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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10日，在《新华日报》受
国民党压迫，其他在港媒体被收买的情
况下，廖承志向周恩来请示：“现到港文
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华商晚
报》。由邓文钊等做老板。”周恩来立即
接受了廖承志的建议。

廖承志让邓文田、邓文钊兄弟出面
向港英当局申请注册办报。办报方针
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
裂、独裁、倒退；对外反对英美对日妥协，
揭露和批评英美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
黑”阴谋。

4月8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
战线报纸——中文晚报《华商报》创刊。
宋庆龄为该报题词：“为坚定抗战作有力
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
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声，为人民幸福作公
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
为了增强华商寓意，头版正中还刊载了
何东爵士题词“唤醒侨胞”。

《华商报》从创刊起，就以其翔实的
内容、鲜明的立场、透彻的分析、生动的
文笔、独到的见解，以及精辟的国际评
论、名人荟萃的文艺副刊，吸引着海内外
众多读者。到 8 月底，《华商报》成为香
港晚报销量王者，超过5500份。

廖承志表示，《华商报》开办迄今（8
月）由邓文钊出资本，由于稿酬丰厚，每个
月亏损3500港币。为了弥补亏空，邓文钊
用2万港币购买香港科学印务公司，同时
和陈嘉庚合作准备筹办日报。胡绳曾评价
邓文钊：“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和中国共产
党站在一起，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办

《华商报》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国民党对《华商报》采取多种措施进

行压迫取缔，一是由戴笠出面向香港警察
总监俞允时提出取缔《华商报》的要求；二
是向比利时公使提出抗议，由比利时政府
向华比银行施压，逼迫邓氏兄弟停止督印

《华商报》；三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不给
《华商报》发通讯稿，并企图破坏其与印刷
厂关系。廖承志针对国民党的破坏，一方
面请宋庆龄与俞允时沟通，另一方面请周
恩来与英方进行沟通协商。

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九龙机
场。《华商报》连日发表社论，揭露日军侵
略罪行。8日发表社论《一致打倒日寇》，
9日发表宋庆龄文章《战争来到香港》，号
召对法西斯主义抗战到底，建立反侵略
的统一战线。11日发表社论《为反侵略
加紧团结》，12 日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

《团结动员抗拒日寇》，之后停刊。
（李向锋）

王必成，湖北麻城人，1929年参加红军，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王
必成作战英勇、战绩卓著，曾被根据地群众誉
为“王老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被誉为被誉为““老虎团老虎团””中的中的““王老虎王老虎””

1939年11月初，日军多次对江苏茅山抗
日根据地展开“扫荡”。8日凌晨，丹徒宝堰镇
日军约三十四人至延陵、九里“扫荡”，企图寻
找我军目标。8日当天，驻金坛的日军又出动
了200余人到这一地带“扫荡”。8时，新四军
新编第6团和丹阳独立支队率先与日军遭遇
并发生激战，时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团长
的王必成接报后立即率部赶往延陵镇贺甲村
增援。8日下午2时，王必成统一指挥第2团等
部向日军发起攻击，正当两军酣战之时大雨骤
至，战场能见度极低。王必成审时度势，下令
在日军阵前点燃湿稻草堆，第2团将士遂在浓
烟掩护下冲入贺甲村内。经反复冲锋，白刃肉
搏，我军已将日军逼退至贺甲村南端大祠堂
内，因此王必成决定9日拂晓再发起攻击。

9日4时，第2团第2营在向祠堂摸索前进
时突遭埋伏在草堆中的日军袭击，但我军将士
无所畏惧，上前与日军肉搏格斗，奋勇杀敌。
日军虽不甘失败，但此时已成瓮中之鳖。上午
10时，王必成一声令下，总攻开始。祠堂内残

敌数十人在我军攻势的震慑下纷纷向外逃窜，
最终被全部歼灭。此战共歼灭日军168人、俘
虏7人，是抗战时期苏南地区新四军歼灭日军
最多、战况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后被延安军委
总部通电表扬为“延陵大捷”。延陵大捷后，第
2团声威远振，江南人民亲切地称其为“老虎
团”，王必成被誉为“王老虎”。

率部勇登孟良崮率部勇登孟良崮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时，王必成担任
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国民党整编第
74师号称其“五大主力之首”，战斗力强且骄
横无比，曾经在两次涟水战役中给 6 纵造成
一定损失。因此粟裕在拟定孟良崮战役作战
方案时特意交代说“我向王必成许过愿，打七
十四师不能少了六纵的份”。5 月 12 日，陈
毅、粟裕命王必成率 6 纵由鲁南取捷径北上
切断74师的退路。接到命令后，王必成立刻
收拢部队，边走边动员，终在 14 日抢攻下敌
军的后方补给点垛庄，完成对 74 师的合围。
对此粟裕曾回忆孟良崮战役中“动用隐伏于
鲁南的六纵队是关键的一着”。战役打响后，
6纵在孟良崮两侧奉命阻敌援军整编第25师
和整编第83师。黄崖山战斗中，敌整编第25
师在“只准进不准退”的逼令下，疯狂攻击我
阻击阵地。王必成指挥部队忍饿耐渴，无惧

疲劳，两昼夜里先后打退了敌人的10余次冲
锋。尽管敌军距离孟良崮仅 5 公里，但就是
始终无法前进一步救援74师。国民党军“里
应外合、两面夹击”的企图宣告破产。

敌援军被阻后，6纵发扬英勇顽强、连续
作战的优良作风，继续投入战斗，向 74 师猛
打猛攻。王必成为便于指挥战斗，将纵队指
挥所前移至距孟良崮主峰4公里不到的大场
山。一时间两军犬牙交错、短兵相接，战况激
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关键时刻，
王必成命令6纵特务团冲上孟良崮。16日14
时总攻开始后，特务团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
首先突破孟良崮西侧，直取74师指挥所所在
的山洞。此役过后，时任 6 纵政治部宣教部
部长吴强以孟良崮战役为素材，创作了著名
小说《红日》。小说中我军英雄军长沈振新原
型的重要来源便包括王必成。

和平年代高度重视部队建设和平年代高度重视部队建设

20世纪60年代，王必成曾任上海警备区
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他在任职期
间高度重视部队建设，并为此做了大量工
作。王必成在上海任职时，就曾精心培育和
扶持“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一典型。新中国成
立后，某部8连在南京路上“拒腐蚀，永不沾”
的事迹引起了王必成的高度关注。他多次深

入8连，鼓励8连全体指战员继续保持艰苦奋
斗的光荣作风，并在上海警备区党委会上指
出：要进一步加强对 8 连这一典型的培育和
宣传，学习8连的精神意义非常重大，要争取
让 8 连的精神在全军、全国发扬起来。1961
年9月，在王必成的邀请下，南京军区文化干
部沈西蒙将 8 连的光荣事迹搬到了舞台上，
执笔创作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话剧演
出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同志的肯定。1963年4月25日，国防
部正式命名该8连为“南京路上好八连”。

1961 年 10 月，总参谋部军训部的《军训
通讯》增刊首次公开向全军介绍“郭兴福教学
法”。当时分管南京军区军事训练工作的王
必成敏锐地察觉到这是部队训练改革的好典
型，在看完郭兴福表演分队的示范教学后即
指示，要在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自
此，宣传、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在南京军
区普遍展开。与此同时，王必成还对郭兴福
教学法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充实和总结，并向
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汇报了郭兴福教
学法的产生、发展和推广情况，叶剑英听完汇
报后称赞道：现在全军公认郭兴福教学法是
个好方法，不管哪个军种、兵种的基层连队，
全国的民兵，都认真按郭兴福教学法来训练，
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提高。 （范人杰）

廖承志一家在香港统战

1909年廖仲恺（后右）、何香凝（后左）及廖梦醒（前右）、廖承志（前左）在东京。

人称“王老虎”的开国中将王必成

廖承志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人，无产
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
导人，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何香凝之
子。在香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廖
承志一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廖承志在香港时身兼三职：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
处主任，同时也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
长，还是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武装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建议在香港设立八路军
办事处，并建议由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办事处。1937
年10月，毛泽东与廖承志进行长谈：“统战工作很重
要，政策性很强，你在国民党那边有许多朋友，你要
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
国运动。”谈话进一步明确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
3 项职责：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
四军的抗日主张；二是把海外华侨和各国提供的支
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动态向中
央报告。

1938年1月初，廖承志抵达香港，担任八路军驻
香港办事处负责人。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
正式成立，刚开始在宋庆龄家中开会和办公，后来会
址设在西摩道21号。保盟积极开展工作，广泛联络世
界各国进步友好人士，宣传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情
况，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敌寇的英雄事迹，争
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廖承志充
分发挥“香港八办”和“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利用其
特殊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在地方党的协助下，发动香
港海员工会、余闲乐社、惠阳青年会、学生赈济会、晨
钟社等团体进行义卖募捐；一方面广泛发动海外侨胞
捐款捐物。

为了方便华侨捐款的接收，廖承志通过他在华比
银行任副经理的表妹夫邓文钊，在华比银行开设账
户，又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

《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
“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

1938年10月13日，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要
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辟游击区的指示，通知中共香港
海员工会书记曾生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党中央关于开
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廖承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
关于在东江一带开辟游击区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
由曾生、周伯明等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
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2月2日，“惠宝人
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
任政委。

此外，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华南敌后抗日武装
成立、发展、壮大均与廖承志的支持、帮助、组织密不
可分。廖承志发起和领导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为
建立和发展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根据地作出卓
越的贡献。

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结
婚，廖仲恺、何香凝带廖梦醒和廖承志
去孙中山家道贺。廖梦醒说：“自那时
起，她待我和承志一直亲如子侄。我们
叫她姑姑。”廖承志也尊敬地称宋庆龄
为叔婆。他说：“叔婆，这是在上海进行
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中国大同盟以来
我姐姐和我尊称她的专用语。”

“保盟”由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
会长，廖承志任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廖
梦醒任办公室主任。廖梦醒担任“保
盟”的办公室主任，目标主要有2个方面
内容：（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
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
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二）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保盟”从世界各地募集捐款、医药

物资，在香港的 3 年多时间里，共送出
120多吨医疗器材、药品和其他物资，平
均每个月送出3吨。华侨每捐一笔款，
何香凝就送一幅画。宋庆龄曾说，抗战
时期，何香凝参加了我举办的所有救济
活动。宋庆龄每收到一笔捐款就会在
捐款收据上签名。甚至许多人为了得
到她的签名而捐款，为此宋庆龄“磨硬
了自己的手指”。

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和姐姐廖梦
醒积极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
盟”工作，宋庆龄表示何香凝参与了自
己组织的所有募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