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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记者、《红星照耀中国》

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曾评价胡济邦：

“在语言大师中，最‘威风’的恐怕非

胡济邦莫属。这位先后为国民政府

和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效劳过的女秀

才，正是曾经与世界五巨头笑谈国际

风云的唯一的中国外交官呢！”“胡济

邦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

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

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说英

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她还

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

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

她还会日语、拉丁语⋯⋯”

纵观胡济邦奔波的一生，有着各

种各样的头衔和身份，但爱国始终是

她身上最闪耀的光芒。

在国外工作时，胡济邦曾托人将

党费带回国内。新中国成立前夕，胡

济邦以赴欧学习为由离开国民党驻

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返回

国内，后来还参加了新中国外交部的

筹建工作，后任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处

副处长。但胡济邦深知自己还能在

新闻领域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在

外交部工作 7 年之后，又回到了记者

的岗位上。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

记者，她以灵敏的笔触纵横国际风

云，许多观点敏锐深刻的评论员文章

常常被外国通讯社作为研究我国对

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如今，在胡济邦的家乡，不仅有

着以她名字命名的“济邦公园”，其母

校古山小学还设置了专门的资料陈

列室，并形成专门的思政课体系，组

织开展与其有关的德育课堂，让爱国

主义精神代代相传（如左图）。

“从去年开始，我们着手在高年

级开展‘外交活动周’系列活动，在丰

富学校思政课程的同时，让知名校友

胡济邦的精神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一

颗种子。”古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徐刚果表示，下一步，学校将进一步

利用好现有资源，争取将该课程办出

特色、办出成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盛世如先辈

所愿，我们站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

口上，无比崇敬地望着浙江名记者们

走来的足迹：辣手著文的邵飘萍、以

身殉国的战地记者雷烨、参加《新华

日报》创刊的石西民，以及抗战时期

“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胡济邦

⋯⋯他们无不在世界记者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在所有记者心中

留下了榜样的光辉。

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

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时代

滚滚向前，记者使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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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女子有颗坚韧红心

1911 年 11 月，古山镇一个世代务农的

家庭，农民胡仁锲的小女儿胡济邦出生了。

信息不畅的年代，或许鲜有人知道：一

个月前，800多公里之外，革命党人打响了武

昌起义的第一枪，辛亥革命的序幕就此拉

开。更不可预见的是，一个月后，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瓦解，历史上第一

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成立了。

可和平安稳的日子还是没能到来。在

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胡济邦和所有中华儿女

一样，个人命运如浮萍般飘在时代大潮中，

不知飘向何方⋯⋯

1927 年，16 岁的胡济邦考入杭州法政

学校。当年4月，在离杭州不远的上海，一场

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中国

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中国共产党奋起

反抗，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爆

发，正值碧玉年华的胡济邦在革命思想的熏

陶下，成长得愈发坚毅。

次年夏天，胡济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

（今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加入了由中国共

产党领导建立的反帝大同盟。

1931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变爆

发。中华民族史上规模最大的反侵略战争

由此拉开，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浴血奋战。

当年 12 月 17 日，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到达

南京，从中央大学出发，开启了声势浩大的

联合总示威。作为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

十三名委员之一，胡济邦慷慨参与，没想到

后来却因参加抗日运动被学校开除。21 岁

的胡济邦没有气馁。相反，她北上来到北京

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一年

后，这里发生的一切将她推向时代大潮的浪

头上，让她成为一名“弄潮儿”。

1933 年春，胡济邦经其兄胡济时介绍，

进入国民党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家中担任家庭

教师，为其子教授英语。长时间的相处，胡济

邦深受署长一家喜爱，在有意无意间，接触到

一些国民党内部的资料。得知国民党的“剿

共”计划，她便以最快速度将这些情报送出

去，为共产党争取了宝贵的反“围剿”时间。

或许谁也不知道，游走于国民党高层间

的那位正值桃李年华的江南女子，何时已拥

有一颗红色的心。

烽火玫瑰更加娇艳

后来，在二哥胡济川和恩师何浩

若等人的举荐下，聪明能干的胡济邦

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成功进入国民

党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

任科员。在此期间，胡济邦秘密加入

中国共产党，还曾帮共产党人偷偷办

理了出国护照。

但此时的胡济邦还与记者身份

毫不相干。真正开启她战地记者职

业生涯的，还是那一艘由上海驶向海

参崴的破冰船。

1936 年春，胡济邦从上海登船，

乘着一艘苏联破冰船到达海参崴，接

着又坐了 9 天 9 夜的火车，穿过冰天

雪地的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从那

以后，中国有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外

交官，兼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

的胡济邦也正式开始了其长达 13 年

的战地记者生涯。

她以独特的视角，向世界传递了

二战时期苏德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她

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着苏联民众团结

抗战的场景；同时，她又以英勇的气

势，鼓舞着无数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

人们⋯⋯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

壁上鸣。胡济邦卓越的报道在当时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1941 年 8 月，胡济邦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日本记者尾崎等人以

记者考察团的名义往南考察后，断定

日军不会入侵苏联，并及时报告给斯

大林最高统帅部。斯大林采纳了她

的意见，将防御日军的几十个师调回

莫斯科，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

利。因此，她还获得了斯大林送的三

件礼物：一辆吉普车、一把小手枪和

一张出入克里姆林宫的特别通行证。

在莫斯科的13年间，胡济邦目睹

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拍摄了大量珍

贵的历史照片、写出了大量战地报

道，成为当时新闻界和外交界举足轻

重的人物。但胡济邦深知自己的根

在哪里，于是，1949 年 4 月，胡济邦辗

转返回祖国怀抱，再次将自己的命运

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个人命运与国家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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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忧患 远赴苏联

心系祖国

战场上的胡济邦战场上的胡济邦（（资料图资料图））

胡济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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