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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唯一一位见证从唯一一位见证从《《抗战日报抗战日报》》创刊到创刊到
《《晋绥日报晋绥日报》》终刊的报社领导人终刊的报社领导人———常芝青—常芝青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战争年代，每当夕阳走下山坡，炊烟从河谷飘过，夜幕
笼罩山西省兴县高家村的时候，《晋绥日报》的窑洞里，亮起
一盏盏昏暗的麻油灯。寂静的山村里，可以听见蔚汾河从
村南果园边潺潺流过。夜深了，传来常芝青同志的咳嗽
声。他伏在特别照顾他的煤油灯下, 抽着报纸卷的烟叶,
嘴里习惯地嚼着撕碎的报纸, 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飞快地书
写着什么。他常常从黄昏到天明, 废寝忘食地工作, 从每
天版面的安排到新闻、评论的内容和标题, 都一一仔细地推
敲琢磨，用心血，用汗水，浇灌着报纸。

常芝青是山西交城县杨渠村人，1910年生。1940年，

他从抗日政权县长的岗位上走向新闻战线，并与赵石宾等
同志一起筹办了中共晋西区委机关党报《抗战日报》。从
1940年 4月 18日《抗战日报》创刊起，到 1949年 5月 1日《晋
绥日报》停刊, 在长达 8年多的漫长岁月里, 他历任晋西北

《抗战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晋绥边区《晋绥
日报》总编辑、社长，新华通讯社晋绥总分社社长，期间，报
社领导人有的英年早逝，有的调离了报社，他成为唯一一位
从这份报纸创刊到终刊都在的报社领导人。

《抗战日报》创刊时，常芝青是报纸的编辑部主任、副总
编辑。报纸创办不久，正赶上日军反复开展大规模扫荡。
面对残酷的战争，为了保证报纸按时出版，常芝青与报社工
作人员经常转移阵地。大家伙背上背着几十斤重的背包，
肩上扛着干粮袋，腰里插着手榴弹，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提
着墨水瓶，跟着驮电台的牲口，迎着刺骨的寒风，翻过一道
道山梁，从一个山村走向另一个山村。宿营地到了，为赶在
天亮前编好报纸，常芝青与报社工作人员把背包一放，立即
拉电线，架电台，围着马灯，趴在房东的锅台上，伏在膝盖上
办公，同陈之向、杨效农、阮迪民等同志，轮流手摇马达，抄
收延安发来的新闻电讯。墨水结冰了，手脚冻肿了，用嘴哈
哈气，相互挤在一起，蹦跳一阵，又干起来, 保证按时印报。
可以说，每一期的报纸刊印都凝结着常芝青的智慧和心血。

在常芝青和报社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报纸鼓励着根据
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方面卓有
成效，敌人害怕报纸，经常逐门挨户搜查，并高价收买，规定
每张《抗战日报》10元或两斗小米。报纸成了抗战强有力的
武器。在创刊二周年时贺龙同志以《强有力武器》为题写
道：“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
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

抗战胜利后，《抗战日报》更名为《晋绥日报》，常芝青也

成为《晋绥日报》的总编辑，后来成为社长，这时的《晋绥日
报》，在他的带领下，办得很有特色，生动活泼，尖锐泼辣，在
当时各解放区的党报中也是出类拔萃。1948年 4月 2日，毛
主席会见报社编辑人员时，表扬这份报纸“内容丰富，尖锐
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
很愿意看它。”并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
话》，系统、深刻地论述了共产党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以
及办报路线、报纸风格和报纸工作人员要向群众学习等新
闻工作的基本问题。与报社工作人员握手时，听到常芝青
是总编辑，赞扬常芝青“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大批新
闻工作者到全国各地开辟新的更多的新闻宣传阵地，加之
山西全境的解放，也标志着《晋绥日报》的历史使命已经胜
利完成。于是，这张诞生于抗日战争烈火中的报纸，艰苦支
撑了九度春秋以后，1949年 5月 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便在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号角声中宣告终刊。《晋绥日报》终刊
后，常芝青随着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南下入川、于重庆解放
后创办了西南《新华日报》。

参考文献：《常芝青与晋绥日报》《晋绥风云人物》

赵石宾原名赵荣国，山西榆次东阳镇人。外表看上去
文弱的他，生性正直倔强, 政治嗅觉锐敏，从小就热切地
憧憬着有一个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1936年秋冬，牺牲救国同
盟会在山西成立，山西抗日救亡的烽火熊熊燃烧起来。卢
沟桥事变后, 八路军一批接一批经太原开赴前线，已为中
国共产党的赵石宾多次在火车站迎送抗日将士。看着前
去抗日的将士，赵石宾多次向党请缨，愿作随军记者开赴
前线。然而牺盟总会的宣传工作更需要他。

牺盟总会撤到临汾时，赵石宾负责主持宣传工作。他
一方面积极筹备《牺牲救国》的复刊，一方面编印抗日的小
册子和宣传材料，分发到各地的牺盟会和新军，还与当地的
基层牺盟会联合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工作。当时总会专门搞
宣传工作的人员已经很少，他夜以继日地思索、筹划、组织，
许多工作都亲自动手干，常常挤掉了吃饭和睡觉时间。

1938年下半年，阎锡山已逐渐转为与日妥协，积极反
共。赵石宾先后主持《牺牲救国》《政治周刊》与《黄河战
旗》, 同以阎锡山为代表的顽固分子进行斗争。除出版期
刊外，还以他任总编辑的黄河出版社为阵地，出版各种丛
书等读物，在动员、团结群众抗日，在沟通山西与大后方的
文化方面，都起到良好的作用。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文
章和诗歌。在牺盟会后期，他写的《从牺盟会看到山西民
众运动》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牺盟会两年来艰苦奋斗的情
形，对山西民众运动的经验教训，做了精辟的论述。

1939年 12月“晋西”事变后，他到了延安，参加了陕甘
宁边区文化工作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政治
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报告。后到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受
党委托，负责筹办党报。那时，在根据地办报无人力、财

力、设备，都需从各单位抽调。没新闻纸，自力更生建立造
纸基地，以草纸、麻纸印报；缺铅字，就以木刻的字代替。

他冷静地思考着，孜孜不倦地忙碌着。办报遇到的种种
困难，都一一克服了。在紧张筹备报纸的日日夜夜里，他还为
当时党委机关报的《五日时事》（油印小报）写了不少评论。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到 1940年“九·一八”纪念日来临
时，一张由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四开套红铅印的党报《抗
战日报》，赫然在晋西北根据地诞生了。

《抗战日报》创刊后，他担任了总编辑，被选为青年
新闻记者学会晋西分会的主任理事、晋西文联常务理
事。他的心血和精力，全部倾注在根据地的新闻和文艺
事业上。报纸三日一刊，每期数万字，他都仔细审阅，并
常常亲自撰写社论、时评，还直接抓从业人员的政治学
习和业务训练。从这一时期他写的社论、署名时评，可
以看出他胸怀全局、思想缜密、论述深刻和文笔犀利的
写作特色。

紧张繁重的宣传工作，长年累月的写作和当时异常艰
苦的生活条件，使他本来就孱弱的身体进一步受到影响,
抵抗力越来越弱。1941年 7月，他染上痢疾，卧床数月。然
而在病中，他仍坚持修改审阅稿件。熟悉他的同志都担心
他的健康，劝他好好养病，他却不肯抛下工作。次年年初，
他身体稍有好转，正逢新闻界选举边区参议会议员，他又主
持并参与了这一工作 。战友们刚刚为他的康复喜形于色，
1942年 2月间他却又患了支气管炎，并发败血症，不得不转
到黄河西岸贺家川的军区医院就医，不久病逝于军区医院，
年仅二十八岁。

赵石宾是晋西北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是党的优
秀宣传干部和坚强的文艺战士。他虽然盛年早逝，却深为

新闻、文化界和党政干部所敬重。晋西北行政公署在他逝
世后的褒扬令中称赞他“参与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有十余
年，以其坚强勇敢之气魄，沉毅苦干之精神，精辟之思想与
丰富之学识，为国家民族而战斗，艰苦不渝，功绩共见。”

参考文献：《赵石宾传略》

《《抗战日报抗战日报》》第一任总编辑第一任总编辑———赵石宾—赵石宾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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