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焦点2015年6月2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赵一智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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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开始重新认识父亲
今年已经85岁的邹嘉骊目前一

人独居在上海。邹韬奋有两子一女，
邹嘉骊是最小的女儿。

1944年，父亲邹韬奋去世时她
才14岁，再加之此前的颠沛流离，她
从小与父亲聚少离多，印象并不深
刻。对于父亲的重新认识，是在她离
休后编写整理邹韬奋著作开始的。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不在身
边，1933—1935年他在国外流亡，后
来还因‘七君子案’而坐牢。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了。11月上海沦
陷后，父亲就先离开了上海，与生活
书店一起转移，先到香港再辗转到武
汉。在此后多次的颠沛流离中，每有
危险都是父亲先撤，这在我家已经成
为习惯。武汉沦陷后，我们一家人又
迁移到了重庆。在重庆，父亲发表文
章出版书籍都需要审查，即使审查通
过也有可能被没收、查禁。父亲的文
章也经常在送审中被扣留，甚至连原
稿都不退回。”

后来邹嘉骊在编《韬奋全集》的
时候，想到了父亲被扣留的稿子，就
和韬奋纪念馆的同事去南京第二历
史档案馆查找，结果在国民党的档案
里找到了11篇被查禁、扣留的父亲
文章。“一看原稿的毛笔字，我就知道
这是父亲的字。”

1984年从上海文艺出版社离休
后，邹嘉骊便全身心投入到了邹韬奋

生平事迹的整理和研究之中：从第一
本《韬奋著译系列目录》到用10年时
间编写的140万字《韬奋年谱》，以及
在韬奋基金会策划组织下参与编写
的800万字的《韬奋全集》，无不凝聚
了她对父亲的热爱。

今年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
邹嘉骊透露，补充、再版的邹韬奋纪念
集《忆韬奋》也将于11月与读者见面。

母亲是我们家的保护神
邹嘉骊说，这么多年来，母亲一

直是我们家的保护神，保护了3个孩
子，保护了父亲，支持着他的事业。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给母亲的慰
问信中说，如果韬奋没有夫人的帮
助，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成就的。他
对母亲的评价很高，事实也是这样。”

“父亲拒绝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
方的正中书局合并后，国民党开始大
肆查封生活书店的各地分店，逮捕书
店员工，父亲本人也受到迫害。于
是，他决定辞去国民参政员，出走香
港，和范长江他们筹划《华商报》与
《大众生活》的复刊。”

邹韬奋经周恩来安排到达香港
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
香港。“东江游击队接我们从香港撤
出，按要求还是父亲先撤，我们后
走。父亲此去很危险，而我和母亲、
哥哥要独自面对残酷的环境。一家
人在枪声、炮声中分别时，父亲给母
亲跪下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

以前无论如何，一家人都还能重逢，
但是那一次真的心里没底。父亲把
我们几个孩子托付给了母亲，希望她
把我们抚养成人，真正有困难的时候
去找共产党。”多年后，每当听到母亲
讲起这个场景，邹嘉骊都会感到很心
酸，“为了孩子，母亲什么都不怕。逃
离香港经过封锁线时，日军和伪军把
我们的羊毛毯抢走了，是妈妈鼓足勇
气，冲过去夺回了一条毯子。”

邹嘉骊告诉青年报记者，韬奋纪
念馆里的展品，也是母亲积极参与操
办的，都是真迹，不是仿制的，只有部
分缺失的内容是后来补全的。而纪
念馆卧室里的家具也真的，是以前父
亲用过的。“抗战时，妈妈把家具送到
了南通妹妹那里，后来为了办纪念
馆，再把原套家具要了回来。”

父亲的遗嘱成了“悬案”
“父亲和我们最后的团聚，是在

他病重后。当时父亲的耳癌已经扩
散为脑癌。父亲弥留时，徐伯昕、陈其
襄都在边上，妈妈给了他纸和笔，他颤
抖着写了‘不要怕’3个字。”这3个字，
后来一路伴随着邹嘉骊走过了一生，
成为父亲留给她的最大精神财富。

对于邹嘉骊来说，唯一的“心结”
便是没有实现父亲的遗愿。父亲内
心也有柔软的一面，遗嘱中，邹韬奋
并不希望女儿继承自己的衣钵，因为
搞出版太清苦了。

“根据我父亲的遗嘱，他希望大

哥学机械，二哥学医，不赞成我搞文
字，但我不依。不过父亲也说过，即
便我走了这条路，他也会觉得欣慰。”
邹嘉骊说，最终只有大哥学的机床专
业合了父亲的心愿，二哥也没有学
医，而是学了气象专业。“他们经历的
道路跟我不一样，他们都受过高等教
育，我没有。但我爱看书，所以靠自
学，继承父亲衣钵走了出版这条路。”

对于邹嘉骊来说，父亲的遗嘱也
是一个“悬案”。“他遗嘱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口述版，一个是书面版。其
中，口述版，是近几年才发现的。10
多年前，徐伯昕次子徐敏带着一个旧
本子找到我，本子里有一篇邹韬奋口
述、徐伯昕记录的《遗言记要》。”

原来，1944年6月2日，邹韬奋
的健康每况愈下，便召来挚友兼工作
伙伴徐伯昕等人，口述遗嘱。7月24
日，邹韬奋病逝。8月中旬，徐伯昕
到苏中根据地华中局报丧，并请求将
遗嘱送往延安。10月7日，延安《解
放日报》报道邹韬奋去世消息，并首
次发表《邹韬奋遗嘱》。令人不解的
是，《遗言记要》与公开发表的《邹韬
奋遗嘱》文字很不一样。

邹嘉骊说，《邹韬奋遗嘱》简化了
《遗言记要》中很多具体条款，隐去了
诸如人事设想安排等内容，变口语为
书面语，部分语句也进行了调整。修
改后的遗嘱有精神，有原则，有条理，
文字也更简练。“我一直很想知道，这
是谁修改的。”

对于当年“七君子事件”的史实

真相，其实早在 11 年前邹嘉骊就在

公开场合给出过自己的判断，并出示

了相关证据。邹嘉骊曾透露，现在我

们的史书都说当年国民党当局是纯

主观上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

造了“七君子事件”，但从日本友人提

供的 8 封密电中可以发现，“七君子

事件”的幕后黑手正是侵华日军。

邹嘉骊当时就向媒体出示 1936

年日本军令部的一份内部文件，这

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因

为这些密电时隔半个多世纪在日本

得以解密，从而使一些历史真相大

白于天下。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

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

往的 23 封密电，其中有 8 封密电涉

及了“七君子事件”。这些密电铁证

如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幕

后给国民党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

并指名道姓地要国民党当局逮捕

“七君子”，这才迫使国民党当局制

造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说，这些密电揭开了一个

历史谜团，证明日本侵华势力对促成

该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七君

子”逮捕前，时任国民党上海市秘书长

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对沈钧儒等人

早已在监视，但要有确凿证据才能逮

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逼迫其必须立

即动手，并以军事打击作威胁。“七君

子”逮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

时任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

之苦心。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颠

覆了过去对“七君子事件”的传统说

法，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幕后黑手。

救国联合会成立79周年 邹韬奋之女邹嘉骊忆父亲

弥留时写下“不要怕”鼓舞她一生

1940年，邹韬奋全家摄于重庆。（左起依次为：次子邹嘉骝、夫人沈粹缜、长子邹嘉骅、幼女邹嘉
骊、邹韬奋） 受访者供图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并没有
竭力抵抗，随后中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

的浪潮。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
、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
联合会，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
儒、邹韬奋等人担任执行委员。之后，在日本方面的
压力之下，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
造时、沙千里等社会名流遭国民党政府
逮捕，时称“七君子事件”。

历史已经久远，却并未被湮
没。5月31日是救国联合会成立
79周年纪念日。青年报记者专
访了“七君子”之一—杰出新闻出
版人邹韬奋之女邹嘉骊。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用微信的
85岁老人

因为年事
已高，并且多次
住院。邹嘉骊
谢绝了我的面
访，所有的采访
都在电话中进
行，她觉得这样
她才能集中精
力 回 答 问 题 。
采访中，邹老师
（她不希望我叫
她邹老）给我的
印象就是为人
谦和大气，但又
很较真，不愧为
名门之后、老出
版人。最让我
惊讶的是，85岁
的她居然还用
微信，我们互加
了微信后，她还
会在微信中给
我发送图片和
资料，跟我视频
聊天。

邹嘉骊曾出示密电揭露：日军才是七君子事件黑手

[印象]

邹嘉骊邹嘉骊

新闻背景

救国会七君子（左起依次为：王造时、史良、章乃器、
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