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邹韬奋的抗日救国主张

朱允兴 沈谦芳

邹韬奋  ! ∀一 ! # #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爱国知

识分子
。

面对深刻的民族危机
,

邹以笔墨为武器
,
挥洒着热血

,
倾

献着精诚
,
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息

。

邹

不仅是个出色的新闻记者和出版家
,
而且是个了不起的宣传鼓动

家
。

他留下了大量的抗 日救国言论
,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

今天认

真发掘和研究邹的抗日救国主张
,
不仅对于全面地研究邹韬奋

,

而且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之情
、

报国之志都具有意义
。

! % &年∋ 月
, 已到而立之年的邹韬奋接任了 《生活周刊 》的

主编
。

! % (年∀月%! 日,
他在 《生活周刊 》上发表 《政治力与经 济

力的压迫 》一文
,
首次表现出对中国前途的严重优虑

。

他认为
,

我们中国受到外国的各种压迫
,
前途万分危险

,
应该想出方法来

消除这种危险
。

具体的 “方法” 是什么呢) 他在另一 篇文 章 中

指出∗ “处今之世
,
要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

,
除恢复我们祖

宗强盛时代的道德智识和能力之外
,
还要加上欧美之所长

。 ”

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 “中体西用” 思想的认同和宣扬
,
并非是他

独创的见解
。

就在他为国家的前途担优之时
, 日本帝国主义 已经开始实施

吞并中国的既定国策
。  ! ∀年#月

,
·

为了阻止 国民革命军向 中 国

,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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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发展
, 日本粗暴地出兵济南

。
∀月 + 日, 日军大肆屠杀中国

军 民 ,
造成济南惨案

。

大敌当前
,
对于已入国门

,
侮我同胞

,
掠

我财富的穷凶极恶的 日本侵略者怎么办 ) 当时的邹韬奋认定中国

根本没有与日本开战 的条件
,
在救急方面

, 只能从抵 制 日 货 入

手
。

他在 《生活周刊 》 上号召人们坚决抵制日货
,
强调 “对 日本

方 面应有持久的经济绝交精神” , “

只有这件事能使他们感觉苦

痛” ,

同时
, 又劝告人们要 “忍辱负重” ,

奋发图强
。

为此他提

出了三条建议
) 一

、

扩大军事训练的范围 ,二
、

提高军 用 品的 自

造力 ∗ 三
、

养成强有力的民众
。 + 他认为这些建议的 实 施 必 须

在全国统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
。

他把国家的统一 看 得 高 于

一切 ,
认为准备抗日的工作只能在国家统一后才 能 进 行

, “现

在军 阀快要灭亡
,
等到军阀灭亡之后

,
我们全国一致 的 共 同 目

标便是要对付 日本的侵略” 。 , “中国未统一以 前 ” ,
我 们 不

可因济案而 “分我们的兵力
,
当以全力完成北伐

,
对 日本兵此次

在济南的横暴侮辱
,
不得不暂时忍辱负重” 。

为了 “求得最后胜

利
” , “全国国民从今日起必须要下一个决心

,
于中国统一后

,

用十年苦功夫
,
积极为对 日宣战的准备” 。 −很明显

,
在他的思

想中
,
尚不存在立即武装反击侵略者的意念

。

不仅如此
,
他还为

中国所蒙受的耻辱作过这样的解说 ) “今 日之辱⋯ ⋯ 非 今 日之

罪 ,
亦非今 日所能争

。 ” 他所希望的是 “官民一心
,
力求振作与

奋斗 ” ,
这样则 “国事日理

,
国本 日强

,
不但不至受辱

,
且不求荣

而 自荣⋯⋯ ” 。 .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后
, 又频频制造事端

,
加紧策划

侵占我东北
。  ∃ 年 &月

, 日军制造了屠杀中国农民和挑拨中朝

关系的 “万宝 山事件” 。 ∀月
, 日本又利用大兴安岭地区中国驻军

− 毕云程
) 《 济南惨剧后我们应该怎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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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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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 日本闻谋的所谓 “中村事件” ,
偏动战争狂热

。
、

“山雨放来

风满楼” ,
面对中华民族日益深重的灾难

,

邹韬奋反对 “过去数

年内自相争夺 , 徒伤元气
,
不顾国防” 的做法

,
呼吁 “从此全国

团结一致
,
积极努力于安内御外工作” 。 “我国全国上下应有

彻底的觉悟 , 应具有世界的眼光
,
勿彼此闭着眼睛终日钻在牛角

尖里
,

专作鸡虫之争” 。 + 他表现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
。

总之
,
九一八事变以前

,
邹认为中国役有御敌 之 兵

, “ 实

力” 乃准备之中的事
, “经济绝交” 则是抗敌的唯一有效武器

。

他把争取 “最后胜利” 的希望寄托在国内的团结和官民的励精图

治上
,
还没有看到民众的伟力和武装抗 日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

 ∃ 年 月∀ 日, 日军进攻沈阳
,

开始全面实施鲸吞我东北

的预谋
。
数十万中国边防部队

,
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 策

·

的
·

约 束

下 , 置东北三千里河山和三千万同胞于不顾今步步后机对中华民
族的奇耻大辱

,
邹韬奋在 《生活周刊 》 上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
他

痛述 “本周要闻
,
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

,
记者执笔记述

,

盖不自知是血是泪”
。 ,

他愤怒斥责国民党政府的 “不抵抗主义” 为 “极 端 无 耻 主

义” − ,

高度赞扬和实际支持奋起反击侵略者的人和事
。

马占山在

黑龙江率孤军抗敌
,
名振天下

。

邹韬奋和同事们表示 “ 以满腔热诚

对马将军 以及他的忠勇愤发为国效死的将士顶礼膜拜
,
致其无上

敬意” 。 1 他主张应战
,
但又认为 “主张应战

,
是认为死里求生

的唯一办法
,
并不认为在战争本身我们有打胜仗的把握” 。 . 既

扩卜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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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应战” 没有 “打胜仗的把握” ,
他认为军事

、

经济
、

教育等

方面的抗敌计划自有政府负责
,
就民众方面来说

,
还是应该坚决

持久地拿起
“
经济绝交” 这个 “制敌的唯一武器” ,

同时对国内

的团结和政府的外交予以
“
严厉监督” 。

然而
, “经济绝交” 这个

“

制敌的唯一武器
”

阻止不了日本侵

华的步伐
。

已造成东三省被占领的 “既成事实” 后
, 日本又转移

兵锋于上海
,
接下来的便是对华北的蚕食

。

把武装抗日的希望全

部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
,
得到的却是沉痛的失望

。

无情的事实

使邹韬奋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破灭了
)
在国事日非

,

外患深重的艰难岁月中
, “任你东钻西窜

, 总脱不了渗然 8 我们

中华民族难道就听任这样循环不绝的日在惨然之中吗 / 还是要转

转毅然决然自拔的念头
,
跳出这个惨然的圈子 / ” + 一代爱国知

识者的心在流血了
,
这是邹对现实绝望的哀鸣和深沉的思索 8

是什么原因置中国于
“

惨然
”

的境地呢 / 通过反思
,
邹韬奋认

识到其 “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数年来政治之没有办法” 。 , 这种认

识严重地动摇了邹依靠国民党抗 日救国的原有主张
,
并促使他开

始寻找新的救亡力量和新的救亡途径
。

此时的邹已把抗 日救国的

事业看得高于一切
,
能否救国成了他评价一切 “人物或集团” 的

标准
, “凡能在事实上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都是我们国民所要

拥护的人物或集团
,
否则虽是架子十足

,
宣言堂皇

,
在我们国民看

来
,
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 ” −他认为要救国必须 “既 有 彻底 的

觉悟
,
复有努力的决心

,
尤有通盘筹算的计划和坚毅 奋迈 的 执

行” ,
如果政府不能应民众的这种希望

, “那么这种误国的当局

应为民众所不容
, 民众当群起而谋所以自救” 。. 他对国民党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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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言论 自由
,
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行为十分愤慨

,
高呼

∗ “大

胆警告当局
,
政府如此积极的广播革命种子

,
所恃者不过几枝枪

杆子
, ⋯ ⋯ 民众为 自卫及卫护民族计

,

随时有爆发 的机会
,

起来拚

命 ,’
,

邹韬奋苦苦地思索
, 几经选择

,
最后认定只有掌握武装和政

权的民众才是卫国保族所可依靠的力量
。  ∃!年 月

,
他就国民

党军 队丢失锦州一事发表文章指出 ) 我们对于过去事实的痛定思

痛
, “至少应得到一最大的教训

,
就是只有国民的心志和力量才

真在卫国保族上着想
,
欲求但知 自私 自利的军阀官僚 们 卫 国保

族
,
等于缘木求鱼

,
是绝对无望的” 。 + 丧权辱国的上 海 停 战 协

定签订后
,
他再次著文指出 ) “民众为着自身利益而 反 抗 军 阀

混战
,
反抗帝国主义的压榨

,
除非把政权和武力放在民众手中

,

或放在确能为民众奋斗的集团手中
,
绝对没有便宜的路走

。 ” ,

扮∃∃年∃月
,
他就汤玉麟逃失热河的 “滑稽剧” 指出

, “愈益深刻

的感到只有能代表民众的武力才真能抗敌
,
把国事交给军阀和他

们的附属品干
,
无论你存何希望

,
终是给你一个幻灭的结果” 。 :

由此可见
,  ∃!年以后邹韬奋的救国思想发生转变

,
对国民党政

府的希望 已经破灭
,
把抗日救亡的依靠力量逐渐放到民众身上

。

至于经济方面
, “民众更是不论地位与能力

,
人人可以参加一分的

力量
, 即下决心坚持抵制仇货到底” 。 . 这样

,
就民 众 方 面 而

言
,
他已把原来的 “经济绝交” 同现在的武装 “自救” 结合起来

了
。

他在  ∃∃年∋月 !& 日出版的 《生活周刊 》 “信箱” 栏目中提

出了自己新的主张 ) “
横在我们面前的

, ‘已不是先 安 内后 攘

外
’ ,

或
‘
先攘外后安内

’ 的问题
,
而是唤取广大的 民 众 运 动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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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依附者的问题
。 ” 为了适应宣传上的需要

,

他把为民众运动进行 “思 想和意识的准备” ,
定为 《生活周刊 》

“努力的方针” 。

他真正找到了 “创造历史的动力” ,
并自觉地

与之结合
。

不过
,
这个时期的邹韬奋在 由什么 “集团” 来领导民众进行

卫国保族的斗争这个问题上依然是惘然的
。

他 “深信 中 国 要 得

救
,
要走上轨道

,
决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负起这个使命的

, 必须有

一 个组织严密
,
计划周详

,
真心为民族前途大众福利而努力奋斗

的集团
,
领导全国民众共同奋斗

,
才能负起这个重大的使命

” 。

他在这里提到的 “集团
” , 不难理解

, 即指 “政党
” 。

他虽觉得

国民党靠不住了
,
但对共产党又了解得很少

。

他所要从事的是团结

民众做整个的民族的抵抗
,
但是 “什么集团在事实上能把这个重

大的领导使命肩起来 / ” + 他不止一次地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

询问
。

这个问题在他  ∃∃年&月出国之前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

在没有找到领导抗日救国的核心力量的情况下
,
邹只是笼统

地呼吁国内团结
, 一致对外

,
并初步地认识到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重要性
。 “自一 廿八祸变发生以来

,
记者即主张应一致

对外
,
勿以对内分散对外的力量

,
但最低条件

,
须政府能与民众

站在一条战线上
,
共同努力于御侮救国

” 。 , 为了夺取救亡的胜

利
, 必须使政府

、

军 队与民众结合
,
组成一强大的阵线

, “凡笼

破坏一致抗日的阵线的
,
都是全国全民族的罪人

,
卫国的军 人和

卫国的民众应联合起来
” 。 −

对于外交问题
,
邹韬奋主张在大力增加 “自救

” “实力
”

的

垫础上
,
努力争取国际援助

。

九一八事变后
,
国民党当局主 张 把

东北问题交由国联裁决
,
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

,

邹对此大

《生活周刊 》 ∀ 卷#期
,

《 生活周刊 》 ∀卷 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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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为然
。

他认为 “国际联盟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把持
,
无弱小民

族伸冤之余地
” ,

我们的关键是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实力
, “ 自己

毫无自救的努力而 以倚赖外援为侥幸
,
决无希望可言

” 。 “我

国除准备自己抵抗
,
除准备 自救外

, 没有第二条路 走
” 。 + 但

是
,
邹并没有忽视发展海外关系

。

他认为中国应重点打倒 日本帝

国主义
, 而不应打击面太大

, “我们此时对外惟一 目标
,
须认定

对 日
, 不可 自增纠纷

,
失却他国同情

,
结果徒为当前暴敌树援” 。 ,

<乙一八事变后 , 因为苏联谴责日本的强 盗 行 为
,
他 对 苏 联 的

印象有了初步的改变
。 《生活周刊 》加强了对苏联的研究

,
并主

张把苏联作为一个反侵略的朋友和它复交
。

邹韬奋对未来的抗 日战争也有过考虑
。

从战略上看
,
他和同

事们认为九一八事变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开端
。

他 曾作 文

提出 ) “国人应放大眼光
,
从今以后积极准备国防

,
勿酿内战

,

则三五年内东北所激成的世界大战⋯ ⋯正是我们有比较的充分准

备 以完全恢复国权的机会
。 ” − 他还看到了未来战争中中国的长

处 ) 就是 日本占领了中国沿海
,
也算不了什么

,
中国 “ 地 大 人

众
, 日本一时吞并不了

,
地占不了

,
人杀不尽

” 。

不过
,
他把未

,

来的战争估计得太简单
,
认为 “只须我们能坚持

,
至死不屈

,
不

逾三月至六月
,
彼决不得不屈伏了

,
乃得解决一切悬案

,
不必待三

年五年而后可达目的
” 。. 在战木上

,
他认为应重用游击战的方法

。

他以东北小股义勇军扰袭敌后
,
使敌疲于奔命的行动为例说

, (
况

我国果欲以实力收回失地
,
亦重在以小 队偏锋作不断的随处袭击

办法
” 。 . 不过

,

他难免有点书生之见
,
认为如用野战法对付 日

切户

《 生活周刊 , 0卷‘ 期
,  ∃!年 %月 ∃日

(

+ 《生活周刊 , 0卷 #∋ 期
, % ∃ 年 一。月 ∃一日

(

, 《生活周刊 》紧 急临时增刊
,  ∃! 年!月∋ 口 2 第!号 3

(

− 《生活周 刊 , &卷 =‘期
, !% ∃!年#月。日

。

1 《 生 活周刊 , 0卷 ##期
, 一 ∃ 年 %月 !# 口

(

. 《 生活周刊 》 0卷 ∋ 期
, % ∃ 年 !月 ! 日

。



寇
,
则

“
只须能坚持一年半载

,
暴敌必束手待毙

” 。

总之
,
自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到  ∃∃年&月 流 亡 海 外

,
邹 通

过痛苦的思索和追求
,
找到了卫国保族的依靠力量和 新 的抗 日

途径
。

邹对统一战线
、

外交
,
对未来的战争都曾提出过自己的主

张
。

尽管此期内邹的救国主张未必都很精当
,
尤其是还没有找到

能够领导民众抗 日救国的
“

集团
” ,

但却表现出了炽 热 的 爱 国

精神和抗敌的激情
。

九一八事变后
,
邹政治思想 日趋进步

,
引起了国 民 党 当 局

的忌恨
。  ∃!年秋

, 国民党当局下令停止邮递 《生 活周 刊 》 。

 ∃∃年冬封闭 《 生活周刊 》 。

在这期间
, 因为邹参加了中国民权

保障同盟
,
他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的

“

黑名单” ,
同年&月

,

被

迫流亡国外
。

 ∃∃年&月到  ∃∋年 ∀月
,
邹考察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

社会主义的苏联
,
并用大量的精力在伦敦系统地阅读 马克 思 主

义著作
,
做了大量详尽的读书笔记

。

归 国后
,
他把这 些 笔记 加

以整理翻译
,
得 《读书偶译 》一册

。

通过学习
,
邹对马

、

恩
、

列

等革命思想家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都有了清楚的了解
。

他是这样描

述 自己的心情的 ) “

我每想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艰苦卓绝的精神
,

无时不心向往之
。 ” + 在国外期间

,
邹韬奋仍然思考着中华 民族

的前途
,
他认为 ) “

最重要的
,
当然在努 力 于 民 族解 放 的 斗

争” ,
而 “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

,
决不能依靠帝国主

(

义 的 代
、

理

人和附生虫 ∗ 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 立的中国

的勤劳大众组织
。 ” “中国的勤劳大众组织” 指的就 是 中 国 共

产党
。

据回忆
,
邹在访美期间

,
曾与中共留美人士徐永焕接触

, 更

4 生活周刊 , &
鸯

∃期
,  ∃!年 月! “日

(

栩奋
( 《读书们译

·

开头的话 》 ,

上海生 活书店
‘ ,  ∃&年 初版

(



,护

加明确地表示 ∗ “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
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

阶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之下
,
才能获致

。 ” 当时他还同徐讨论了

如何加入共产党的间题
。

邹韬奋终于在探索抗日救国的道路上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
并确立 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

 ∃∋年∀月
,

邹韬奋回 国 后
,
仍积 极 创 办报 刊 2  ∃∋年

> 月 0 日在上海创办 《大众生活 》周刊
。  ∃0年春流亡香 港

, 0

月在香港创办 《生活 日报 》 ,
同时编辑发行 《生活 日报 星 期 增

刊 》 ,
随后易名为 《生活 日报周刊 》 , ∀月迁上海

, 出版后又改

名为 《生活星期刊 》 ,
·

到年底被封 3 , 为停止内战
,
争取民主

,

共同抗日而奔走呼号
。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高压
,
他表现 出了高度

的革命坚定性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
, “我不参加救 亡 运 动 则

已 ,
既参加救亡运动

, 必尽力站在最前线
,
个 人 生 死 早置 度

外 8’, +

这个时期
,
邹的抗日救国主张集中反映在  ∃0年 &月 ∋ 日 他

和沈钧儒
、

陶行知
、

章乃器联名发表的 《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

件与最低要求 》的宣言性文章里
。

他们认为 ) “抗 日救国这一件

大事业
,
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

。” “只有集合一切

人力
、

财力
、

智力
、

物力
,
实行全国总动员

,
才能得到最后的胜

利
。” 抗日救国 “必然要依靠全 民族的一致参加” ,

所以全国各党

各派
“
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

” 。

联合战线上的各党各派
“可 以

有不同主张” , “只要在抗日救国的一点上
,
求得共同一致” 。

“
互相宽容是联合战线的第一要义” 。 “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

客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
,
但不 能 为 任 何 党 派 所 利

用 ” 。

他们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
,
实行全民抗战

,
呼吁各党各派

停止内争
,
结成联合战线

, 一致抗日
。

这种抗 日救国主张与中国

共产党在
“
八一宣言

”
和红军

“

回师通电
”

等文件上表明的抗 日

徐永焕
) 《栩奋的共产主义思想 》 ,

载邹名甄编 《 忆韬奋 》 ,

学林 出版社 ,

一蛇?年一=月版
,

第 % !页
(

, 《 钥奋 文集 , ∃卷
,

三联书店
,  ∋ ∋年 月版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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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主张基本一致
,
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

毛泽东曾致信

支持
。

但是
,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
他们中有人对中国共产党和

红 军还心存疑虑
。

他们希望共产党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 “联合各

党各派抗 日救国的一片真诚” − 希望红军
,

“立即停止袭击中央军

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 − 希望共产党立 即与 “任意杀戮人民” 的

部队断绝关系等等
,
都可说明这一点

。

毛泽东在信中就曾指出 ∗

“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
,

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还远远地隔离着
,
彼此不能经常共同

讨论与交换抗 日救国的具体意见
。

这也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

们今天所执行的抗 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
,
尚有若干的隔

阂与误会
。 ” 鉴于此

, 毛泽东委托潘汉年与他们保持经常的接

触
。

邹韬奋在美国时就想加入共产党
, 回国后

,
由于共产党中央

转战到陕北
,
各地党的地下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

,
他没能及时与

党组织联系上
,
因而也就没办法加入共产党

。

这种中间派的色彩却

给了他很好的保护
,
使得他能够长期在国统区战斗下去

。

邹韬奋还具有世界眼光
,
到这时

,
他对统一战线这个问题的

主张已臻完善
。

他在为建立广泛的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吹呼

吁的同时
, 又在为建立 国际反侵略阵线而大造舆论

。

他宣称 ) 要

打败 日本侵略者
,
就 “不得不尽量运用世界大势中有利于我们的

各种条件” , “对于那些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
或类于这样有

意转移国人视线的主张
,
都要坚决地反对

。 ”
他认为 ) 中国

“

加

入英
、

法
、

苏等国家的和平阵营
,
并不是要抛弃 自己的奋斗而去

依赖别人” ,
这只是 “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 的过程中

, 争取友军

的一种策略” 。 +

邹韬奋在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同时
,
对腐朽颇预

、

对外妥协退

让的国民党政府则予以大胆 的痛斥
。

他揭露并指责国民党政府对

毛泽东 ) 工 ∃0年  月 ∀ 日 《致章乃器
、

陶行知
、

沈钧濡
、

雏韬奋

泽东书信选集 》 ,

人 民 出版社
,  ∀ ∃年! 月版

(

+ 《生活星期刊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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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犷 毛

%

勺



日的 “敦睦邦交” 政策
,

是 “把敌人当着老子看待似的 , 秉承 意

旨
,
奴颜婶膝

,
打着嘴巴还要满口声明舒服

,
表示不但一点不敢

存有反抗或叫冤的意思
,
而且还要格外的俯首下心装做亲热里 ”

而这 “和随处听到怪热闹的什么
‘
礼义廉耻

,

相去太远了 . ”

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
参加救国会

,
充分显 示了他的爱国热忱

。

但是
,
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

,
爱国是有罪的

,
他因此总是遭到

国民党政府的忌恨
。

他  ∃∋年到  ∃0年所创办的报刊 全 都被 封

闭
。

至于他本人
,  ∃0年!月被迫流亡香港

, ∀月份回到上海
, !

月!!日与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 同时被捕入狱
,
直到  ∃&年& 月 ∃

日才获得释放
。

在牢狱中
,
邹从不放过每一次可以宣传抗 日救国主张的机会

。

最初当法国人在巡捕房向他问话时
,
他反问对方

) “假如你们法国

也被别国侵略
,
你立于国民地位

,
要不要起来主张抵抗侵略/ ”

问得那个法国人无言以对
。 + 在租界法院候审时

,
他 与 看 管 他

的法警们恳切交谈
,
说明国难的严重性和团结御侮的必要性

。

法

警们听了他的谈话
,
知道他犯的是 “爱国罪” ,

对他表示出真诚

的同情
,
并且说 ) “你们的意思

,
做中国人的谁不赞成=’’ ,

月 !∀日 ,
邹被 “移提

” 2 引渡 3 到上海市政府公安局
。

在国民党

的法庭上
,
他和战友们慷慨陈词

,
驳斥国民党当局强 加 在 他 们

身上的罪名
,
并利用法庭为讲坛

,
积极宣传抗 日救国主张

,
使旁

听者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

他在监牢中还异常勤奋地读书写作
, ∀个

月中
,
著译了三十 多 万 字 的书 稿

。 《二 十 年 来 的 经 历 》 是

他在狱中著的一部重要著作
。

在此书最后一节 《前途 》中
,
他写

道
) “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

,

只是提起这支秃笔和黑暗势力

作坚苦的抗斗
,
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

。

我要拍着这支秃笔
,
挥洒我的热血

,
倾献我的精诚

,
追随为民族

《 大众生 活 , 创 刊号
, 6 7 ??年 一=月 !0 日

(

+ 《 招奋文集 》 ∃卷
,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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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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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 们
, ‘

冒着 敌 人 的炮 火前

进
’
】’,

! + (年 (月 ( 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
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正式

开始
。

第二天
,
中共通电全国

,
号召 “全中国同胞

,
政 府 与 军

队
,
团结起来

,
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
抵抗 日 寇 的侵

掠 . ” 这个通电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

国民党当局

也在大敌当前的压迫下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转向抗 日
。

这样
,
国

共合作再次实现
,
全民抗战的高潮迅速形成

。

面对新形势
,

出狱后的邹心情甚是愉悦
,
立 即投入了战斗

。

他在上海创办 《抗战 》三 日刊
。 《抗战 》及其后身 《抵抗 》 、 《全

民抗战 》 和流亡香港后复刊的 《大众生活 》都积极响 应 中 国共

产党的号召
, 坚持抗战

, 坚持团结
, 坚持进步

, 反对国民党政府

妥协投降
、

反共内战 的阴谋
。

在这期间
,
他的抗日救 国主张突出

地表现在争取民主政治以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
。

统一战线形成后
,
掀起了全国性的抗 日高潮

,
但许多反对民

主政治的人很快就跳了出来
,
散布种种谬论

, 以为民主与抗战是

不相容的
,
公开鼓吹独裁统治

。

这种论调极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巩

固
,
妨碍了全 民抗战的展开

,
给抗战前途带来了阴影

。

对此
,
邹韬

奋予以坚决的驳斥和理论上的澄清
。

他认为团结是胜利的基础
。

氏主是团结的保障
, “ 民主不但不与抗战不相容

, 而且是要增加

抗战的力量的” 。

针对 “国家至上” , “我们要牺牲各个人 的自

由” 的论调
,
邹指出

, “只有法西斯国家观
,
才把国家和人民强为

划分开来” , “只有
‘以民为主

,
的国家才能配得上

‘至上
, ” 。

针对民主 “只是散漫无政府状态的代名词” 的论调
,
邹指出 ∗ “

民

主不但不妨碍集权
,
而且民主集权是当然的现象” , “ 民 主 与 专

制对立
,
并不与集权对立 ” 。

针对 “ 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 的论

调
,
邹举出种种事实

,
证明这种叫嚣只不过是反民主 的 “ 挡 箭

牌” 。

总之
, “无论那一种论调

,
归根到底一句 ∗ 骨子里都是在

∋ +



反民主
。 ”

邹韬奋不仅在理论上
,
而且也在实践中为了争取民主政治的

实现作出了英勇的抗争
。

抗战初期
,
邹被国民党聘为国民参政会

参政员
。

这使得他 “有机会与抗日各党派共同参加实际的政治活

动
,
得到更多的实际的政治接触” 。 +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五次

会议
,
他都参加了

,
共提交 个提案

,
主要内容为 ) 要求保护民众

团体
, 开放言论出版自由

,
保障人身自由等

。

一开始
,
他 “怀着

一腔热诚与希望
,
把自己看作努力代表民意的一个分子

,
欣然参

加
” 。 , 他认真准备每一个提案

,
并努力使它获得通过

。

但是国

民参政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
,
毫无实际的权力

。

由国民参政会通

过的提案
, 不管如何切合时需

,
很难得到实际的效果

。

残酷的事

实粉碎了邹的希望后
,
他决定辞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职

务
,
出走香港 2  # 年 月 3 ,

想以 “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
,
唤起

国人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 在任参政员期间
,
他曾参与和

领导了 ‘宪改运动” ,
但最后在国民党的高压和欺编的双重打击

下也告失败
。

通过国民参政会的斗争
,
邹更加认清了国民党一党专

政的面 目
。

 ∃ 年以后
,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
国民党当局亡 共 之 心 不

死
,
在日军攻势稍微减缓后

,
就频频掀起反共高潮

,

严重地影响

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

邹韬奋对此心急如焚
,
大声疾呼 ) “大

敌当前
,
不团结御侮而反自相残杀

,
只等于破坏抗战

,
陷国家民

族于危亡之境
,
此外没有什么可得

。 ” . 他呼吁团结 ) “要加速

抗战最后胜利 的到来
, 必须更加紧巩固团结

。 ” . 他要求国民党

当局开放民众运动
, 开放言论 自由

,
允许各抗 日党派合法存在

,

‘杭战 》 三 日刊
,

第∃了号
,  ∃∋ 年 月一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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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实现民主政治
,
从而克服一切引起统一战线内部摩 擦 的 因

素
。

! # 年 月 “皖南事变” 发生
, 国共摩擦达到高峰

,
国民党

政府在政治上的倒退日益加剧
。

进步的抗日团体
、

报刊
、

书店横

遭摧残
,

特务横行
,

进步人士频频失踪
,

恐怖笼罩着大后方
。

邹韬奋

及一大批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被迫流亡香港或国外
,
但他们 “虽

身在海外
,
亦不愿自安于明哲保身

,
愿始终坚守文化岗位

,
追随

海内外同胞之后
,

力争祖国之进步与光明 . ” 他们表示
, “不但对

「.前之流离与诽谤
,
视为无物

,
即令粉身碎骨

,
亦甘之如怡

。

对

于阴谋出卖国家
,
破坏抗敌之恶势力

,
则一息尚存

,
誓当与之奋

斗到底” ,
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

底的决心
。 ∋月 & 日,

他在香港重办 《大众生活 》周刊
。 0月 & 日 ,

他和茅盾
、

范长江等九人联名发表 《我们对于国事的 态 度 和 主

张 》 ,
具体提出了全面抗战

、

巩固团结
、

实施民主等九条主张
。

邹韬奋在香港坚持战斗
,
直到香港沦 陷后

,
才于  #!年 月在中

国共产党东江游击队的帮助
一≅,

转移到东江游击根据地
。

 #!年 月中旬
,
在共产党的安排下

,
邹韬奋由东江安全转

移到苏中解放区
。

他在苏中
、

苏北根据地进行认真考察后
,
在给

陈毅的信中说 ) “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
, 只是隔靴搔痒

,
今

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 ” + 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

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伤害
。  #∃年!月中旬

,
他被迫秘密

返沪就医
。

% 月间
,

得知国民党调集大军 围攻陕甘宁边区
,

他愤不

可抑
,
在病榻上 口授 《对国事的呼吁 》一文

,
谴责国民党 “这次

对敌妥协
,
进攻共产党的策略

,
实是危害国家

,
茶毒人民的滔天

罪行” ,
并表示 “此次在敌后视察

, 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
,
使我

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 ” 。  ##年 0月 ,
邹韬奋 口授遗嘱

,

再次

弓大众生 活 , ,

新 #号
, 6。‘ 年 0月 Α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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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在根据地看到了新中国光明的未来
,
并 “以最沉痛迫切的心

情
,
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

,
早 日实行真正 的 民 主 政

治
,
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

(月%# 日,
伟大的爱国者邹

韬奋逝世
,
辞别了一个烽火连天而又曙光初现的中国

。

在抗战中
,
邹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密切的交往

,
并多次提出

加入中国共产党
。

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共产党负责人的安排
,

他一直是以 “中间派” 的身份自觉地为党工作
。

! + ( 年 / 月 中

旬
,
他准备由上海撤往内地

,
曾向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

党党组书记恳切地提出要求
,
希望加入中国共产 党

。 ! 月 下

旬
,

到汉口后
,

又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

周对他

说 ) “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

斗争
,
与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

,
这是党需

要你这样做的
。 ” 到重庆后

,
他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

周仍然

要求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做工作
,
并说 ) “目前党还是需要你

这样做
。 ” + 他在许多重大间题上都主动地向周恩来等中央负责

人请示
。  # 年!月

,
根据周 的指示

,

他对生活书店及人员作转移

安排
。

在他创办的书店和报刊编辑部里有许多共产党人
,
他们都相

处得很好
。

他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
多次与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

处长刘季平畅谈考察观感
,
并郑重向刘提出了入党请求

,
他说 )

“现在我已经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露面
,
这样的时期已经过

去
,

我希望同意我入党
。 ” 刘曾将此事向苏中区党委和华中局作了

汇报
。 9 邹韬奋虽然在生前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2死后由中共中央

追认为中共党员 3 ,
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是以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

战士的姿态为着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地战斗着
。

在抗战期间
,

他的抗

日救国主张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完全一致了
,
实质上

,
他是

在积极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救国主张
。

《 招奋的宿愿 , , 一解放 日报 一 ,  ∀ %年 &月 日
。

《周 愚来与邹括奋的友谊 , , 《光 明日报 》  &  年 &月 !# 日
(

一 钥奋 的宿愿 , , 《 解放 日报 , !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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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邹韬奋的抗日救国主张是 “与时演进” 的

。

九一

0、事变以前
,
他没有找到可靠 的抗 日力量

,
因此

,
他的抗日主

张较为模糊
。

九一八事变后
,
邹对国民党的希望破灭 了

, 开始寻

找新的抗日救国力量 ∗ 他发现了民众的伟力
,
并自觉 地 与 之 结

合
,
走向了革命

,

接着又找到了能够领导 民众抗日的 “集团
”

—中国共产党
,

并从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革命事业中看到了新中国光

明的未来
,

从而也找到 了自己最终的归宿
。

邹是个文化战士
,
他的

抗 日救国主张通过他主办的报刊在国统区传播
,

起到了巨大的宣

传鼓动作用
,

正如周恩来在 ! # ∀年!月 % 日《致韬奋家属的慰问信卜

中所指出的 ∗ “在他的笔底
,
培 养 了 中 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

,

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 ”

2 作者单位
(
朱允兴

,

兰州大学历史系 , 沈谦芳
,

黑龙江省呼兰

师范专科学校 3

% 《经历 》 ,

第#% 0页
,

附录
(

一

% &
Β

口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