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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出生的刘煜生，是江西南城人，幼
年时因家庭变故，随母亲到镇江投奔舅舅，此后
长期居住在镇江。早年其曾习法律，1924年在
镇江创办了《江声日报》，任主笔并兼任报馆经
理。“江声”寓意报纸为镇江民众发出声音。刘
煜生办报有正义感，颇受社会欢迎。

1929年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到
镇江，《江声日报》遂成为省会报纸，影响力迅
速扩大，成为当时江苏省内颇具社会影响力的
报纸。

1932 年 7 月 26 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
席顾祝同突然称刘煜生“意图颠覆政府”，亲
自下令省公安局秘密逮捕刘煜生，并查封了

《江声日报》。
一介报人何以令省主席欲除之而后快并亲

自出马、大动干戈呢？其实个中另有隐情，而这

隐情与顾的儿女亲家赵启騄关系密切。
顾祝同1931年底就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

即大肆安插亲信党羽，任命自己的亲家赵启騄
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顾、赵关系非同一般。
赵启騄多年追随顾祝同左右，早在顾担任陆军
第二师师长时，就是顾的少将参谋长，后来又成
为儿女亲家，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拥有实权
的民政厅长一职自然非赵启騄莫属。

赵启騄平素有两大嗜好：抽鸦片烟和炒股。
据传，赵启騄每个交易日都要向上海股票交易所
发出股票交易指令，每月长途电话费竟高达千元
之巨，全部从民政厅的账上开支。

刘煜生为揭露这一丑行，有一天带着照相
机，冒充省府官员，骗过门卫，混进赵启騄的客
房，用相机抓拍到了赵一边手拿烟枪吞云吐雾、
一边拿着话筒向交易所喊话的“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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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汹汹，难以平息，原来有心保顾的蒋介
石，面对越来越大的内外压力，深恐民怨升级，
不得不做出姿态。1933年9月1日，行政院发出

《切实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接着宣布改
组江苏省政府，由陈果夫任省政府主席，顾祝同
转任“豫鄂皖湘赣北路剿匪总司令”。赵启騄也
于1933年10月离职经商，几年后，又回到顾祝
同手下任中将参谋长。

结果还是让人大跌眼镜，顾祝同并未受到
严惩重罚，监察院的弹劾不了了之，所谓《切实
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也没有什么具体的
措施，不过是一纸空文。

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因此向全
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将《切实保障新闻从业
人员》颁布的日期9月1日定为“记者节”。这一
倡议很快得到各地新闻界的响应。从 1935 年

起，“九一”记者节得到全国新闻界的承认。
抗战期间，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界

也将9月1日作为节日，举行庆祝活动。1943年
9月1日，为了打破国民党统治者对新闻舆论的
封锁，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在记者节的纪念仪
式上号召新闻界“更好地反映人民辉煌业绩，更
有效地粉碎反动派的一切歪曲宣传”，陆定一这
一天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新
闻学的基本观点》，重庆《新华日报》则为纪念记
者节发表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

1949 年 12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
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明确
规定了新中国的记者节，但因为没有确定具体
日期，所以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的新闻从业人
员一直没有过记者节。

1999年9月，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

办法》再一次明确列入了记者节，随后中国记协
党组、书记处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报经主席办公
会议讨论同意，认为“记者节”的具体日期定在
11 月 8 日比较适宜，因为 1937 年 11 月 8 日，以
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了中
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这就是中国记协的前身。
国务院于2000年8月1日正式批复中国记协的
请示，同意将11月8日定为记者节，从此，中国
的新闻工作者又有了自己的节日。

供 稿：周云峰 镇江市档案局 徐 策

档案，是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是社会发展
的历史凭证，是文明赓续的基因密码，是我们接
续前行的永恒记忆。

保护和开发利用好宝贵的档案文献遗产，已
成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工程”、
创建《世界记忆名录》，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中国从1995年开始参与世界记忆工程。23年
来，中国成立了世界记忆工程国家委员会，建立了
世界记忆国家名录，开展了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
产名录》的评选，大力推动申报世界记忆项目，其中
有13份档案文献遗产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随着世界记忆工程在中国的不断推进，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对传
承文明、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

江苏向来以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昌盛
而著称，数不尽的风流人物，道不完的波澜壮
阔，给江苏这片土地留下了诸多深刻的印记，也
留存了众多历史根脉久远、文化底蕴深厚的档
案珍藏。江苏省档案部门对世界记忆工程高度
重视，在全国较早出台了省级档案文献评选办
法——《江苏省珍贵档案文献评选办法》，并设
立了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地方级记忆名录——

《江苏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出版了一套
14本《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丛书。

目前，江苏省有“ 韩国钧《朋僚函札》档案
文献”“中山陵档案”“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档
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南京
长江大桥建设档案”“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档
案”“民国时期南京户籍卡档案”等多项档案文
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为世界记忆
工程编织出一幅幅华彩绚烂的江苏画卷。

2015 年 10 月，由中央档案馆、南京市档案
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7 家单位共同选送
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
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2017年10月30日，“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
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中国第13
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文献遗产。这是
苏州档案部门贯彻“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成
果，是江苏档案文献保护和开发利用领域取得
的国际殊荣，也是全国唯一由地市级档案部门
单独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并入选的档案文献。

这批档案是19世纪至20世纪末期，苏州丝
绸产业在技术研发、生产管理、营销贸易、对外
交流过程中，直接形成的、由纸质文图和丝绸样
本实物组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档案，共计

29592卷。教科文组织的专家高度评价了该批
档案在记录中国丝绸工业演变和对东西方商贸
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在“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成功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一周年之际，在
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全国
首家丝绸专业档案馆——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
于2018年11月10日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
员会副主席、教育与研究分委会主席洛塔尔·乔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
会副主席帕帕·摩玛·迪奥普，国家档案局副局
长付华，国家档案局外办主任王红敏，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馆长孙森林，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
源管理学院（档案学院）院长张斌，江苏省档案
馆副馆长孙敏，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
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俞杏楠以及国内外相关
单位代表、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活动。

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总投资1.5亿元，建筑
面积8700多平方米，预计2020年建成，将成为
丝绸档案文化展览展示、国际交流和文化创意
的国家级档案馆。中国丝绸档案馆的建设，对
苏州建设古今辉映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将
为苏州市丝绸产业振兴发展搭建一个很好的平

台，为丝绸产业转型发展增添动力。
同时，经国家档案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项目教育与研究分委会同意设立的世
界记忆项目苏州学术中心，也在苏州市档案局
正式揭牌。世界记忆项目学术中心是由世界记
忆工程项目设立的，旨在推广世界记忆工程、进
行培训教育并开展研究开发工作。截至目前，
世界范围内共设立了5 家中心，分别是澳门学
术中心、北京学术中心、韩国学术中心、福建学

术中心、苏州学术中心。世界记忆项目苏州学
术中心设立后，将以宣传推广世界记忆工程为
目标，组织开展世界记忆项目进校园等活动，开
发档案文献遗产相关课程，提升社会档案意识，
积极探索档案文献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以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协同合作。

让世界记忆项目走近青少年、走进校园，使

档案文献遗产薪火相传，是世界记忆工程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坐落在清代苏州织造
署旧址，这里曾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小时候
生活的地方，是见证苏州丝绸发展演变的场所。
苏州市档案局与苏州第十中学共同开展了“世
界记忆项目进校园”主题活动，引导青少年担负
起协助宣传世界记忆项目、提升社会文献遗产
保护意识的光荣职责。

2018年11月11日，“世界记忆项目在中国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会上，世界记忆项目
国际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与国内档案界专家进行了
深入研讨，探索了有关未成年人成长的档案建设，
从学术层面为世界记忆项目文献遗产工作提供理
论支撑，为学术中心的建设勾勒出发展构架。

供 稿：周云峰 苏州市档案局 王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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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记忆工程，是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项文献保护项目，是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的延伸，旨在通过保护和开发利用世界各地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保存

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等档案文献遗产，并确保它们得到广泛宣传，最终达到不让这些

遗产被人类集体遗忘的目的。

《世界记忆名录》，是世界记忆工程最终成果的具体呈现，是指经国际咨询委员会评价和

入选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遗产的名录，每两年评审一次。该名录与《世界遗产名录》《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大名录”。

1981年英国皇室为查尔斯王子的婚礼购买苏
州丝绸的订单档案

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奠基开工

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付华（中）、江苏省档案
馆副馆长孙敏（左）和苏州市委副秘书长、档案
局局长钱斌（右）参观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

李亚平（左一）、洛塔尔·乔丹（左二）、付华
（右二）、帕帕·摩玛·迪奥普（右一）为世界记忆项
目苏州中心揭牌

“世界记忆项目进校园”主题活动

中国记者节中国记者节————源自85年前镇江的一声枪响

刘煜生虽为报人，却是劳工社会活动的积
极参加者。1927年3月30日，他因组织人力车工
会、支持车夫罢工被捕过。1931年，镇江佃农因
灾荒无法交租，4个农民被镇江县政府关押，刘
煜生据理力争，迫使县政府释放被关农民，但也
因此得罪了当局，被当地权贵视为“危险分子”

“镇江一害”。
此番刘煜生揭露赵启騄的丑行，并在《江声

日报》上披露了省政府官员参与买卖鸦片的内
情，让赵启騄在官场上十分狼狈，对刘恨之入骨，
顾祝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因此一起挖空心思要
还刘煜生以颜色。

要杀人，总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恰
巧，《江声日报》的副刊上经常发表一些不满现
实、倾向进步的文艺作品，顾祝同等人就从中找
出这样几段文字：“一队咱们祖国的兵，向左边退
下，自然隐隐地右边上来的是敌人”“地上泛起红
潮，添上一片红”“奴隶们争斗吧，一切旧的马上
都被冲倒，时代已敲响丧钟，一切眼前就要葬
送”，称“左”“右”“红潮”等字眼就是“宣传赤化”，
称刘“实系共党”。

刘煜生被捕后，连国民党江苏省委党部也
认为《江声日报》“无反动文字”、刘煜生“无反动

行为”，希望顾祝同将刘煜生交保释放。监察院长
于佑任也认为不将此案移送法院是违背约法，拒
绝调卷是破坏监察制度，封报捉人是妨害言论自
由，决定对顾祝同提出弹劾。

然而，深得蒋介石钟爱、正是大权在握春风
得意的顾祝同，哪听得进这些言辞，仍然一意孤
行、我行我素，悍然下令戒严司令部将刘煜生执
行枪决。

一时全社会震惊，舆论大哗。中国民权保障
大同盟于2月1日在上海举行执行委员会议，宋
庆龄、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等人出席，强烈谴
责顾祝同残杀报人。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上，宋庆龄还提议由上海报界领导全国新闻界罢
工一日，以示抗争，以振民气。

上海新闻记者公会也于同日召开紧急会
议，一致决议：呈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查办顾祝
同；呈请监察院继续弹劾顾祝同；联合报界公会、
律师公会、市商会、市教育会等法团合力抗争；设
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今后关于江苏省政府消
息，凡有“顾主席”字样者，一律称“顾祝同”。会
后，专门搜集《江声日报》所刊被顾祝同指为“宣
传共产”的稿件，将这些稿件在沪报上全文刊出。
2月19日，上海各报社239位记者签名发表联合
宣言，从12个方面列举了顾祝同所犯罪行，并对
顾强加给刘煜生的各项罪名一一进行驳斥。

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于2月3日发表公开
信，指顾祝同“公然目无法纪，蔑视人权，破坏法

治精神，妨碍言论自由，倒行逆
施，甚于旧军阀，酷民凶残，实属
党国叛徒”。

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于
2月5日为刘案发表宣言：“似此任
加人罪，何殊军阀暴行，若不依法
声讨，严惩重罚，不特新闻记者人
人自危，即全国人民亦时时恐怖，
国家纪纲破坏无余，社会秩序岂
有宁日。”

连当时在华向世界宣传中国
革命斗争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
莱也致信胡适：“人们正在征集刘
煜生所写的那些使他招致杀身之
祸的文字。我们准备将他的这些
文字连同他的相片和小传，用中
英文印成小册子。”

2月17日，北平新闻界再次举行追悼刘煜生
大会，声讨顾祝同罪行，电请中央将其撤职查办。
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济南、杭州、郑州、徐州、
芜湖、南昌、蚌埠、长沙、香港、太原、汕头等地新
闻界都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强烈
要求政府严惩顾祝同，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新闻
记者的人身安全。

今年11月8日是中国第19个记者节。
2000年，国务院正式确定将每年的这一天

定为中国记者节。设立记者节，充分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的高度重视和倍加
关心。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就有记者节，这个
节日源自 85 年前镇江市的一声枪响——1933
年1月21日，在当时的民国江苏省政府所在地
镇江市，镇江《江声日报》总编辑刘煜生被押赴
刑场执行枪决。这是国民党政府自成立以来首
起新闻工作者以文字狱被冤杀的重要案件，在
当时新闻界掀起抗议的滔天狂潮，并直接促成
了后来记者节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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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生主编的《江声日报》

1932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图为部分成员合影。
左起：鲁迅、胡愈之、黎沛华、宋庆龄。

上海《申报》报道枪决刘煜生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