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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肖鸣锵（曾用名萧鸣锵），缘起今年2
月，她将珍藏多年的10件革命文物捐赠给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10件革命文物是她的
父亲——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萧华清革命历
程的实物见证。

老人虚怀若谷、温文尔雅的风范，让人由
衷敬佩。得知她的故事后，更让作为新闻后辈
的我，不禁想起“万般皆不是，方知我是我”的
名言。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带着“重
报艺文志·口述”栏目的撰稿任务，我再次走进
94岁高龄的肖鸣锵位于渝中区解放西路66号
重庆日报家属院的家，希冀用文字记录下这位
中共老地下党员、重庆日报高级记者、“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的
精彩人生，以及她“以笔述史”的传奇。

走上革命路
参加会师大会签名“会师旗”

梅花枝头鸟闹春，玉兰馥郁满人间。3
月4日，走进重庆日报家属院，春意勃发，静
谧秀美。

肖鸣锵身着一件喜庆的红色外套，坐在轮
椅上，慈眉善目地迎接我们。“听说你们要来，
老人家特别高兴，尤其你们又是她曾工作多年
的重庆日报的记者，特别亲切。”肖鸣锵的女儿
崔健说。

由于年迈，老人的行动只能靠轮椅，听力
也有所下降，说话显得比较困难，采访更多依
靠崔健当“翻译”，以及她保留下来的大量文字
资料和著作。

对于她的精彩故事，我们就从摆在她家电
视柜上的一件文物影印件谈起——

这是一面“会师旗”，是成都解放后解放军
入城部队与四川地下党举行会师大会时用过
的红旗，上面有超过205个（部分已模糊不清）
签名，包括贺龙、王维舟、李井泉、马识途等人
的签名，也有肖鸣锵的，现在保存于四川省档
案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原来，肖鸣锵早在1949年2月就加入了中
共地下党，从事革命工作。而之所以走上革命
道路，与她的父亲萧华清密不可分。

萧华清，1894年生于四川省彭县（今彭
州）。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萧华清积极投
身到这一时代洪流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5年底，应吴玉章之聘，他来到重庆，
担任重庆中法学校教务主任兼英文教员，并由
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抗议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南京，1927
年3月31日，重庆各界民众在打枪坝集会，声
讨帝国主义罪行，地方军阀安排枪手和打手，
手持短枪、大刀、棍棒，见人便打，逢人便杀，制
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作为集会的组织者之一，萧华清抱着“机
关枪摆起我也还要去”的坚定信念，很早就赶
到会场，目睹了惨案发生的全过程，所幸后来
跟着一个商团逃离了现场。

因被通缉，萧华清先后流亡到宜昌、武汉、
上海等地，度过了10年的革命流亡生活。

肖鸣锵就是于1930年萧华清流亡于上海
时所生。“当时，我们家住在上海法租界内。我
从小就经常听到父母愤懑地讲述外国殖民者
欺辱中国人的事，留下了很深的屈辱的印痕。”
肖鸣锵说。

全面抗战爆发后，萧华清于1938年1月经
西安回到成都，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各种革命
活动。肖鸣锵也就随父到成都，先后就读于成
都协进中学（初中，现为成都市树德协进中
学）、成都女中（高中）。

1947年，成都地下党为了指导学生运动，
创办了《学生报》，肖鸣锵成了该报的通讯员。
之后，她还担任了编辑《每周时报》副刊《中学
生》的任务。

“我高中毕业后，由梁其英、关山介绍，于
1949年2月加入中共地下党。”肖鸣锵说。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1
月3日，解放军入城部队与四川地下党在当时
成都商业街励志社举行会师大会。

参加会师大会的人员有军队代表、西南区
党委各主要负责人以及地下党员代表，肖鸣锵
就在其中。

“当时，进门口的桌子上，就摆着一面‘会
师旗’，大家纷纷签名留念。”老人回忆：贺龙的
字签在最上头，旁边是王维舟（时任西南.军政

委员会副主席）……她则把名字签在了红旗的
左侧中上位置。后来这面红旗被四川省档案
馆收藏。

会师大会从下午5点开始，贺龙在讲话中
充分肯定了地下党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勉励

“南来的党员和原地下党员应互相学习、互相
尊重”“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同志们还不愿离
去，最后贺龙同大家合唱了国际歌，才慢慢
散场。

值得一提的是，这面“会师旗”并非真正
的五星红旗，只在红旗的中间缝制了一颗五
角星。

“那是因为当时通讯比较闭塞，大家只是
在广播里听说北京升起了五星红旗，但五星
红旗究竟长什么样，却不知道。人们就根据
自己的理解，在中间缝了一颗金色五角星。”
肖鸣锵说。

“去年，我妈妈的母校——成都市树德协
进中学原校长助理张勇来拜访老校友，将这件
文物的影印件赠送给她，她特别喜欢，把它摆
在了家中最显眼的位置。”崔健称。

凉山20年
留下“新闻工作中珍贵的一页”

“寒风咆哮着，街上的灯时明时暗，人们早
已紧闭门户了。从街的一头快步跑来一群解
放军，接着又是一群，向东去，向东去。脚步那
么急促，面孔那么严肃，他们将去战斗，他们永
远捍卫和平和幸福，他们却也憎恨恶魔，他们
到了哪里，哪里就出现和平……”这是肖鸣锵
至今保留着的日记本上的一段话。

该日记写于1956年1月21日，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这也被她视为自己新
闻职业生涯中“珍贵的一页”。

1949 年 12月，因在高中时当通讯员的
经历，肖鸣锵喜爱上了新闻工作，被分配到
川西区民主妇联，担任《川西妇女》编辑，后
又到《西南青年》《青年生活》从事编辑和记
者工作。

“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西康省建制的决议，其行

政并入四川省。四川将大批干部调往甘孜、阿
坝和凉山地区，我踊跃报名，被调到了凉山彝
族自治州。”翻阅相册，一张肩挎机枪的照片，
让肖鸣锵陷入深深的回忆。

黑白照片上，她一头短发，身着棉衣，脸带
青涩，却目光坚定。

“这是我到凉山时拍的。”肖鸣锵说，1955
年12月，她离开城市，去到偏远的凉山地区。

“当时的凉山真像书里写的，刀耕火种，广种薄
收，奴隶主占有了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奴隶。
千年的铁锁链要打碎、砸烂，我庆幸自己参加
了这一斗争，成了一名‘战士’，在我一生中留
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她说。

1958年，凉山州委调她参加筹办《凉山
报》，她又从握枪的“战士”变成了握笔的记者。

那个时候的肖鸣锵充满朝气，积极向
上，学习了彝族语言，还经常跋山涉水，冒风
雪严寒，深入凉山地区海拔4000多米高山腹
地采访，与彝族人民打成一片，并培养了不
少通讯员。

彼时，肖鸣锵的报道富有浓郁的民族特
色，作品《展翅飞翔的红毛妈姑区》，反映了
凉山的巨变；《千斤社里春意浓》，展现了昭
觉南坪乡翻身奴隶生机勃勃、积极抓农业生
产的情景；《访翻身奴隶翁姑拉洛的家》，写
出了一户翻身奴隶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在
经济上也翻了身……不少作品被《中国新
闻》、香港《大公报》等广泛转载，产生了深远
影响。

肖鸣锵在自己的文章《我的新闻生涯》中
写道：“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深入民族地区采
访，不仅使我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更锻炼了意
志和毅力。在凉山工作的20年，我把它视为
在新闻工作中珍贵的一页。”

实事求是
为张露萍烈士“仗义执言”

看了舞剧《绝对考验》的观众，无不为剧中
主人公“萍”感动。

这部精品舞剧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旅游委出品，重庆歌舞团制作、演出，以红
岩群英谱中的女英烈张露萍为人物原型，以舞
台艺术再现了“萍”受组织秘密指派，从延安来
到重庆，成功打入军统机关内部，背负“叛徒”
骂名，出色完成任务，被捕后经受绝对孤独的
考验，至死也未暴露真实姓名和共产党员身
份，直至牺牲38年后才得以恢复名誉和身份
的故事。

很少有人知道，张露萍恢复名誉和身份，
与肖鸣锵的“仗义执言”有关。

1978年5月，在凉山工作20多年后，肖鸣
锵被调到重庆日报社，先后在科教部、《星期
天》增刊组、文体部工作。

1982年 9月，张露萍烈士的事迹尚未公
开，肖鸣锵去成都参加座谈会，听到张露萍的
好友车崇英讲述了有关张露萍的事迹，被深深
打动。

返回重庆后，肖鸣锵即刻写出题为《敢于
用耳光教训大特务的女共产党员》的通讯，刊
发于重庆日报《星期天》增刊。这是第一篇报
道张露萍烈士事迹的文章。

1983年，中央调查组经过广泛调查取证，
加上叶剑英同志亲自写材料证明，张露萍的身
份大白于天下，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经过多年新闻实践，我的报道突出两
点：重视发掘新闻价值，报道了一些独家新
闻，把那些群众关心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新
闻，及时反映到报纸上；坚持真理，反映事物
的真实面貌，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新闻
观。”肖鸣锵说。

“透过母亲那些浸含着墨香的新闻作品，
我不仅看到了我国不同时期发展历程的一个
个缩影，也从中看出母亲50多年从事新闻工
作的足迹，以及她为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付出
的大量心血。我被母亲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
比忠贞和执着追求精神深深打动。”同为媒体
人的崔健，在谈到自己的母亲时，语气中充满
自豪。

在肖鸣锵眼里，人物专访是一种融新闻
性、探索性、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的
较吸引人的新闻体裁，因此她特别喜欢写人物
专访。在她的笔下，不仅有巴金、韦君宜、马识
途等大文学家、艺术家等，更有修炉工、修脚
工、挑粪工、女民警、女大副等在日常生活中熠
熠生辉的普通人物。

这些报道特色鲜明，栩栩如生，有的采用
白描手法，使人物更加突出，至今仍有研究保
存价值。

修志著书
记录下重庆百年报业史

“一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新闻事业史，
顶得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一时期的中国
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的这一论断，在中国媒体
界传播甚广，更深深地影响了肖鸣锵。

1989年，肖鸣锵退休，“闲不住”的她随即
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始了为期10年的
重庆新闻史、报业史“编志”。

为了编写《重庆市志·报业志》，她跑遍四
川、重庆的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走访
了大量老报人，搜集到不少弥足珍贵的第一手
材料。

2000年，《重庆市志·报业志》由重庆出版
社出版。该志以文字叙述为主，全面反映了
1897年到1997年这一百年的重庆报业发展状
况。其中，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是全
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报业也得到
长足发展，不少外国通讯社都在渝设立了分
社，许多外国报刊记者亦常驻采访，为客观反
映这一状况，该志还进行了专章、专节叙述。

《重庆市志·报业志》由此成为一部重庆报
业的综合性资料著作，对深入了解重庆报界、
新闻界具有史学价值。

此外，肖鸣锵还参与编辑了《抗战时期重
庆的新闻志》一书，得到方汉奇等人颇高评价。

肖鸣锵对新闻事业的这种热爱，被好友们
称赞为“编辑的自我提升”。她的好友艾白水
说，多年来，肖鸣锵热心热肠，快人快语，即使
碰了钉子，她依然坚定不移。这是党的新闻工
作者不忘初心的本真体现。

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市新闻工作者协
会原主席周勇表示，肖鸣锵同志的工作和为
人，有乃父萧华清先生的遗风。在岗位上，她
是一位朝气蓬勃、勤奋出色的新闻记者；退休
后，更是一位老而弥坚，为新闻事业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的老战士。

作为老一代新闻工作者，肖鸣锵记录历
史、见证历史，更不忘为新闻著史，让人折服。

撰写此文时，我的耳畔反复回响起肖鸣锵
在接受采访中多次重复提到的一句话：“我以
当一名人民的记者感到无上光荣。”

人民的记者，心系人民、服务人民，以人为
本、人民至上。与其说，这是肖鸣锵的职业骄
傲，不如说，这更应该成为所有新闻工作者永
远不变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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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肖鸣锵在重
钢采访。

▲1992年，肖鸣锵（中）与张天授、文履平3
位老同志进行新闻史志编修工作，搜集整理大
量珍贵新闻史料。

▲工作中的肖鸣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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