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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它激扬你的欣喜，抚慰你的创伤。”

她在教书、科研之余，还担任博士生

导师，巫宁坤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口

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她跟北大另两位教授合编了《欧洲文

学史》巨著，并在1957年翻译了朗费罗的

长诗《哈依瓦撒之歌》。80年代初，又应

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花了12年的功夫，

翻译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全部。当时

的《纽约时报》在头版上刊登消息“Walt…

Whitman…with…a…Chinese…Lilt”。我作为时

报长期订户，把剪报寄到北京给姐姐。这

篇报道的记者Edward…Gargan在1983年也采

访了我，报道了我在纽约州府奥巴尼作为

纽约州立大学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高级访

问学者调研州政府运作的情况。

1990年9月，姐姐应邀回到芝大，以

研究与翻译惠特曼为题，发表演讲。那是

芝大百年校庆，学校给百年来成绩突出的

10位校友颁发了“专业成就奖”，姐姐是

第一位获奖者。同时获奖的还有连战，他

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

1991年，珍妮·恰普曼与罗伯特·梅

尔萨克主编的《在坎姆登和惠特曼一起》

第七卷问世，两位主编把这部研究惠特曼

及其诗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献给姐

姐。献辞写道：“献给中国最重要的惠特

曼翻译家赵萝蕤。”

1993年，姐姐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

去讲学两周。

姐姐于1998年元旦逝世，时年86岁。

北京大学对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桃李满

天下的学人逝世表现之冷淡，至今还使我

们这些亲人感到郁闷不平。

写于2011年10月24日，2013年4月

补充修订

“岁月骎骎，往事营营”，说到赵敏

恒，年轻的新闻从业者或一般人士，也

许完全隔膜，然而1949年前他却是名闻遐

迩、声誉极佳的新闻记者。

“在美国，不需要中国人当记者”

赵敏恒1904年生于江苏南京。15岁

时，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清

华学堂，与吴国桢、罗隆基、梁实秋、

章汉夫、孙立人等文武名流是同学。1923

年，赵敏恒公费留学美国，考进密苏里新

闻学院，后又进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

深造，并获新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

赵敏恒去了纽约，慕合众社的富瑞之名

登门拜访，岂料富瑞劈头一句竟是“你

何时回中国？”显然，富瑞之意是他的

用武之地该在中国。赵答“暂时还不能

回中国”。富瑞竟勃然大怒：“你是中

国人，中国更需要你！在美国干什么？

你一天不回去，就不要来见我！”这番

话极大地刺激了赵敏恒。此后，他又与

联合通讯社总编古柏邂逅，古柏和富瑞

新闻奇才赵敏恒
○李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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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也要他回中国去。

可当时的赵敏恒在美国还不到两年，

学艺不精，他只得先在世界通讯社当记

者，坚持半工半读，待学到了办报的全部

本领后方才回国。

回国后，赵敏恒历任美联社、路透社

驻南京特派员，路透社中国分社社长，路

透社远东司司长。赵敏恒极敬业，采访新

闻到了舍生忘死的程度。1939年5月3日，

重庆遭到日寇大轰炸，人们都进了防空

洞，赵家周围被日寇丢了40多颗炸弹，赵

的夫人谢兰郁几乎被炸死。赵被困在防空

洞内，他想发电报，但几个小时过去了，

外界仍无法联系上。赵急了，走出洞来，

看到街道上遍地瓦砾，一片狼藉，来到电

报局，等了好久，就是不见人。于是，他

又去找英国的军舰，结果四天后这封电报

终于发出。

赵敏恒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级的名牌记

者。原《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采访部主

任陆铿，在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班曾师从

赵，他说：“教采访学的赵敏恒师是公认

的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记者，为国际新闻

界所推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

我们遇到的英、美大牌记者，几乎无一例

外地一提到他就伸大拇指。”

“国际新闻界的明星”是如何诞生的

1989年，在上海，我采访从香港来的

卜少夫先生，其中谈到了当年他与友人创

办的《新闻天地》，其刊名就是赵敏恒建

议的。赵还设计了刊物的内容：专发内幕

新闻，只要不是独家或极少人知道的就不

用。这一定位很受读者欢迎，刊物也因此

能长久坚持下去，历56年，直到卜少夫亡

故才停刊。

在赵敏恒数十年记者生涯中，如下几

件由其最先报道并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新闻

事件值得一提：

一是“九一八”事变与李顿调查团报

告的最先报道。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

关东军突然炮轰北大营，全面侵华战争由

此开始。赵敏恒主持下的英国路透社中国

分社，凭其灵敏的新闻触觉与先进的通讯

手段，早于国民政府6小时收到此消息并

向总社报道。经此事件，远东形势骤然紧

张，英美日苏等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竞相延

聘赵敏恒为兼职记者。赵亦同时向七家新

闻机构发新闻，人称“国际新闻界的明

星”。此后，国民政府一边采取不抵抗政

策，一边向国际联盟申诉，国联于次年3

月，派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来中

赵敏恒、谢兰郁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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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调查了半年，却写出一份明显偏袒日

方的调查报告，竟提出国际共管。这份报

告在官方公布前是严格保密的。然而赵敏

恒却率先作了报道，比别人早4小时发表

报告摘要。奥秘在于调查团到南京时，蒋

介石夫妇在励志社设宴招待，不准记者进

入。可赵敏恒早就设法进了餐厅隔壁的弹

子房偷听，并记下各人的演讲词。这才写

出报告摘要，夺得先机。

二是藏本事件。1934年6月8日，日本

驻中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藏本英明突然失

踪。这本不关中国人的事，不讲理的日本

使馆，却借此挑起事端，停在下关长江口

的军舰炮口对准了南京市区。幸好，南京

警厅的侦缉队第二天在明孝陵附近山中的

一个庙里找到了藏本。事情本可就此偃旗

息鼓，加上蒋介石政府也封锁新闻，不准

再有续闻，然而赵敏恒感到事非寻常，便

欲探明藏本出走真相。他伪装成基督教青

年会的代表（藏本也是教徒）去慰问，藏

本极感动，说出出走实情。原来，藏本已

在华工作多年，因遭受排挤，深感人生乏

味，因此出走，准备自杀。赵把这些全都

捅了出来，真相暴露后，成为天大的笑

料，日方非常狼狈，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

天羽英二说：“赵敏恒不是中国的记者，

而是中国最坏的宣传员！”当时正好路透

社远东分社总经理考克斯在东京，指责天

羽不应侮辱记者，两人几乎动武。路透社

伦敦总社则发来贺电：“庆贺赵敏恒报道

成功！”

三是最先报道西安事变。1936年12月

12日上午9时，赵敏恒忽然接到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和中央社打来的电话，

问路透社有否在西安派驻记者，西安有否

来过电报，还说现在到西安的交通中断

了。这些突兀的问题引起赵敏恒的猜疑，

他随即向交通部门证实，铁路只通到华

阴。他想，蒋介石在西安，如单纯为了蒋

的安全，似无全面中断铁路营运的必要，

一定是西安城内出了问题。当时东北军驻

西安，早就传闻东北军有不稳的消息。经

多方了解后，赵敏恒推定西安发生了兵

变。于是他立即发出消息，成为国内第一

个报道西安事变的记者。

四是最先报道开罗会议召开。1943年

10月，中美英苏四国在开罗开会，商讨对

日战事，消息封锁甚密且严。赵敏恒本是

去伦敦路透总社述职，途经开罗在街头偶

遇黄仁霖、商震等国民党要员。商是蒋介

石的侍从室主任，黄是新生活运动委员会

总干事，是蒋宋身边的红人，人称蒋宋的

“拐棍”，两人同在开罗定非寻常。他又

从塔斯社罗果夫处了解到斯大林与几个苏

联要员均不在苏联。再进一步从路透社与

美联社了解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也都不在国

内，于是臆测中美英苏四国首脑在开罗开

会。其时，开罗电报局已封锁，不能发出

任何电报。他便跑到葡萄牙里斯本用密码

向路透总社发了开罗会议正在进行的消

息。这一报道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因为可

能被追究为泄漏军事机密，好在因为事情

本为真实，英方也就承认而没有追究。开

罗会议报道成功后，赵敏恒赢得了世界性

的声誉。他到英国时，受到英国新闻同业

的盛大欢迎，设宴于曾招待别国国王、首

相、贵宾的伦敦克莱里支饭店。此外，由

于这一报道的成功，路透社给予赵敏恒

“金烟盒”奖，烟盒上刻上了他的名字。

有此殊荣者，路透社内仅有十余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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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赵敏恒被提升为远东司司长。

不畏强势捍卫新闻自由

赵敏恒是耿直刚介的报人，服膺于新

闻真实与新闻自由的原则，即使触犯权贵

甚或牵涉到饭碗也在所不计。

1932年“一·二八”后，英国驻中国

大使兰浦森要调停中日战争，从北京到南

京再去上海，行踪甚为神秘，赵敏恒得知

消息后即予发表。兰浦森到上海，看到报

纸，勃然大怒，约见赵，责问他未经准许

怎能发表他的行踪，并要他交出新闻来

源。赵义正辞严地回答：新闻如不正确，

你能否认，其他方面均无权干预。我更无

必要交出新闻来源，因要维护新闻自由原

则。赵声称只对路透社负责，而对其无理

干预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兰浦森要求路

透社更正并将赵撤职开除，然而路透社拒

绝了兰浦森的要求。不久后，兰浦森调驻

埃及大使，行前宴请赵，要他忘掉此事，

两人由此冰释前嫌。

抗战期间在重庆，赵敏恒毫不偏私如

实报道国共两党的作战情况，使得国民党

的新闻官颇为不满，多次劝他少正面报道

共产党。而赵敏恒却我行我素，报道如

故。“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要封锁

新闻，赵敏恒冲破封锁坚持向路透社发消

息，还撰文抨击这一行径，使政府方面大

为恼怒。

1944年，路透社为宣扬英国元帅蒙哥

马利统治非洲的政绩，有意识地组织了一

批记者去非洲，赵敏恒也在被邀之列。去

后，他看到非洲殖民地的残酷统治，便写

了一些谴责文章，被学生陆铿看到后，拿

去在《新民报》上连载，后来又以《伦敦

去来》为书名结集出版。被惹怒的英国政

府随即向路透社施压，要其停止出版。赵

敏恒拒绝了，后又愤然辞职，弃每月5000

英镑的高薪而不顾。

赵敏恒从路透社辞职后，本拟自办报

纸，但国民党对他不放心，怕其如脱缰之

马无从管束，因此迟迟不予登记。中央社

的萧同兹礼请他加盟，可赵敏恒认为中

央社是御用宣传工具，与他的新闻自由思

想相抵触，便婉谢了。这时，成舍我办的

《世界日报》请他俯就，他们原本熟识，

加上国民党宣传部的程天放来促成，他便

去当了总编辑。上任后，赵敏恒利用发新

闻电讯的专长，收集重大国际新闻，使

《世界日报》面貌一新，大受读者欢迎。

消失的12本教学笔记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要筹办上海

版，委托赵敏恒经办。赵本已接受，但这

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程沧波请他接掌《新

闻报》。因该报与《申报》一样历史悠

久，再加上赵敏恒和程沧波是至交，不好

推辞，终于接受出任总编辑一职。赵敏恒

提出多项改进措施，革新版面，多发专

电，增加消息。原本守旧的副刊，约请田

汉、安娥办《艺月》副刊，第一期就登了

解放区的民歌《朱大嫂送鸡蛋》。国民党

极为不满，读者却欢迎。副刊成了郭沫

若、茅盾、洪深、邵荃麟等左派文人的文

化阵地。后该报发行数增到35万份，为全

国报纸之冠。

1949年，政权更易，国民党政府败走

台湾，赵敏恒面临三种抉择。一是去海

外。联合国新闻署、《香港日报》、新加

坡《星岛日报》都用重金聘他，连襟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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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好友蒋廷黼送来飞机票要他去美国，

他一概婉言谢绝；二是去台湾。汤恩伯三

次让人持函登门，称已购好飞机票，上海

解放前一天，谷正纲还亲自打电话要和他

一起去台湾；三是留在国内。赵敏恒原和

田汉是好友，田汉、安娥夫妇劝他留下，

他们向周总理反映要求安排赵，周总理本

就了解赵敏恒在抗战时的表现，便决定安

排赵去北京工作。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果

夫也劝赵留在大陆，称中共还是急需新闻

人才的，“像赵先生这样百里挑一之才尤

为需要”。

赵敏恒权衡再三后，最终决定全家留

在国内。

话虽如此，新政权对旧知识分子是不

能完全放心的。最初的安排是让赵敏恒先

去苏州革命大学洗脑改造，再授实职。然

而就在此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陈望

道以每月600元的高薪，聘请赵敏恒任教

授。抗战期间在重庆时，复旦就曾请赵敏

恒担任过兼职教授，深得人望。这次任教

授，更为师生企盼与欢迎。

赵为此谢绝了周总理的

安排，去复旦新闻系就职。

以赵敏恒在新闻界的资历，

担任教授自然左右逢源、得

心应手。赵敏恒的公子赵维

承曾谈到父亲当时的教学情

况：“从1949年开始到1955年

间，他第一次摆脱繁忙的办

报事务，静下心来写了12本厚

厚的教学笔记，记得小时候

半夜两三点钟，还看到他在

写教学笔记……”由此足见

赵敏恒备课之认真。然而，

这12本教学笔记的最终命运却令人叹息。

据赵维承说：“1955年他出事后不久，新

闻系的一位老师找到母亲，以新闻系的部

分课程开出困难为由，向母亲借走了这12

本教学笔记。从此这凝聚父亲从事新闻工

作毕生经验的书，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

平地风波，倏然而至。正在开展中的

肃反运动进入高潮，1955年5月25日，赵

敏恒被逮捕，说他是外国间谍——“国际

特嫌”。在外国人办的机构里工作的都是

间谍，这就是那时下令抓人的逻辑。赵敏

恒先是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但审过几

次就搁置了下来。他家中的处境也不堪言

说，先是被勒令搬出教师公寓，几次搬迁

后，最终搬到复旦农场的工棚小屋。工棚

四边的墙是用竹条编的，从里面可以清楚

看到田野与天际的白云。不久，赵家的生

活陷入绝境，只得变卖衣物，艰难度日。

到最后，那个有着纪念意义的金烟盒也给

赵敏恒（后排右一）在新闻馆时与同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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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了。

谢兰郁在外面到处申诉，最后也成了

右派。

赵敏恒一关就是6年，1960年9月21

日，被判刑7年。当时因距离刑满只剩年

余，便被送至江西新余矿山劳改。临行

前，妻子带着儿子去狱中探望，见后大为

惊异，眼前的赵敏恒头发全白，身体瘦得

不成人形。妻子问他：“是否要上诉？”

他摇摇头：“不必了，没有用的！”他

摸着儿子的头苦笑着：“孩子都这么大

了！”然后忽回头说：“我们原以为什么

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要好好学呀！”

刑期将满，家人正屈指算归期，哪知

赵敏恒竟于1961年1月6日死在了劳改场，

仅仅活了57岁。母子两人得讯后匆匆赶去

矿山，只见一个薄皮棺材，问及死因，说

是跌跤出血，因伤口感染破伤风，由此不

治身亡。妻子要求向同他一起劳动的人问

话，被悍然拒绝。还是儿子懂事：“不要

问了，再问我们也回不去了！”妻子不甘

心丈夫死得这样不明不白，又花了大量精

力去找骸骨，无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

处茫茫皆不见！”

一代报人从此消逝，然而，他曾为之

服务的英国路透社，并没有把他忘记。

“文革”期间，路透社社长来中国访问，

提出要见赵敏恒。一番了解，才知赵已离

开人世多年。“文革”结束后，路透社驻

中国的首席代表白尔杰亲到赵敏恒家中，

慰问致意后，赠予赵维承2000英镑。

1982年，赵敏恒案终于平反。上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结论：“所谓‘特嫌’

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并当庭宣

布：“赵敏恒是一位爱国的新闻记者！”

其实，赵敏恒不是特务、间谍一事早在

1956年就已查清，只是当政治介入司法

后，法律便失去了独立审判的能力，只好

指鹿为马了。

赵敏恒既然骸骨无存，葬身地也就无

从寻觅。直到1993年谢兰郁去世后，其子

赵维承方在苏州太湖之滨的兴隆公墓购置

一块墓地，以父亲生前常用的几件东西与

母亲的骨灰一同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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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堂的设计者、美国建筑设计师亨
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
1954)铜像。现存于上海理工大学军工路校
区。                陈家璧（1968精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