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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梓年（1893-1972），《新华

日报》第一任社长，被誉为“中

共第一报人”

▲讲述人：潘新伯（潘梓年之子）

在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潘梓年一直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始终奋斗在

党的新闻、教育战线最前沿，其坚贞不屈的革命操守，严谨谦和的学者态度，奋斗不懈的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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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着实为人所敬佩。

董必武写诗赞他“如君党性实堪钦”，著名社会学家邓初民则赞他“大布是其衣”“一生

只服务”。

一、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

潘梓年出生于宜兴陆平村的书香门第，五岁起就在父亲任教的私塾里读书。后来受辛亥革

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产生了追求新知识新文化的强烈愿望，他先后到上海和苏州学习外语

和现代文化知识。

1920 年，潘梓年到北大哲学系做旁听生，主要攻读哲学、逻辑学和新文学。鲁迅主讲的新

文学对他影响极大。当时的北京大学，“五四”的革命思潮如巨涛奔涌，《新青年》《新潮》

等进步刊物在学生中广为传阅，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新的世界观在他的头脑里逐步

形成。

此后，他被介绍到当时颇具名声的河北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当时该校部分师生成立了一个

“保定育德中学文学研究会”，专门请他去做新文学的讲演，他先后讲了 8 次，深受师生欢迎。

他的讲演记录很快被整理出来，由当时的北新书局正式出版，书名为《文学概论》。这本书从

1926 年第一版起共出六版，发行近 5 万册。

在宜兴城区光荣西路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座二层小楼，北门门楣上有阳刻“补庐”二字。

1927 年 4 月，潘梓年等人就是在这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潘梓年负责宣传工作。5 月，经

中共江浙区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宜兴特别支部，潘梓年为特支委员。经党组织同意，他担任了

当时的宜兴县教育局局长。从此，他利用公开身份，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教育界的团结、争

取工作。他奔走于南京与宜兴之间，在陆平村筹办农民协会“同乐堂”，为宜兴秋收起义作了

许多准备工作。

二、《新华日报》的首任社长

1937 年 6 月，经过党中央坚持不懈地积极营救，潘梓年等一批政治犯终于出狱。出狱

后，党组织立即安排他回上海，他在那里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慰问。周恩来代表党中

央让潘梓年和章汉夫一起去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党中央决定由潘梓年任《新华日报》

第一任社长。

“国民党反动派允许《新华日报》在它的统治区出版发行，也是和它的抗战一样，和共产

党合作一样，是完全出于被迫。从报纸的筹备出版起，就一直遭到反动派的重重阻难。报纸是

于 1937 年 10 月在南京筹备的。当时反动派估计我们两手空空，而一切又都在它的严控之下，



·6·
我的父亲潘梓年 2023 年 7 月

第 4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cnr.0403002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cnr

要出版一种日报是不可能的，因而口头允许，实际阻挠。不料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机器、纸张

一应俱全；试版送审，使它大吃一惊。”（见《潘梓年文集》）

这一年的 11 月，眼看南京即将失守，报社被迫搬到了武汉。1938 年 1 月 11 日，第一份《新

华日报》出版了，那一天，正好是潘梓年的 45 岁生日。

▲《新华日报》首任社长潘梓年（中）、总经理熊瑾玎（左）、总编辑吴克坚（右）在工作中

1938 年 10 月，眼看武汉又要失守，《新华日报》又被迫迁往重庆。当潘梓年奉命和李克

农率领《新华日报》及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搭乘江轮“新升隆”号向重庆撤退时，在嘉鱼

县燕子窝附近，遭日机多次轰炸，江轮被击沉，25 名同志不幸遇难。潘梓年的胞弟，在《新华

日报》担任记者的潘美年，也不幸在这次袭击中身亡。潘梓年忍着悲痛，带领幸存同志颠沛辗转，

历经万难才抵达重庆。背负国仇家恨的潘梓年，第二天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

是我党从事政治、外交、文化、统战工作，组织群众运动、传播党的纲领路线和政治主张的有

力武器。从 1938 年 1 月 11 日创刊至 1947 年 2 月 28 日被迫停刊，没有一天，国民党不在想方

设法扼杀这张报纸。而作为《新华日报》社长的潘梓年，他没有一天不是站在最前沿，与国民

党的限制、破坏、阴谋作斗争。

在 9 年多的时间里，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数百篇社论、专论或其他署名文章，以

手中之笔为武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刻揭露国民党制造分裂、妥协投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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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民主、反对共产党的各种阴谋，为争取抗战胜利呕心沥血。

三、哲学领域的开拓者

潘梓年是我党早期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27 年，他就翻译出版了美国琼斯的《逻辑》

一书。

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期间，他始终不忘哲学研究。1937 年，潘梓年刚刚出狱，就在狱中文稿

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出版《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此书反响巨大，书中的“质量互变律”和“否

定之否定”等见解相当独到，至今仍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哲学讨论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1954 年，潘梓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了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推动全国的哲学研

究，亲自筹备出版了我国第一份哲学理论刊物——《哲学研究》，成为哲学工作者研究的

重要阵地。

此后的 10 多年中，潘梓年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哲学研究上。“1956 年制定全国 12 年科

学发展规划时，他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强调，哲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是极为繁重的，但‘目

前从事哲学研究的队伍还很小，具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哲学专家特别缺乏，哲学中的许多学科

还是空白和薄弱的’，并提出了培养干部、扩大队伍、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空白学科、整理

遗产和出版专著与通俗读物等迫切任务。”（见宜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所编《潘梓年》

一书）

潘梓年也十分重视国际上的学术交流。1957 年，他率领由冯友兰等组成的新中国第一个哲

学代表团，赴华沙参加由“国际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哲学会议，与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几十

位哲学家共同讨论“思维与行动的关系”。他在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对思维和行动关系

的看法》的发言，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哲学界影响巨大。

潘梓年在学术理论上勇于探索的精神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1962 年退居二线后，他打算集

中力量搞研究，准备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逻辑学》。不幸的是，受“文革”

冲击，他在学术上的研究成为泡影，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尽管如此，潘梓年在学术领域的谦虚、

严谨的作风，以及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的风范，一直被后人所敬佩。

四、卓越的教育实践家

在教育实践方面，潘梓年也做了大量卓有成就的工作。1948 年春，人民解放战争进入

战略决战阶段，解放区建设又急需大批干部，因而决定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原解放区成

立一所革命大学，培养和造就一批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党中央决定开

办中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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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8 月，中原大学（同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正式成立。潘梓

年被派到中原大学，担任该校的副校长，校长为范文澜。校长范文澜因种种原因一直未到任，

所以潘梓年实际主持全面工作。此后，他又担任了该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

建校伊始，白手起家，潘梓年带领全校师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

没有校舍，学员们就住在当地农民让出来的空房，铺上麦草就是床；没有教室课桌，两腿上架

一块木板就当课桌，树荫下、打麦场，甚至马棚、破庙也都成了上课教室。师资缺乏，潘梓年

常常担任几门政治理论课的主讲，他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和 20 多年来的革命经历，把政治理

论课讲得既深入浅出，又新鲜活泼，使学员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

1949 年 5 月，潘梓年被调到武汉担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

委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等职。他虽身兼多职，但没有忘

记对中原大学的关心，时常到该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召开各种教师座谈会，具体了解院系

设置、师资力量、教材和设备情况，听取各种意见，竭尽所能帮助该校健康快速发展。

尽管潘梓年在中原大学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的革命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人宽厚，办

事认真、执着等高尚的品格，成为中原大学的光辉旗帜，并犹如一本魅力永存的教科书，熏陶

教诲着后继者。如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园内，就矗立着潘梓年的雕像，校园内还有一条

以他名字命名的“梓年路”，让潘梓年老校长的革命精神永远植根于人们的心中，以教育后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