对于战争
的态度, 影响前方军心, 影响后方民气, 战时新闻工作
的效力远比平时更大。因此, 他以更健全的人格、更强
的责任感、更高的报道水平, 对西线战地进行了采访
报道。1936 年, 政局动荡, 战火频繁, 他亲自调查了红
军与胡宗南在长征途中发生的松潘战争, 写了《松潘
战争之前后》, 系统地向读者作了报道。此后, 他又穿
行千里戈壁, 深入内蒙西部, 对日寇觊觎这一地区的
实际情况作了考察, 并发表了通讯《百灵庙战役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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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及其教训》、《忆西蒙》、《百灵庙战后行》等。同年12
月,“西安事变”爆发, 他又不顾个人安危, 直扑事变中
心, 对周恩来进行采访。接着又进入革命圣地延安, 与
毛泽东作了通宵达旦的畅谈。回到上海, 他发表了震
动朝野的系列报道《动荡中之西北大局》, 传播了中共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伟大政策。他的战地通讯报道, 正如他在《西线风
云》的书前所指出:“本书中没有一篇不是在生死线上
换来的作品。”[5 ] (P459) 因而总能给人以深刻的教育, 具
有很强的战斗作用, 得到全社会的公认。

二、西北新闻采访活动的现实启示
范长江从 1933 年涉足新闻界, 在他独特而富有

创新的新闻实践中, 尤其是在 1935 年至 1938 年间的
西北新闻采访活动中, 他以犀利的笔触, 真实、客观地
报道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为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
会, 提供了大量真实的材料, 为人们正确认识新闻传
播的视野与方法, 提供了宝贵意见和有益的启迪。

(一)、新闻传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范长江的西北新闻采访活动实践及产生的社会

影响充分表明, 新闻传播应具有时代性的特点。范长
江认为新闻工作者不要怕谈政治,“报纸不怕谈政治,

只怕谈得不对”, 应把新闻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一个报纸只要抓紧了时代政治要求, 是会受欢迎
的。”[6 ] (P213- 216) 他在西北新闻采访活动中, 就是始终
坚持了关注中国社会命运前途的正确政治方向, 按照
时代要求, 向人们及时报道了为整个民族所关心的抗
战、救亡、民生等重大问题, 因而受到极大的欢迎。这
无疑告诉我们, 新时期新闻传播的内容、环境、方式都
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始终不能变。正如他在《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
从业员之团结运动》一文中所指出的:“新闻事业为社
会各种事业部门中最富于变动性的事业, 它不只是迅
速的多样的反映时代的变化, 而且如果有正确政治认
识作指导, 新闻工作又是加速推进社会的重要力
量。”[8 ]相反, 新闻工作者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盲目地进行新闻传播, 势必会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实
际, 最终被时代社会所淘汰。

(二)、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伟大精神与职业修养
1、必须具有远大理想抱负与人格修养
1935 年, 中华民族正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刻, 范长

江凭着对祖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不畏艰险地踏上了
去西北采访的征程。他曾经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一
个记者, 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
个什么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我自
己当年到西北去采访, 是怀着两个目的: 一是研究红
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 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 抗
日战争爆发后, 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

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呢? 这
两个问题, 也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

题。”[7 ] (P173- 174) 正是由于他抓住了当时群众迫切需要
回答的重大问题, 和群众一起思想、受苦、追求, 其结
果是他自己提高了, 群众也跟着提高了。“可见有抱负
和没有抱负是很不一样的”,“抱负、理想, 不是个人主
义, 这是我们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所要求希望于记
者的”[6 ] (P319)。

2、必须具有过硬的基本功与敏感性
新闻传播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因为新

闻传播广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社会各个
领域, 如何发现新闻事实, 并进行采访、报道, 是需要
有一定的专业基本功的, 而并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
到的事情。范长江倾情中国新闻事业, 早在北大读书
期间就开始为报社写稿, 锻炼基本功。在西北采访中
他始终保持三个采访要领: 一是采访前要把对方了解
清楚, 诸如政治态度、主要经历、社会关系、性格特点
等等; 二是采访要达到什么要求, 须事先有个打算; 三
是要注意谈话方式, 在采访中还要做到“虚心学习, 认
真记录”。因此, 他采访到别人不敢采访或不能采访到
的有价值的重大新闻。在新闻写作上他采取: 一是对
采访的材料要先消化一下, 并加以组织; 二是在写作
方法上, 要注重开头的写作, 力求吸引读者, 使读者一
气看完, 不肯放下, 末尾也要写好, 给读者以深刻的印
象; 三是用事实说服人, 使人感动; 四是对重大事件和
人物的描写, 要以浓厚的感情, 流露若干人生的至理;

五是写作的态度要庄重严肃, 要慎重下笔, 严守是非
曲直的标准。[8 ]也正是因为他对新闻传播具有如此深
刻的认识与理解, 以及过硬的基本功, 才写出了别人
写不出的精彩篇章。

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变化的每件事情并不
是都具有新闻价值。因此, 当事件发生时, 新闻工作者
必须能迅速辨别出什么是新闻, 什么不是新闻; 什么
是重要的新闻, 什么是不甚重要的新闻。1936 年12 月
12 日,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范长江凭着一
个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 预感到这是关乎中国的一件
大事, 中国政局将发生巨大变化。为此, 他毅然前往西
安采访, 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的
真相, 报道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的真相, 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伟大政策, 从而使这些作品产生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由此可见, 新闻记者要想做好新闻
传播工作, 必须具有过硬的从业基本功夫, 不断提高
自身对新闻的敏感性。

3、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与群众路线
范长江在西北采访报道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

新闻态度, 体现了他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可靠性原
则。他确信“当一个新闻记者, 最重要的是诚”, 认为
“真实是人民报纸的最大特色之一”, 只有真实“才能
取得人民的信任, 才能确立自己的威信, 人民才敢于
把报纸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根据”。[1 ]正是基于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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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 范长江十分重视实地采访工作, 注重自己所
写新闻作品的真实性。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
行》、《西线风云》等通讯集中的作品, 之所以成为我国
新闻通讯的名篇, 就在于他以身临其境的现场采访和
真实准确的大量事实, 回答了当时中国人民最为关心
的重大问题。充分表明了坚持真实客观的新闻传播原
则立场, 坚持走群众路线对新闻传播工作的重要意
义。

(三)、现代新闻学教育必须结合社会实际
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经过了 100 余年的发展

历史, 无论是传媒规模甚或是形态方式, 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 这既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教
育、文化等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又对新闻传播工作
提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最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 随
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中国新闻学教育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 1994
年, 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共有 66 个, 到了 2006 年, 全
国已有 460 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
661 个, 在校生达到13 万余人, 每年的毕业生由20 世
纪80 年代的数百人增加到现在的3 万余人, 正源源不
断地输送到新闻传播第一线。但也因此出现, 一方面
新闻专业人才过多, 无法对口就业; 另一方面新闻专
业人才总体素质不高, 部分人难以胜任工作的新问
题。究其原因在于新闻学教育与社会现实需求脱节,

还有新闻教育同社会实践结合不紧或结合环节较少
以及毕业生要求过高, 不愿屈就的问题。由此造成了
学生和年青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的认识理解不深,

缺乏远大理想抱负, 没有得到很好的新闻人格修养锻
炼, 淡化了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范长江当年在进
行西北采访活动时, 还只是《大公报》的一名特约通讯
员,“文责自负, 旅费自筹”,《大公报》只付予他沿途采
写的旅行通讯的稿费。是他的旅行通讯陆续在《大公
报》发表, 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使《大公报》的发行数
量猛增的西北之行结束后, 范长江才被《大公报》社聘
为正式记者。这和当今新闻传播学专业毕业生未曾入
行, 却首先要求较高的待遇条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
如今新闻传播业激烈竞争的现实社会条件下, 范长江
从事新闻工作的入道方式及敬业精神, 应该引起我们
的深刻反省。

范长江西北新闻采访活动实践的工作作风、思想
精神, 召唤我们当今的新闻学教育, 首先应当重视新
闻人才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 大力加强新闻学教育同
新闻传播社会实践环节的紧密结合; 其次, 应注重新
闻传播基本知识与基本规律的教育, 培养具有强烈的
新闻敏感性、坚实的新闻知识基础、爱岗敬业的高素
质专业人才; 再次, 要加大新闻学教育的开放视野, 新
闻传播日益向全球化发展, 中国要冲出亚洲走向世
界, 新闻传播必须首先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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