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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坚（1922年—1991年），原名陈志毅，山
东黄县（今龙口市）人。其父亲陈文其1925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陈伯坚
自小就深受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追求进
步。1938年6月12日，16岁的陈伯坚在黄县参
加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三军，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革命生涯。因他读
过书、懂音乐、会唱歌，所以参军后被安排在宣传
队工作。转年，他被调到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担任音乐教员，不久又被调到胶东区党委领导的
抗战剧团（后改为鲁迅剧团）担任教员。1939年，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18岁的陈伯
坚被调到大众报社当记者，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
之路。

行进在乡间的青年记者

陈伯坚来到大众报社后，便被派驻胶东区党
委和胶东驻军机关，主要承担党政军领导机关重
要新闻的报道和保持领导机关与报社联系的畅
通工作。在这里，他不仅从接触到的大量重要文
件和领导讲话中了解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
受到区党委和部队领导及机关干部优良传统和
作风的深刻影响，思想和新闻业务都进步很快，
很好地完成了各项报道任务。

1941年8月，新华社胶东大众社成立以后，
根据工作需要，他从机关回到社里，在做了一段

时间的内勤编辑工作之后，便开始执行外勤采访
报道任务。

陈伯坚先是一头扎进抗日根据地的农村，采
访报道乡村新闻。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东海
专区农村采访，发出了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新闻。

1942年秋，胶东农村正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增
资运动，陈伯坚来到文登县采访。10月，二区大
时家村发生了一起两名雇工因要求增资而遭地
主殴打致伤事件。这个地主姓侯，十分霸道，村
里没人敢惹他，家里两个雇工的报酬长期被压得
很低。在轰轰烈烈的减租增资运动中，两个雇工
向侯某提出增加报酬的要求。侯某不但不答应，
反而对他们破口大骂，并且收买流氓在街上叫嚷
说两个雇工想造反。两个雇工要求到区职工会
讲理，侯某竟抓起铁锨，和几个被收买的流氓一
起对他们大打出手，将二人打得浑身鲜血直流。
这是一起地主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减租增资政策
的严重事件。消息传开不到三四个钟头，周围村
庄500多名雇工便迅速集结到大时家村，向地主
侯某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向县政府告发。同
时，集会群众向侯某提出四条要求：第一，侯某承
担受伤雇工的医疗、养伤费用，养伤期间工资照
发，并负责抚恤伤者亲属；第二，增加工资；第三，
在群众面前公开承认错误，向受伤雇工道歉；第
四，保证以后绝不虐待雇工，并允许雇工自由参
加抗战活动。侯某全部拒绝。集会群众一边继
续与侯某进行斗争，一边照顾两名伤者，一直坚
持到天黑。第二天，文登县工、农、青、妇、商、学
各界人士4000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受
伤的两位雇工被担架抬着参加游行。游行队伍
沿途高喊口号，每到一村都发表演讲，痛斥地主
侯某对抗中央政策、残暴打人的罪行，呼吁民众
团结起来援助受伤雇工、与地主侯某进行斗争。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侯某仍拒不接受集会群
众提出的要求。社会各界一边联合向县政府告
发，一边要求其他地主执行中央政策、提高雇工
报酬。县政府判决，地主侯某必须接受集会群众
提出的全部条件。在宣传教育和舆论压力下，其
他地主都提高了雇工报酬，侯某被完全孤立起
来。随后，县里召开斗争大会，许多群众上台对
侯某的罪行进行批判。面对社会各界人士的严
厉痛斥，地主侯某不得不低头承认错误，并答应
接受群众提出的全部要求。

陈伯坚在采访完后很快写出通讯《“大时家
事件”》。10月9日，《大众报》在第一版刊发了这
篇通讯。《“大时家事件”》的发表，对胶东区正在
深入开展的减租增资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
坚持与中共中央减租增资政策进行对抗的地主
改变了态度，愿意接受给雇工增资的条件；广大
农民群众受到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夺取减租减息
增资运动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区减租减息增资
运动出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1944年12月15日，文登县召开全县劳动英
雄代表大会，这是胶东区召开的第一个县级劳动
英雄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总结交流
生产经验，讨论制定生产计划，评选全县劳动英
雄。20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会场附近
的 5000 多名群众前来参加，“像赶山会一样热
闹”。县委领导为获得“劳动英雄”称号的张富
贵、倪日滋、王克俭、王仁忠、于得海、张锦艳6人
披红挂彩，并分别发给黄牛、耕犁、铁镢等奖品。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全县生产展览会。持续6天
的全县劳动英雄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富有成
效。大会开了6天，陈伯坚在会内会外紧张地采

访了6天，掌握了大量生动感人的新闻素材。会
议结束后，他很快发出消息《文登举行劳英大
会》，详细报道了这次劳动英雄大会的盛况。
1945年1月25日，《大众报》第一版头题刊发了
胶东支社的这一重要消息。在此后不长的时间
里，先后有多个县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对推动
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伯坚喜欢参加群众举办的各种活动，这些
活动很快便成为他笔下的新闻。1943年12月26
日，牟海县（今乳山市）第十区小学教员50多人和
当地参加民兵干部训练班的200多人，联合举行
了一次时事座谈会，驻军某部一位领导干部应邀
参加。座谈会的内容有“一·二九”“一二·一六”
学生运动的意义和经验教训、苏联红军伟大胜利
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日本的新动向等。参加
座谈会的教员和民兵讨论得非常热烈，驻军某部
干部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解答，大家都感
到收获很大。陈伯坚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后，
他发出消息《牟海小学教员、民兵召开时事座谈
会》（1944年1月14日《大众报》）。

在根据地的农村采访，重大新闻不多，更多
的是一些小事儿。陈伯坚善于从小事中发现新
闻、报道新闻。1943年冬季，冬学运动再次在胶
东农村开展起来。1944年春节后，陈伯坚在海
阳县五区港里村采访时，村干部给他讲了这样一
件事：这个村的冬学原来是按星期制安排开课时
间，就是每七天休息一次，星期日休息。由于农
民的星期制概念比较淡漠，经常因记不住哪一天
是星期日而错过一些上课时间，耽误了学习。后
来他们改为五天制，就是五天休息一次。具体安
排是：初四、十四、二十四日这三天休息日为群众
团体活动时间；初九、十九、二十九日这三天休息
日为民兵活动时间。这么一改，群众都非常习
惯，再也没有出现有人因记不住休息日而耽误到
校学习的现象了，各群众团体和民兵的活动也都
很有规律地开展起来。陈伯坚觉得，这件事虽
小，但对根据地正在开展的冬学运动有普遍意
义。他发出消息《海阳五区港里村冬学实行五日
休息制》（1944年2月7日《大众报》），介绍了港
里村的经验。这一报道发出后，根据地很多地方
都借鉴港里村的经验，对冬学管理制度进行调
整，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作战前线抓新闻

在根据地乡村采访，陈伯坚像是一位泥腿子
农民，整天与群众打成一片；在作战前线采访，陈
伯坚就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总是靠近战斗前沿记
录我军将士英勇杀敌的事迹。

1944年8月中旬起，胶东部队发起对敌秋季
攻势，攻克牟平县水道据点是这次对敌攻势行动
中的重要一战。水道据点是日军控制胶东半岛
东部的一个战略要地，也是敌人屡次进行大扫荡
的兵站。这个“钉子”不拔，对我根据地危害很
大。8月24日深夜，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愚与东
海军分区首长刘涌、仲曦东、于得水等，指挥胶东
军区第十六团、东海独立团向水道据点发起猛
攻。东海独立团二营等共600余人，在尺坎与曹
格庄之间的大路两侧设伏打援。陈伯坚进入前
线指挥所进行采访。25日上午10时，增援日军
到达尺坎村北。敌人刚进入我埋伏圈，我军爆破
组就拉响了预先埋设的38颗地雷，炸得日伪军血
肉横飞。随后，埋伏在附近的东海独立团二营指

战员等向敌群一阵猛烈射击，随即发起冲锋，与
日伪军展开白刃战。经过3个小时激战，我军打
退了增援水道之敌。此次尺坎伏击战，击毙日伪
军40余人（其中日军顾问一人）、伤10多人。在
前线指挥所采访的陈伯坚掌握了前线阵地作战
的大量情况，战斗结束后，他又立即采访刚从阵
地上下来的干部战士，了解了对日伪军展开肉搏
战的详细经过。回来后，他很快发出通讯《刺刀
刺在敌人的胸膛》（1944年9月16日《大众报》），
生动记述了二营指战员在肉搏战中英勇杀敌的
感人事迹。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与驻青
岛、即墨的日军勾结，进攻我根据地，对人民群众
进行欺骗宣传，企图窃取胶东军民抗战果实。陈
伯坚在前线采访期间，不断发出报道，揭露日伪
勾结的罪行。8月底日军重新占领即墨城后，国
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即亲率三个团进驻即墨县城，
配合日军出动袭扰；国民党投降派李先良则派兵
进驻青岛市外围东、北部日军移防后空出的地
带，帮日军镇压百姓。陈伯坚发出消息《李逆先
良、赵逆保原在青岛、即墨城与敌寇公开合流》，
揭露了日伪合流烧杀掳掠的罪行。9月9日，《大
众报》第一版头题刊发了胶东支社的这一报道。
9月5日下午，驻即墨县城的200多名日军与国民
党军赵保原部残敌300多人，开出4辆坦克、2辆
汽车，分两路向即墨县城西北的我军阵地进攻，
被我军击退。9月7日，陈伯坚发出电讯《即墨城
敌带领赵保原残部向我进犯被击溃》。

陈伯坚在前线采访期间，发出的报道还有
《栖招莱敌寇报复“扫荡”投降派赵保原配合敌
伪出动》（1944年5月16日《大众报》），《南线我
军炸毁胶济路沧城段》（1945 年 9 月 3 日《大众
报》），《青岛伪保安独立团二中队全部携械投降
我军》（胶东支社1945年9月14日电）等。

记者诗人

中国人大多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耳熟
能详，每每听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
歌声，都会感到十分振奋。但很多人不知道，这
首歌与陈伯坚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

1950年10月，作为首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报道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在前线采访时发
现某连队墙报上有一首表现“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诗。他赶紧抄在笔记本上，并在文字上略
作修改，如原文中“迈过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
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打败美
国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帝野心狼”等。11月25
日，新华社播发陈伯坚采写的战地通讯《在朝鲜
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他在文章开头引
用了自己从墙报上抄录下来的那首诗。次日，
《人民日报》以《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
的谈话》为题刊发了陈伯坚的这篇通讯，并将这
首诗排在副标题位置。这篇报道发出后，感动了
无数国人。著名音乐家周巍峙当即为这首诗谱
曲，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这首诗的发现，反映出陈伯坚作为记者的新
闻敏感；这首诗的修改，则反映出陈伯坚作为诗
人的深厚造诣。其实，在新华社胶东支社、胶东
分社担任记者时期，陈伯坚就曾发表过不少诗歌
作品，如《妈妈，你看这麦田》《我们记起……》
等。1945年2月12日《大众报》刊发的长诗《一
块小石碑》，是他当时的代表作之一。

《一块小石碑》的创作背景是：1945年2月9
日，陈伯坚在采访报道完文登县劳动英雄大会返
回途中，专程到文登县西部的崔家口村去拜谒了
理琪同志墓。理琪是中共胶东特委书记、文登天
福山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2月24日）的主要
组织者和领导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
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1938年2月13日，正
在牟平县城南雷神庙召开第三军领导干部会议
的理琪等同志被日军包围。日军在飞机掩护下
频频发起攻击，理琪等人奋力抗击。战至黄昏，
日军被迫撤退。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
日的第一枪。激战中，理琪身负重伤，不幸牺
牲。次日，部队将理琪的遗体安葬在圣水岩山下
的崔家口村（两天前他带领部队从这里出发攻克
牟平城）东山坡上。村里有个石匠，在理琪墓前
竖起一块不大的石刻墓碑。国民党军队对此十
分恼怒，就把这块小石碑挖掘出来搬到很远的地
方。但是，当天晚上，老百姓又把小石碑搬回来
竖起来。如此反复两三次，最后国民党军队只好
放弃破坏。拜谒理琪墓回来后，陈伯坚心情久久
难以平静。当天夜里，他挥笔创作了长诗《一块
小石碑》。

在这首60多行的长诗里，陈伯坚深情地讲述
了小石碑的故事，表达了对理琪的崇敬之情，也
表达了对那个不知姓名的石匠和当地百姓的赞
赏之意，还表达了对日伪军的无比愤怒。诗的最
后一段写到：

如今，这里早已解放，
理琪同志的坟每年都有新土添上，
——有部队的，
有路过来瞻望的同志的
而更多的却是老百姓的。
那小石碑虽已苍老了许多，
却依旧傲然地站着（就像理琪同志一样），
望着人民的笑脸，
听着自由的欢唱。
谁也掀不倒它，
因为它不是块石头，
而是千万人的力量。
在这首诗的尾部，陈伯坚讲述了理琪同志牺

牲和“安葬在文西圣水岩之下”的经过。最后，他
写到：“理琪同志牺牲已经整整七年了。七年来，
胶东抗战有极大发展。理琪同志若有知，也会感
到十分快慰吧！”

陈伯坚的这首长诗，有故事、有情节，有抒
情、有评论，生动感人，意境深远，在今天看来依
然是一件难得的佳作。

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曾担任胶东文协
会长的马少波曾说过，陈伯坚等人当时创作的
反映战争、歌颂英雄、揭露日伪和投降派的诗歌
等作品，“像号角一样动员群众，像匕首一样刺
向敌人”。

1947年8月，陈伯坚调任新华社华东野战军
分社第十三纵队支社社长兼前进报社社长。
1950年10月，他作为首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
朝的新华社记者，进入朝鲜战场进行战地报道。
之后，历任新华社志愿军分社副社长、志愿军总
分社编辑组组长、朝鲜停战代表团秘书处新闻组
组长、开城记者团秘书长。1955年，他进入中国
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后历任新华社驻开罗和巴
格达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国际新闻部编辑、东
方组组长、副主任、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
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新
华社亚太总分社社长，香港文汇报社副社长。

陈伯坚在胶东的新闻工作岁月
□殷成明

1950年10月，作为首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报道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在前线采访时发现某连队墙报上有一首表现“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诗。他赶紧抄在笔记本上，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如原文中“迈过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打败
美国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帝野心狼”等。11月25日，新华社播发陈伯坚采写的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他在文章开头
引用了自己从墙报上抄录下来的那首诗。次日，《人民日报》以《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为题刊发了陈伯坚的这篇通讯，并将
这首诗排在副标题位置。这篇报道发出后，感动了无数国人。著名音乐家周巍峙当即为这首诗谱曲，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9491949年春年春，，陈伯坚陈伯坚（（右二右二）、）、胡修亚胡修亚（（中中，，19491949年年99月月11日与陈伯坚结婚日与陈伯坚结婚））与战友们在一起与战友们在一起。。

陈伯坚陈伯坚（（19481948年年）。）。

陈伯坚陈伯坚（（左左））与弟弟陈志昂与弟弟陈志昂（（右右））合影合影。。

陈伯坚陈伯坚（（19461946年年11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