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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辣手著文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曲经纬曲经纬

在西城区古朴幽静的魏染胡同中部，有一座坐东朝西的灰砖二层小
楼，这里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前哨——京报馆旧址，也是“一支笔抵过
十万军”的著名新闻工作者邵飘萍的故居。历经近百年沧桑，报馆楼门上
方邵飘萍亲笔所题的“京报馆”三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它们见证了那
个动荡年代“铁肩辣手”的时代良心。

今年 6月 1日，京报馆旧址修缮提升后首次对公众开放，正在举行的
主题展览讲述着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历史和北京地区报业发展源流脉络。
据策展方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京报馆展陈大纲主创人员依旺介绍，此次京报
馆共展出实物212件，历史图片216幅。其中，涉及《京报》和邵飘萍的图片
有130幅，首次展出展品有50多件，包括报纸版面、血衣等实物，信件和聘书
等文件档案，报道手稿及书法作品等四大类。

“我们从3000多件邵飘萍遗留物品中精挑细选，并按照老照片复原了
二层小楼格局和邵飘萍起居室、书房，连书箱上的字迹也细细推敲，多方
询证。”依旺说。就这样，耗时一年多，一人一报一馆的纪念模式将邵飘萍
与黑暗年代抗争的故事置入红色背景，沿着长达265米的展线游览447平
方米的展厅，走进百年报业和传奇报人的一生。

京 报 馆
旧 址

一份《京报》成为爱国运动思想阵地

京报馆中，展出了《京报》报样 80余件，虽然为旧报纸翻印的照片，但
泛黄的色彩指引参观者触摸历史，从一篇篇报道中感受那个乱世年代的记
者担当。

《京报》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
1919年，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到中国后，全国人民怒

不可遏，纷纷举行集会表示强烈反对。《京报》于1919年5月2日撰文疾呼：
“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
惊醒的么？”

1919年5月3日晚，邵飘萍以《京报》社长身份在北大法科礼堂发表了
慷慨激昂的演说：“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
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
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在场学生悲愤交加，纷纷上台发言，声泪俱下。北
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悬于会场前台，
表示反帝爱国决心，大家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次日，3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
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京报》对于这场伟大运
动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京报馆展陈项目负责人郭坦指着展厅里的报样
对记者说，1919年 5月 6日，二版《坚持到底》《速释学生》的文章标题至今
醒目。“从5月4日起直到5月末，《京报》就没停止过报道，一直呼吁国民奋
起，与英日帝国主义决斗。”

邵飘萍不仅以《京报》为阵地支持学生运动，还派出记者报道工人运动。
1923年 2月 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

佩孚的武装阻挠，为表抗议总工会发动了总罢工。罢工期间，《京报》密切
关注着工人斗争的发展，与中共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派出摄影、文字记者
多方采访。

橱窗中的报纸展现了当年的史实：2月 5日，《京报》以《京汉路工人昨
午起大罢工》的大字标题发布消息；2月7日，《京报》刊发各界人士支持工
人斗争的宣言及通电。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报》以醒目的大字
标题刊出《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一文，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和工
人浴血搏斗的情况。3月9日，《京报》又刊出《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的
消息。之后，《京报》冒着五四运动后再次被查封的危险，从舆论上和道义
上给罢工失败的工人阶级以支持。

“这一时期的《京报》本着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通过纸和笔与革命先
驱者们一起冲锋陷阵，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思想传播阵地。”郭坦说。

一座报馆述说《京报》沉浮

在鳞次栉比的平房中，京报馆的建制明显不同：临街正立面是西洋古
典式砖壁柱装饰，二层可见一圈女儿墙，一层正中央即是塔司干柱式门廊
装饰的大门。头回路过此地的人往往会被楼门上镌刻的“京报馆”三个大
字所吸引，进而萌发探寻这家老报馆前世今生的想法。

京报馆是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唯一的报馆自建馆舍，与上海《申报》齐名
的《京报》在此运营 19年，经历“三开三闭”。在报纸彻底休刊长达近半个
世纪后，京报馆旧址于 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西城
区搬迁京报馆内住户，并对文物本体进行修缮；直到2021年“建党百年”之
际正式对公众开放。

“铁肩辣手”是京报馆的魂。推门而入，“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嵌于影壁
墙上，这是邵飘萍一生的信念和实践。据邵飘萍之孙邵澄讲述，“铁肩担道
义，辣手著文章。”这两句诗出自明朝嘉靖年间名臣杨继盛之作，邵飘萍非
常推崇这两句诗，于是挥笔书写“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墙上，用于自勉
也勉励同仁。

穿过大门可直接来到楼后的四合院，正房、两厢房和倒坐房均为三间
五檩，都是京报编辑部的一部分。“在报馆时期，小楼一层是传达室和负责
报纸销售及刊登广告的经营所，二层则是编辑部和经理室，编辑部里摆着
两张黑色的长桌供编辑们工作。”依旺解说道，“当年，报纸编好后，报样就
被送到窗外的四合院内排版、校对，然后在自设的昭明印刷局印刷。出报
后，报差将报纸送到北柳巷的报房里，再从报房发给卖报的小贩们。”

沿着木质楼梯走上小楼二层，北屋还原了老照片中邵飘萍办公室的场
景。触景生情，不禁思及京报馆往事。仿佛邵飘萍身穿一席长袍，时而
坐在乳白色的沙发上看报，时而起立向百叶窗外凝望，时而伏案撰写讨
伐军阀的檄文……时光倒流 103 年，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
侵略和封建军阀连年混战令国家遍体鳞伤。32 岁的邵飘萍辞去《申报》
驻京特派记者一职，决心自己办报，以笔为枪，宣传真理，抨击邪恶，唤醒人
民的觉悟。

1918 年 10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诞生了。《京报》的创刊词掷地有
声：“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
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
之所为作也！”

起初，京报馆位于前门外三眼井 38号，后迁到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
1925年10月，因报馆房屋窄小，京报馆迁到了魏染胡同。

《京报》吸引了邵飘萍招揽的一众进步文人，除了其夫人汤修慧外，
还有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才女石评梅，“中国副刊之父”孙伏园，著名戏
剧评论家徐凌霄，以及创刊元老吴定九和潘公弼，他们形成了《京报》的

“最佳阵容”。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京报》问世后，讲求新闻的时效性，注重时

政报道和评述，反帝反军阀旗帜鲜明，很快在读者中树立起正义与进步的
形象。办报不到一个月，《京报》的发行量就从 300份增至 4000份，最高时
达到6000份。

“这在当时的北京是首屈一指的。”依旺说。除了每天出两大整张报纸
外，《京报》还相继出版了《京报》副刊、《莽原》等十多种副刊。至今脍炙人口
的众多名篇，如《灯下漫笔》等杂文、小说，都是通过《京报》副刊发表的。

一座报馆述说《京报》沉浮。作为民国早期的进步报纸，《京报》坎坷的
命运令人唏嘘。1919年，《京报》因支持“五四运动”被皖系段祺瑞政府查
封；1926年，又因邵飘萍以身殉职被查封，此后由邵飘萍夫人汤修慧等报人
苦苦支撑，最终于1937年彻底关闭……

在它屡屡遭受打击的过程中，邵飘萍亲笔写下“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
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就在这乱世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红色新闻事业已经开始破土发芽，诞生成长。如今，95岁的京报馆旧
址已经成为生动的党史教育基地，提供丰富的红色文化素材。

地处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地处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京报京报》》的办公地旧址的办公地旧址，，这里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这里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一份特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复原的邵飘萍办公室，1923年 5月 5日《京报》出版
的《马克思纪念特刊》置于玻璃展示柜中，足有四大版。当
天是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京报》详细地向读者介绍
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这在当年是明目张胆宣传马克思
主义，很容易被扣上赤匪的帽子啊！”一位参观者感慨道。那
么邵飘萍与《京报》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又是如何走上马克思
主义道路的呢？

1919年，《京报》用舆论声援学生和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引
发了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北洋军阀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侮
辱政府”为名下令缉捕邵飘萍，并查封了《京报》。

迫于局势，邵飘萍不得已东渡日本。在日期间，他想方设法
寻找马克思著作日译本，白天工作，晚上研读。展厅首次展出了
一张邵飘萍的大照片，照片中他坐于椅上，书搭在膝间，身后书架
上就摆着马克思像。“这是我们从邵氏家人提供的 3000 多件遗留
物品中挑选出来的，新闻学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曾用放
大镜将照片中书架上 171 本书的书名一一研究，查明涉及政治学、
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足以说明邵飘萍对马克思主义是真诚
信仰。”郭坦说。

不光学，还自己写。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邵飘萍写成《综合研究各国
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当时，国内缺少系统而客观宣传
社会主义以及介绍新俄国的专著，邵飘萍的这两本著作一经问世便引发
关注。“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教学参考书中就有《新俄国之研究》
一书，足见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广泛。”郭坦说。

邵飘萍从日本回到北京后，四处奔走设法复活《京报》。1920年9月，在
李大钊等人的全力协助下，《京报》得以复刊。此后，《京报》以崭新的面貌成
为北方地区最令人瞩目的革命舆论阵地之一。

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一周后，《京报》以《苏维埃
国大联合正式成立》为题加以报道，后又陆续刊登多篇文章对苏联的政治、经
济、社会情况加以详细报道。1923年 5月 5日，《京报》以四版篇幅出版《马克思
纪念特刊》，免费赠送读者，在当时堪称破天荒的举动；1924年3月30日，《京报》
又发行了一期《列宁特刊》……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积极开展各项斗争，邵飘萍与北京的共产党组
织成员交往甚密，《京报》开始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凡《京报》宣传有关中国共产
党人的重大活动，或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邵飘萍都亲拟标题、安排版
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后，每一期的详细目录都在《京报》以
广告形式刊登，并配有热情洋溢的文字加以推介。

“《京报》这块阵地，已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宣传报道，而是以实际行动投身到中国社
会大变革的斗争激流中，积极主动地配合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工作。”郭坦说。

一张照片见证赤胆忠心

京报馆的办报风格影响了一代人。展厅中展出了一张合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合
影，其中就有邵飘萍。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邵飘萍被
聘为讲师，此后每周日都去北大红楼讲授一小时课程。“他不是随便讲讲，而是边讲边总结边写
教材，是成体系的。”郭坦示意记者看展柜中邵飘萍《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等著作。

除了讲解新闻学专业知识，邵飘萍还讲授关于劳工运动、工人疾苦、同盟罢工的调研报道。
比如，他曾经给学生开列过多达29项的调查研究纲目，希望学生们能在深入采访中了解社会。
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他专门邀请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讲演社会问题，为
学生创办练笔的园地《新闻周刊》，帮助学生们在实践中成为有用之材。

听课的学生中有不少进步青年，其中就包括毛泽东。那一时期，毛泽东与邵飘萍有过很多交
往，曾多次造访邵飘萍位于北京羊皮市的家。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新俄国之
研究》一书就被毛泽东所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列为教学参考书。

邵飘萍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对军阀、政客毫不留情的风采，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写的《西行漫记》中就有一段毛泽东对邵飘萍的评价：“特别是邵飘萍，对我
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一件血衣记录烈士慷慨就义

在邵飘萍事迹展览终章，“血衣”展柜展示着长袍以及米色长裤，这是邵飘萍牺牲时身上所穿衣物复
制品，裤子上星星点点的暗色印记是邵飘萍烈士洒下的血渍。

1925年 11月至 1926年 4月，邵飘萍带领《京报》集中火力抨击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张作霖等反动军
阀。这一时期的《京报》不乏各种有关郭松龄、张学良等奉军进步高级将领的报道。“这是在鼓励和策反进
步高级将领，为革命舆论造势，说明《京报》还在做统战工作。”依旺有感而发。

赤胆忠心，宁死不屈。为了收买邵飘萍，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堵他的嘴，然而，邵飘萍将钱如数退回，并
气冲冲地对家人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邵飘萍继续在报纸上抨击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使
张作霖恨之入骨，最终逮捕并杀害了邵飘萍。

展柜中还陈列着几份重要文献——“毛泽东批复邵飘萍为烈士的请示文件”以及“中组部批复邵飘萍
于 1925 年入党的认定文件”。邵飘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可直到他死后 60年，他的共产党员身份
才正式揭晓。

1920年，邵飘萍自日本回到北京后，就开始与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接触来往。1925年，
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件事，毛泽东的同乡好友、曾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的罗章龙回忆说，邵飘萍是
由他和李大钊介绍入党的，但是因为邵飘萍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故而隐藏其党员身份。

关于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因为李大钊牺牲，只有罗章龙作为“孤证”，因此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论。直至1986
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批复浙江省金华市委的报告中，承认了邵飘萍的党籍，入党时间为1925年。至此，邵飘萍
是中共秘密党员这一身份才有了定论。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一生40载，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已经远去，但一个有血性、有风骨的进步报人形象同京报馆
一同留下了，追求真理和改造社会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