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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史话》

作者简介

王芸生(1901年9月－1980年5月30日)，原名德鹏，天津静海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政论家。
1928年5月任天津《商报》总编辑。因多次撰文评说《大公报》社评观点，受张季鸾赏识，与1929年被
张揽入《大公报》，任地方新闻编辑，次年编辑《国闻周报》。1934年，《大公报》报馆将其辑为一
部七卷本巨著出版。此著也成为他的成名作品。同年8月，王芸生应邀到江西庐山采访，并给蒋介石
讲课。
1935年升为编辑主任。1936年9月出任上海版编辑主任。张季鸾离沪筹办汉口版后，他主持沪版编务
。1937年12月14日，沪版抵制日本占领军新闻检查，宣布停刊，王芸生撰写《不投降论》和《暂别上
海读者》两篇社评，表示大公报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1941年张季鸾去世，王芸生继任《大公报》总编，同时担任社评委员会主任，事业达到最巅峰。其后
所写《维护修明政治案》、《看中原，念重庆！》、《晁错与马谡》等文，引起当局不满。
抗战胜利后，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针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撰写《我看学潮》、
《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等社评予以抨击，致使此后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发起“三查王芸生运
动”。同时，也主持撰写《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文，受到《新华日报》猛烈攻击。
国共内战后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8年10月王芸生得到由《大公报》地下共产党员转给他的毛泽东口头邀请，通知他尽早离开上海，
前往香港，再转道海路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再三考虑，王芸生与11月5日，从上海转道台
湾到达香港，亲自主持香港版笔政。1949年1月与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马寅初、黄炎培等抵达北平
，5月27日随军南下至上海，为保全《大公报》继续发行，于6月17日在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
，检讨近五十年《大公报》办报历程，宣布“报纸归人民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
《大公报》社长，直至1966年9月北京版停刊。此外还担任过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二、
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反右运动后受到批判，却未被划为右派。此后很少过问《大公报》社务，致力于文史著述，写成《英
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等(晚年表示其中许多为迫于时局违心所写成)。
文革中遭到批斗，家庭受到重大影响。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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