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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23日，金凤学长在美国洛
杉矶逝世，享年 91岁。
金凤 ，1928年 6月 1日出生，原名蒋

励君，江苏宜兴人。著名记者。1948年清
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肄业。同年 10月去
华北解放区，历任《人民日报》记者、编
辑、评论员。作品《邓颖超传》获国家图
书出版奖。
本文原载《中华英才》1998年 17期，

现转载于此，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杰出女校
友的深切悼念。

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在
峥嵘岁月中走近一位位伟人

金凤走上新闻记者的 位， “革

命需要”。她在上海交通大学学的是工业

管理，在清华大学读的是外文系。1948

年，革命形势 速发展，不少解放的城市

要接管，各 战线都 切需要干部。清华

党组织决定让她和一批同学一起 赴解放

区。为了通过国民党的 线，她使用

身份证， 原名“ 励 ”改为“王金

凤”，从 王金凤成了她的正式 名，

“金凤”是笔名。到华北局报到后不久，

她又和一批北平、天津来的大学生一路行

军 到北平良 去等待分配工作。她当时

的志愿是：第一到部队，第二到工 ，第

三到农村。但结果被分配到《人民日报》

访部兼新华社北京分社当记者，理由是

她在上海交大、清华大学都办过 报，做

过宣传工作。她 得服从组织分配，从

干了一 子新闻工作。

金凤回想解放初的情景，显得相当激

动：“我是幸运的。一是 上时代的巨

变，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

产生了，可写的新闻 多了。二是分到了

《人民日报》，直接当了记者，有机会

参加重大事 的 访，加上那里有很多名

师。新闻界前 范长江、邓 等给予 多

方面的 励与 助，我的直接上级 明、

李庄、田流等更是手 手地 助指导我如

何做一名人民的记者。”

作为《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20

岁的金凤 访了很多重要的政治活动。

她 访了解放军入城式， 访了开国大

典……她有幸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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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0 月，金凤（右）返校参加纪念

清华复员 60 周年活动与老友裴毓荪（左）、

张彦（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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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领导人，访问了刘 承、 、李立

三、谢 、 耀邦、 文 、杨成 等

领导人。她兴奋地谈起她见到毛主席、周

总理、刘 承元 的情景。

1949年6月 的一个下午，金凤随中

央团校第一期毕业班的500多名学员到中

南海去见毛主席。她 着当时的团中

央第一书记 文 走到毛泽东面前， 文

向毛泽东介绍：“主席，这是《人民日

报》记者金凤同志，今天特来 访的。”

金凤一下 了，毛泽东也 看出了面前这

位年轻记者有点 张，微 着 出手来。

金凤 毛泽东的手。毛泽东 着

重的湖南口音说：“好 ，人民的记者同

志，今天可不要发 息 。”也 毛泽东

得是内部接见，所以这么说。金凤 更

了，还是 文 解了围：“来 访，

不写新闻，回去不好向范长江同志交待

”金凤也马上说：“写完 子 主席

查。”毛主席 手说：“我不 ，

要看， 文 同志看 。”金凤心里一

石头才 了地。

那天，金凤有幸听了毛泽东的讲话，

内容虽然与随后的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

民主专政》 不多，但她听来 得更生

动、更具体，为毛泽东的风趣 、深入

出的讲演所 服。第二天，由金凤写出

的 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

1950年初，周恩来、宋庆龄等在北京

设 欢迎苏联 助中国建设的来华专

家，金凤前往 访。 会后又举行了

会， 看到了10点多，而报社发 止时

间是晚12点，金凤十分着急。 会结束

后，周恩来让金凤和他一起走，并告

她，写的 息已经看了，能 发表，还得

示主席。走出大厅，外面正下着 ，周

恩来 在金凤身上，金凤

给周总理 上，随总理进了汽车。在汽

车上，周总理随和地问起金凤的 名、年

龄、参加工作的时间、毕业学校、何时入

党，并 励她说：“凡事开头 ，起步

然不容 ，坚持到 才是最 的。”这句话

成为金凤坚持在新闻记者 位上的座 铭和

动力。

金凤对 访刘 承元 记忆 深。她

让刘 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 想，刘 承

一听， 大 ：“你这个 ，提这样

大的问题。你 ，就 小 子戴一顶大

子，快 到 上了。”刘 承 求在场

的邓小平的意见，改谈二野在解放战 中

的战斗历程。而刘 承与金凤一谈就是一

天，整整8个小时，他的博学、负责和对

青年记者的热情支持，给金凤留下深刻的

印象。

直接接 中央领导人，使金凤得以领

受教益，提高精神境界。这正所 记者

要能“顶天”，但金凤同时又很能“立

地”，她有意识地走向全国各地，深入到工

、农村、部队和群众同 、共命运。

20世纪50年代，金凤不但与人一起编

过《抗美 朝专刊》，还于1953年朝

战后，赴朝 访，写了不少通讯。1954年

9月，她来到 江海岸 离还没有解放的

大陈岛最近的一个小岛——积 岛， 岛

部队的 指导员的“欢迎辞”是：“这是

最前 阵地， 机常来 ， ，

你一个女同志到这里来，不方 ”

但她一待就是 个月。第二年春天，她又

登上刚解放的大陈岛 访，写成6000字通

讯，有人读了后认定这是久经 场的军事

记者 写的，以后还被收入 大学新闻

系教材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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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家的不幸，人民的痛
苦，凄怆摧心肝

1958年，《人民日报》驻各地记者

与新华社各地分社合并，金凤从河北保定

调回北京，到农村部当编辑和评论员。

不久，金凤奉命到河南 访人民公

社，正 上全国7000万人上山大 钢 。

她看到成 的 、 在地里，收不

回来， 产但未 收，非常痛心。她到了

山 ，那里正要放“日产一万 ”的钢

“卫 ”。她马上说:“这不可能，我

有根据。”她 前曾到 钢 访，那里有

20万人，有很多技术人员， 年产360万

钢 。一个十 万人口的 山 怎么可

能日产一万 钢 ?金凤到山上深入调查，

发现这里的 石也没有一万 ，她问公社

书记:“你知道一 合多少 ?”那位书记

支 了 天，最后说:“大 有100多 。”

金凤没有报道这 “卫 ”，而是据

实写了“内部情况”，由报社 给了当时

中央工交部部长高扬。

1960年冬天，金凤和《人民日报》农

村部的周慧之、高山到山西省 上

村，调查农村情况。晚上，她 进一个

军 家中，这家男主人已去世，大儿子参

军， 有大 带着一个八九岁的 子过

活。金凤刚 下， 听到一阵

索索的声响，原来是那 子起来小 。她

被 拉上一点，蒙 ，又 过去。不

知过了多长时间，又听到那 子下 解

手的 索索的声音……一夜之中，那

声音响了六七次。第二天，大 不好意

地解释说:“ 堂里两顿都是 的，

子 得多了，老要解手， 你休息了

……”

“ 来其如何， 心 。”记者

强烈的责任，使金凤急切地想使群众走出

困境。但是，做起来又是何等困 !

1962年，金凤和报社的三位同事到北

京 区 山 调查“包产到户”，这是个

极敏感的问题，党内议论 。有人说这

是“解决农村极 困 的特殊措施”，有

人认为是“ ”，“ 退”……

金凤到了 山 头 大队。她了解

到，大队书记坚决 对“包产到户”，而

大队长赞成，认为包产到户后，上千 的

大田庄 能种得和自留地一样 盛，

产量多少可提高一 。这让金凤 然

心动。 是农民有 ，“上级能

?”

回到报社向领导汇报时，金凤大 地

说：“我认为，在中国农村推行 包产到

户 ，不 可以度过困 时期，还可以推

动农村生产力大大发展一步。”

正当金凤等人结束调查 备写调查报

告时，报社领导小范围传达了毛泽东在八

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千万不要

记阶级斗 ”。报社领导希望他们着重写

“ 集体经济”。 个参加调查的人不

面面相 ， 好写了个模模 的“

集体经济”的调查报告。

不久，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强

调“阶级斗 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

讲”。接着听说， 山 向北京市委报

告，《人民日报》记者到 头 大队

动“包产到户”。幸 当时的北京市委

书记彭真保 了《人民日报》，保 了

金凤。

国家的不幸，人民的痛苦，也是记者

的不幸和辛酸，但金凤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有更大的不幸和痛苦在等着她。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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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罢官、开除党籍、
离婚，苦难的日日夜夜

“文革”风 ，席 神州大地， 刚

正不 的金凤也 了进去。

报社让金凤去北大 访。到那一看，

批斗的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彭 云，她是最

和金凤接上组织关系的清华老同学。批

斗的很多教授是金凤在清华时的老师。金

凤在北大待了7天， 么也写不出，当记

者以来第一次交了白 。

“红卫兵 ”运动风起云 ，刚从上

海被张春桥调到《人民日报》的 让金

凤去 写一 红卫兵的重头通讯。金凤是

学生运动出身，但她是以自己的信 去

感 周围的人，以自己优异的成绩在同学

中树立威信，面对 前红卫兵的打 行

动，她看不 ， 着头 见了聂元 、

大富等“五大领 ”，但写了两个月，也

写不出文章来。 大为光 :“写不出

来，是 想感情不对头 !”

作为记者，金凤不作“风派”，不

风 ，不随波 流，不 环境 ，据实

写了三个内部情况，从 入 境。

1967年1月，金凤到北京 区怀

了解春 生产的备 情况，但怀 从

委书记到大队长全部被“夺 ”，生产无

人指挥， 于 。金凤终于说服“造

派”，解放了一批副职干部，成立了“

革命促生产 线指挥部”，春 总算有人

领导了。金凤回到报社，写了一个内部情

况。据说周恩来看到了， 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让一字不改发在《人民日报》一版

头 。不久，全国各地 成立“ 革命

促生产 线指挥部” 工农业有人管了，

得 了 天下不 的江青，她 说周

恩来是用生产 革命，对写了这一内部情

况的记者金凤也记 在心。

1967年2月，金凤写了第二个内部情

况，又 痛了江青。金凤到 汉，看到

大批干部、 模和工人被戴上“高 子”

游 ，有的 至被戴上一顶 子， 得

不起头。于是她写了内部情况， 起重

视。后来，“中央文革”发了通知，大批

高 子游 现象减少了，不少 模也被“解

放”了，而这是江青所不愿意看到的。

1967年10月，金凤到上海 访。当时

上海“造 派”的头头王洪文故作神秘，

让人领着金凤走过曲曲的楼 ， 过一个

个 间，最后从 户口 进他的密室。在

密室中，王洪文向金凤大讲他指挥“十万

大军”围 上海 机 ，“ 上 ”

的“ 战绩”，谈了一个下午，金凤听

得毛发 然，一字未写。相 ，她 访

了上海刚刚“解放”的一些老干部，将他

们的发言编了一个专版，还写了 人物通

讯，发在《人民日报》一版头 。

金凤写的第三个内部情况是 军

学习“毛著” 众取 ，有 重形式主

义。他们提出“要用毛泽东 想占领天

”，“要用毛主席语录指挥 行”，而

这样做非出事故不可 军动用大批国防

器材大量制作纪念章，纪念章越做越大，

至动用宝 的黄金白银。这个内部情况

了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专案组组长

的吴法 。他与江青在“中央文革”的

头会上 金凤是“地下党即 ，

即中统特务。”江青更 :“ 她 起

来!”幸 周总理说了话，保 了金凤。

可是1968年5月14日深夜，“中央文革”

顾问、《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陈 达亲

自下手令:“立即对金凤 查。”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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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 查就是五年 一个月。一个

间、一张 、一 ，一个人 痛

苦地 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与世

，真 被“活 ”在“ ”里。

最初的两年 让看“毛选”与语录。

金凤想着外面的世界， ，她

着家中老母与三个 子， 夫赵宝 在河

北工作，两三个 期才能回家一次。殊不

知，吴法 又 赵宝 与金凤离 。1970

年后，金凤被批 通读《马恩全集》和

《列宁选集》，沉 在理论海 中，借

生活的痛苦。

1973年6月23日，金凤从“ ”回

到了人间，但面前 是 沉沉的一片，

“文革” 未结束，她的痛苦也未结束，

赵宝 于1970年 与别人结了 。他们见

面后，赵宝 表示要和金凤 。

金凤又 了3年，“四人 ”终于被

粉 ，1976年12月26日，法院 决赵宝

第二次离 ，离 了8年的家庭终于团

圆。金凤从苦海中走上了岸。

投身时代大潮，直面人生，仗
义执言，辛辣文章针砭时弊

“ 困苦， 于成。”金凤说：

“ 文革 后，自己辛辣起来， 出了

一个真实的自我， 于直面人生，面对真

实的世界。认识到世界不是单一色彩。五

光十色的世界需要 的目光和坚定的信

念去探索、去了解、去追求、去奋斗。”

1979年，金凤应邀参加第一个中国

女代表团访问了美国。20多天里，她既看

到美国的 动效率、生活水平高的一面，

也看到这个国家的阶级、种族和贫富的

别、对立，家庭、 和信 机等。回

国后，金凤写了7 文章。其中《美国初

探》被《华尔 日报》 载，并被国家教

委选为出国留学生的学习材料。

改革开放之初，金凤以记者的敏感深

入到河北、安徽等地报道新型农民、农民

企业家。她来到最 实行大包干的安徽

地区， 写了通讯《第九个春天》，发

表在《人民日报》一版。同时，对 长负

责制等新时期的重大题材她都参与报道，

写了很多有分量的作 。

金凤认识到手中的笔的分量，她不

在作“奉命文章”，更多地了解真实情况，

为党和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 义 言。

北京市自来水 近 了个 织 ，

重 水源，群众意见很大，全国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去考 ，都很 。金

凤知道这事会得 一些人，但她经过详细调

查， 事给 了出来，也 动了当时

北京市委的神经，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金凤还曾写有关于北京市领导班子的

一个内部情况， 了很大功夫，揭示出

的方方面面及问题的实质，给中央作了

很好的参考。

金凤热情地为改革开放 歌欢 ，同

时她也了解改革开放的 与挑战， 于

身而出， 义直言，写出辛辣的文章。

作为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新闻记者，

金凤始终关 着共和国的命运。 个世纪

的记者生涯，她的足 已 西藏和青

海以外的各省区。为共和国所作的一切，

为她的人生 上 重的一笔。金凤已

出版了6本书，共200多万字。她不满足，

笔 不止。从金凤身上，使人感受到的

不单是她敏 的 想， 一 的激情，更

感受到她那 与共和国的 搏、时代的

搏一起 动的心。

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