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时期报刊介绍·

《大声》周刊介绍

赵　可

　　《大声》周刊于 1937年 1月 17日在成都创刊,由中共地下党

员车耀先和一批爱国进步青年主办, 历时一年零七个月, 是成都地

区宣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的著名进步刊物。

一　《大声》的诞生及发展历程

　　西安事变爆发后, 全国出现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成都各界

对时局发展极为关注。以经营“努力餐”饭馆为掩护, 致力于成都抗

日救亡和中共党组织重建活动的车耀先决定以最短时间公开出版

一份刊物。1937年 1月 17日《大声》周刊诞生。车耀先任社长,薛

特恩主管发行, 周海文、彭文龙、胡绩伟任编辑,社址位于祠堂街

172号“努力餐”饭馆楼上。

　　《大声》创刊号声明其宗旨为:“介绍现代知识,讨论时事问题;

站在国民立场,督请政府团结御悔;强化民族意识,拥护中央抗日

救亡; 大声疾呼, 唤起民众; 辅助教育, 服务国家。”《自我介绍——

代发刊词》表明该刊的座右铭为:“假话宁可不说,真话总要说点”;

“与救亡图存不相干的废话不说”;“理论歪曲和虚构事实的文字不

载”。

　　《大声》的问世冲破了国民党当局把持四川舆论的局面,对推

动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该刊由此遭到地方当

局的迫害, 4月 17日《大声》出了第 13期后, 被政府以“消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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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正确”的借口查封。

　　在车耀先的努力下,《大声》更名为《大生》, 在成都暑袜街继续

出版,“面目虽然不同, 声音却是一样”。6月, 政府当局又以“更名

出版,言论更为荒谬”为由, 将仅出版 5期的《大生》周刊查封。

　　在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援助下, 车耀先等又在成都东御街筹划

出版《图存》周刊。拟于7月 9日出版的第1期印毕待发时,七七事

变的消息于 8日传到成都。为尽快对此作出反应,当天由胡绩伟赶

写的宣言《以血肉的抗战答复敌人的侵略!》以图存社的名义立即

散发全城。但是, 7月 24日该刊第 3期出版后即被地方政府取缔,

理由是“未经批准,违法出版”。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 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 11月 5日《大声》复刊。复刊后的《大声》

“面目虽然一样,态度却有不同”, 以“巩固团结, 抗战到底”为指导

方针来唤起民众。1938年 8月 23日,在顽固派的百般刁难和重重

压制下,《大声》复刊号出版 40期后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无理查

禁,车耀先撰写了《停刊辞》,表示: “今后仍本救亡天职, 大声呈请

复刊。”这一愿望在当局的高压政策下终未实现。

　　创刊后 4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 3次变易刊名的《大声》周刊,

总计出版了 61期,约一百数十万字。其中:《大声》13期, 《大生》5

期, 《图存》3 期, 《大声》复刊 40期,另外从《大声》复 34号起每期

出增刊一份, 共出 7份。

　　从创刊到终刊的一年七个月里, 《大声》周刊克服了办刊经费

严重短缺和发行渠道不畅的巨大困难,在抗战后方人民群众的信

赖和支持下坚持办刊。该刊创刊不到 3个月就畅销 5000份, 后来

发行到上万份, 成为当时四川抗日救亡报刊中出版较早、发行较

广、读者众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进步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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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声》的主要内容

　　《大声》周刊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37

年初创刊到更名为《大生》后于同年 6 月被查封; 第二阶段是从

1937年 7月《图存》出刊到 1938年 8月《大声》复刊被查封。该刊

内容在两个阶段有不同侧重。

　　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误国政策,促进“对内民

主和平, 对外团结抗战”局面的早日实现,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成

都地区的蓬勃开展。

　　这一时期经常给《大声》撰稿的除车耀先、薛特恩外, 还有周海

文、彭文龙、胡绩伟、张宣、彭为果、张文澄、车辐等进步青年。

　　《大声》创刊后第一个吸引人心的宣传, 就是报道西安事变真

相,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车耀先针对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歪曲事

实以混淆视听的作法, 以笔名笠盟发表《宣传和谣言》一文,用收听

西安电台记录和摘录的外电报道,将事变真相巧妙地公诸于众。文

中既有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 也有蒋介石离开西安时的六点诺

言,还有各方政治势力对此事件的态度和反应。创刊号中呼吁:“我

们民众对西安事件应绝对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 不能让人民血汗

买来抗战的子弹,自耗在‘中国人打中国人’上面。”张学良被扣留

南京后,《大声》刊发了《望蒋返京望张返陕!》和《今日之张学良》等

文,为张辩护,称赞: “光明磊落大勇大谋的张学良,不惟我国历史

上少见,即世界各国也不多得。”并且提出应当使“张学良早日回陕

整理部曲,还我们举国一致的欢腾! 还我们抗战前夜的和气”! 该

刊还登载了《共产党调停陕变通电》、《双十二前张学良之请缨抗战

书》、《双十二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此通电成都仅《大声》一家

全文刊载)等重要文件,发表有《和平解决陕事》、《陕局好转与一二

八抗战》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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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抨击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所散布的种种妥协投降谬

论,指出亲日派“比公开投降敌人更阴险”。在《纪念伟大的总理,检

讨异志的党人》的文章中揭露汪作为孙中山三大政策遗嘱的起草

人,现在公然推翻总理遗嘱,还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共存共荣。文

章质问道:“这样的党员难道还是总理的信徒吗?”其他如《我们希

望于汪先生者》、《汪先生“还跳火坑”吗?》、《感谢汪先生的“救亡图

存”之整个计划》等文章,均以犀利的笔锋酣畅淋漓地驳斥了亲日

派所谓“妥协和平论”、“感敌论”、“同化异族论”的荒谬。

　　该刊还特设一些专栏以通俗的语言讲解时事。从第 4期至第

11期,《大声》连载了胡绩伟以笔名丁一九撰写的《谁胜谁负》通俗

讲话, 从中日两国的军备、资源、人力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进行

了对比分析, 阐明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深受读者欢迎。

　　号召青年学生、妇女和知识分子参加救亡运动是这一时期《大

声》宣传的重点。《怎样做个时代青年》等文为青年学生指明了前进

的方向, 鼓励他们在抗日救亡中“担负起唤醒群众,组织群众和领

导群众的工作来”。讨论妇女和救亡问题的专栏《妇女界》,提出“女

子是救亡运动的主力军”等主张,呼吁广大妇女: “为着民族的生

存,为着自身的利益,都应该起来, 积极地去参加反日反汉奸救亡

运动!”以达到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双重目标。张宣在《知识分子

开动!》中,满怀激情地呼唤:“民族需要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开

动!”《报告文学运动》、《我们要看爱国戏》、《国防文学与创作口号》

等文章则希望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抗战文艺作品,

“使一切作家的笔变成有力的武器”, 并用“那种特殊的武器来巩固

我们的国防”。

　　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 谴责日军的侵华罪行;报道战况并

歌颂抗战将士;积极宣传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 呼吁巩固和发展民

族统一战线, 争取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揭露抗战后方存在的消极

现象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的严重事件。

　　这一时期该刊的主要撰稿人,除以前的进步青年外, 还有黄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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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张志和、沙汀、范长江、邹韬奋、欧俊等社会知名人士。

　　抗战全面爆发后, 该刊发表的《为广州被炸而呼吁》和《反对轰

炸不设防城市大会》两篇文章,严厉谴责日寇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罪

行,呼吁国际社会对此“作有力的声讨和有效的制裁”。文章还展示

出中华儿女对于“抗战一年以来, 日寇对我们所施的种种兽行”永

志不忘“复仇”的坚定信念。该刊还将日军灭绝人性地准备“散播伤

寒毒菌于陕晋冀抗敌意志最坚决地带,以消灭我所有同胞”的罪恶

行径公布给大后方人民,并由此发起为前线将士防毒募捐运动。

　　《大声》复刊后每期均设《战情展览》专栏, 先后对正面战场的

南京保卫战、山西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都有客观详尽的报道。

对于川军的抗战活动, 该刊予以重点报道。《今天才认识饶将军》、

《光荣的死》、《悼刘司令长官》等文盛赞为抗战而牺牲的川军将领

饶国华、王铭章、刘湘, 称其是“现役军人中的模范人物”。《川军一

鸣惊人》、《与赖德祥监军谈话的经过》、《陈静珊将军告诉我们的前

线消息》以及来自东西战场的特写、战士的家书等,都反映出川军

在前线作战英勇, 以致“全国对川军的观感,也为之一变”的情景。

　　复刊后的《大声》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共的立场, 积极宣传全面

抗战路线,争取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社评《抗战! 抗战! 抗战!》

指出:“我们唯一希望就是全国抗战!敌人最害怕的也是全国抗战!

我们唯一生路也只有全民族最英勇的抗战!”该刊还转载毛泽东、

周恩来、凯丰、洛甫、朱德、林祖涵、李维汉、罗瑞卿等中共领袖人物

的重要文章, 以系统论述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抨击国

民党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1938年 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4月 1日大会通

过《抗战救国纲领》。《大声》对此作了积极的宣传报道。车耀先的

《建国的新动向》等文, 高度评价了此次大会的意义, 同时希望政府

“除了将这些进步的决议继续发展外, 在最短期内,一一地把它实

现出来”。该刊发表的《谈保甲》、《对于今后川政当局的期望》等数

十篇文章,对国民政府和四川地方当局提出迫切的改革要求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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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积极的改革建议, 以推动国民党逐步实施和完善《抗战建国纲

领》,扩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权利。

　　在大力宣传报道成都地区慰问抗战军人家属、欢送川军抗战

大会、抵制日货、市民反侵略大会火炬游行等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

的同时,《大声》对于抗战后方某些人不顾国难当头,仍然歌舞升

平,趁机大发国难财的消极丑恶现象予以尖锐的抨击。《国难不敢

到成都》、《“太太”世界》、《请严究大阴谋案》、《关于衷萧的事件》、

《“逃亡”不是“游历”》等短评、杂感,均以百余字针砭时弊、激浊扬

清。《一个负伤归业的战士的呼声》及《黄诚寨土豪毒打抗战军人家

属》、《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声中——战士夫人又遭毒打》等文,反映

出负伤战士与后方军属的苦痛, 呼吁地方政府予以帮助和照顾。该

刊与国民党顽固派压制抗日救亡运动、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的反动

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顽固派一手炮制的“凤凰山机场事

件”、“川大稻草案”、“郫县群力社事件”和“天府中学事件”等, 都有

详尽的追踪报道和深刻透彻的分析评论, 彻底揭露了顽固派压制

进步势力、破坏救亡运动的阴谋,也教育了广大中间势力。

　　《大声》周刊还发表了不少关于抗日救亡的小说、散文、诗歌、

漫画、杂文、报告文学等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备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最富有特色的是以四川人喜闻乐见的曲艺

形式金钱板来宣讲中国军队在各前线浴血抗敌的事迹,文字通俗,

音韵和谐,寓教于乐,很受读者欢迎。该刊的木刻漫画也很有特色,

《日帝国主义目前的恐惧》表现出日本侵略者在斯大林和蒋介石并

肩而立所象征的中苏合作及强大武力面前举手投降的情景,将抗

战的光明前途揭示出来。趣涛的报告文艺《离京之前》,生动描述了

南京沦陷前夕的情景。作者充满激情地写道:“再会吧,南京! 我们

四年来的友谊,将会在凯旋的时候重温的。”这篇文艺作品与同期

发表的社声《南京没有丢掉》相配合, 对坚定四川军民的抗战必胜

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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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声周刊社的活动

　　《大声》诞生不久即成为成都地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

大声周刊社也很快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和领导核心。

1937年 3月 14日, 由大声周刊社等 36个社会团体联合发起的

“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相继发起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

成都分会”和“成都大声抗敌宣传社”等救亡团体。

　　1938年初,大声周刊社设立文化服务部,组织时事座谈会,讨

论群众关心的一些问题, 如《中日绝交后之我国外交》、《关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怎样开展成都救亡工作》、《如何保卫山西和武

汉》等, 并将讨论情况及时在《大声》上辟专版发表。

　　为推动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大声周刊社

还组织了慰问抗战军人家属、捐赠“杀敌光荣”铜牌等活动,起到了

动员广大市民团结一致支持抗战的良好效果。沙汀、力民等在《大

声》上连续发表了反映这些抗日救亡活动的系列文章。

　　大声周刊社的上述活动对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

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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