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是一本书的脸面，是一位不说话的推销

员。而书名是封面文字的主要部分，出书的人，

不仅想起个好听的书名，而且希望书名的字体和

设计能体现出较高的审美价值。鉴于书名的重

要地位，很多作者或出版社都请社会名流题书

名。当代著名记者、新华通讯社原社长穆青也题

写了很多书名。

作为新闻界大家，穆青不仅给我们留下了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

托》《历史的审判》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书

法造诣也颇为深厚。有人评价穆青的书法有股

浩然正气，自成面目。他注重运笔的刚柔相济，

在变化中求统一，风格明快、俊逸劲挺、洒脱自

如。近年我陆续收集到了 85 种由穆青先生题写

书名的书籍。

穆青在新华社领导岗位上工作几十年，引领

着新华社不断开拓创新，奋力铸就伟业。他为新

华社编辑的八部图书、画册和邮册题写了书名。

《血染的丰碑——新华社烈士纪实》（新华社新闻

研究所编，新华出版社 1999年 8月出版），书中记

录了 34 位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英勇捐躯的新

华社记者和工作人员的感人事迹。《新华社回忆

录》（第一辑），新华出版社 1986年 10月出版；《新

华社回忆录》（第二辑），新华出版社 1991年 10月

出版。两辑共收入 88 篇新华社资深记者的回忆

文章，是记录新华社成长历程的珍贵史料。1989

年9月，新华社新闻大厦竣工，1990年10月新华社

编印画册《新闻大厦纪念册》。1990年 12月，新华

社对外部中文采编室将新华社对海外报道优秀作

品选汇聚成册《让世界了解中国》，由中国工人出

版社出版。1991年新华社建社六十周年时，编印

了大型画册《新华社六十年》和文集《发扬传统开

拓前进》。《新华社六十年》以图文并茂的精美编

辑、印刷，反映了新华社 60 年的光辉历程和一代

代新华社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2001年新华社

建社七十周年时，发行了《新华社七十年》精美邮

册，新华社新华书画院和新华社老年书画协会还

编印了《新华社职工书画作品集》。

穆青是著名记者，又是摄影大家，曾担任中

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早在 1986 年，他就

提出文字报道和摄影报道“两翼齐飞”的新闻观

点。我收藏的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编辑的七本精

美图书和画册，书名均由穆青题写。胡颖主编的

《1987中国新闻摄影年鉴》，是我国第一部新闻摄

影年鉴；1988年，胡颖主编的《中国百家现代企业

大观》，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集中展示了百家现代

企业风采；大型画册《历史的奇迹》,是 1998 年全

国抗洪抢险新闻摄影评选获奖作品集，收入新闻

摄影佳作 300 幅(组)、56 家报纸刊用照片的精彩

版面及相关文章；胡颖主编的《镜头写春秋：共和

国 50 周年瞬间精华诞生记》，带我们重温新中国

50 年一个个经典瞬间，回眸时代的变革与发展；

1998 年，在纪念改革开放 20 周年的日子里，范敬

宜、胡颖主编的《改革之光——中国新闻摄影精

品集（1978—1998）》荟萃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 20 年间全国涌现的新闻摄影佳作，胡颖主

编的《改革探索——中国新闻摄影优秀论文集

（1978—1998）》记录了这 20年我国新闻摄影事业

取得的长足进步与新鲜经验；为纪念改革开放 25

周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花一年时间，在 2003 年

底编辑完成《中国新闻摄影通鉴》。这部《通鉴》

囊括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25 年间中国新

闻摄影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和历史

教训，厚达 1010 页，可谓鸿篇巨著、摄影百科，具

有重要的学术、审美和实用价值。

湖北荆门日报社摄影记者董玉清主编的《中

国珍稀野生动物摄影作品集》，由中国摄影出版

社 1998 年 10 月出版，是一部集知识性、艺术性、

趣味性为一体的动物摄影大型画卷，真实再现了

近 300 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形态及风采。中国新

闻发展公司 1989 年编辑的《中国市花》，用精美

图片和中、英两种文字介绍了 59 个城市的“市

花”，观赏性和知识性俱佳。穆青为这两部摄影

画册题写了书名。中国新闻摄影学会首任会长、

摄影家蒋齐生的专著《新闻摄影一百四十年》，中

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胡颖的专

著《摄影论评》，书名也是穆青题写的。

在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穆青始终践行

对党和人民负责，始终坚持“勿忘人民”的新闻理

念和顾全大局的政治觉悟，在新闻界享有崇高的

声望。因此，不少新闻和文化工作者以自己撰写

或主编的书能得到穆青题写书名而备感荣幸。

穆青也乐意为“求字者”挥毫。这方面的图书，我

藏有郭超人的《向顶峰冲刺》、南振中的《记者的

思考》、洪流的《燃烧着的青春》、周鸿书的《新闻

伦理学论纲》、张万舒的《黄山松》和《故乡人民的

笑声》、解国记的《中外新闻轶事》、王勇智的《梅

魂》、张宝贵的《田园报春花》、池茂花的《池茂花

摄影作品集》、边江的《描绘多彩人生》、程万里的

《从采访到写作》、张惠芳的《崇高的爱》、张持坚

的《写在黑土地上》、吴复民的《春华秋实》、马成

广的《大地情》、杨凤山的《齐鲁采风》、吴国清的

《塞上履痕》、李晓果的《聚焦阿富汗》、倪木荣的

《武夷岩韵集》、余熙的《走向阿尔卑斯》、胡明的

《胡明摄影作品选》、赵自培的《赵自培摄影选》、

许一鸣的《许一鸣作品选》和《许一鸣摄影作品

选》、张继民的《南极历险记》、李颖息的《异国采

风》、张荣大的《两地集》、牛正武的《南北东西总

是春》、程光政等编著的《范长江之路》、王洪祥主

编的《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曹谷溪主编的

《人民记者冯森龄》、刘葵华主编的《横穿中国》、

吴庆权主编的《记者笔下的黄山》、胡国华等主编

的《排头兵之路》、黄正根等主编的《中国区县经

济》、柴国庆主编的《求索集》、王礼贶主编的《经

营实践论》。

穆青是河南周口人，对家乡感情极深。1982

年当了新华社社长后，他把家乡河南定为自己的

采访和调查研究基地，每年都要回去一两次，把对

故乡和人民的赤子之爱，洒进中原大地的每一处

山水。他曾经说过：“我是中原的儿子，我的心和

那片土地魂牵梦萦。”他为家乡文献《中州风物

记》《黄泛区明珠》《出路与希望》《弘扬焦裕禄精神

书画集》《中国新兴城市（河南卷）》《中原辉煌五十

年》和《淮阳历史文化丛书》题写了书名。

值得一提的是，穆青题写书名的《续范亭诗

集》和《王毅斋和杞县私立大同学校》，是两本与

其亲人有关的书籍。续范亭是著名抗日爱国将

领、诗人，穆青的岳父。王毅斋是穆青的恩师，又

是穆青的姐夫。

续范亭 1893 年 11 月生于山西崞县，早年参

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

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队长，后组织西北护国军，讨

伐袁世凯。1935年续范亭赴南京呼吁抗日，目击

蒋政府对日妥协，悲愤至极，竟在中山陵前剖腹

自戕，一时震动全国。虽幸遇救，但因内脏受伤，

竟成痼疾。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开展游击战

争及群众运动，协助八路军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

据地。后担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绥边区行署主

任等职务。1947 年 9 月病逝后，中共中央根据他

临终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80 年 7 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穆青和他夫人

续磊编校的《续范亭诗集》。

1932 年 9 月，著名教育家王毅斋博士在河南

杞县创办了私立大同小学，继而又创办了私立大

同中学。穆青 1933 年小学毕业后，升入大同中

学。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大同中学

建立了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

亡活动，成为整个豫东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和文

化传播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王毅斋曾任河南省

政府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87年河南教

育出版社出版了纪念文集《王毅斋和杞县私立大

同学校》。

关于雁翎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许多作

家、新闻工作者都曾写过，而首先挖掘出这一题

材并写出长篇通讯的却是穆青。他先后三次前

往白洋淀，对白洋淀有着深厚的情感，并为安新

县委宣传部主持编写的《中国白洋淀》一书题写

了书名。此外，中国报刊名录编辑部编辑的《中

国报刊名录（1984）》、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焦裕

禄》、青岛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时事知识千

题》、烟台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烟台改革

开放 20 年》、新华社广西分社编辑的《桂海春

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编辑的《新的实

践 新的探索》、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首届范长江

新闻奖文集》、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新

闻业务讲座》、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编写的《党的

好干部焦裕禄》、尹崇敬主编的《世界华人（企业

家传略）》，先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文联出

版社出版的《中华大地之光获奖作品选》系列、大

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大地之歌获奖作品

选》系列，书名均为穆青所题。

作为当代新闻巨擘，穆青不仅写出了许多高

扬时代精神的通讯和散文，而且拍摄出许多立意

新颖、技艺娴熟、气势恢宏的摄影作品。出版过

《彩色的世界》《九寨沟》《穆青黄山摄影集》《穆青

摄影集》《穆青摄影选》《穆青摄影》《汴菊》《开封

菊花》《洛阳牡丹》等摄影著作。其中，《彩色的世

界》《九寨沟》《汴菊》《开封菊花》、《洛阳牡丹》的

书名由穆青自己题写。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穆

青出版了三部专著：《新闻工作散论》《新闻散

论》《穆青论新闻》。其中《新闻工作散论》的书名

系他本人题写。

今年是穆青先生诞辰 100 周年，我把这些他

题写书名的书籍和画册找出来，既是为了学习或

欣赏，也是对穆青先生的一种纪念和缅怀。

穆青“笔下”的书名
○冯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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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

下，改革的春风吹遍滁州大地，历

经 40 多年的开拓创新、拼搏进取，

滁州市各级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

任干，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

新，带领全市广大干群同心协力、

艰苦奋斗，现在全市工业上规模、

农 业 上 水 平 、商 贸 物 流 大 提 升 。

2020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3000 亿元，财政收入 370 多亿元，

跃居安徽经济总量“第三城”。现

在的滁州，市场繁荣、社会和谐、生

态优美、宜人宜居，一幢幢高楼鳞

次栉比、一条条大道纵横交错、一

个个公园幽雅宜人，城市变大了、

变高了、变绿了、变亮了、变美了。

“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双拥模范

城”“全面小康指数百强城市”……

当前，是滁州综合实力跃升最明

显、转型发展成效最突出、人民生

活改善最显著的历史时期之一。

我作为一名滁州人，一名热爱滁

州、关心滁州发展的老共产党员，

不仅为滁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更对

滁州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充满期待

和祝福！

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奔流不息

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历史时刻和历

史事件值得铭记，值得赞誉和敬

仰！1978 年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

民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土地承包到

户的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签下

“生死状”，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这一按，催生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留下了小岗人“敢为天下

先”的不朽印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随着“大包

干”的推行，全国农业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40

多年来，被称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高擎改革的大

旗，深入践行“三个坚定不移”要求，推动农村改革闯出新路

子、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乡村治理取得新成效。昔日出了

名的“三靠”贫困村，如今已沧桑巨变，友谊大道两侧民居鳞

次栉比、粉墙黛瓦，农家乐、特产店、农村电商生意红红火火，

现代农业基地更是孕育着新的生机。2020 年全村总产值达

10.6 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160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7600 元。先后获得“全国十大名村”“中国幸福村”“中国乡

村红色遗产名村”“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旅游名村”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诸多荣誉称号。发端于小岗村“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孕育了弥足珍贵的改革精

神，必将永远载入中国发展的史册。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在享受今天美好生活的时候，不

能忘记小岗村当年 18位“大包干”带头人的事迹，也不能忘记

当时的省、地（市）、县委一些领导同志的贡献，他们为了人民

群众能过上好日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义无反顾、旗

帜鲜明地支持保护“大包干”，认为农业“大包干”到户，让农

民有自主经营权，产品有自主支配权，会极大地调动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这是一条治穷致富路，坚持在滁县地区推行实

施。事实证明，以“大包干”为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彻底打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

的积极性，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

温饱问题，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1982 年，

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

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

是一份毫不含糊地为包产（包干）到户正名的中央“红头文

件”。之后，中央连续 5 年发出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促

使中国农村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深刻而影响深远的变化，农业

大增产，农民大增收，农村大变化，这是推行“大包干”的历史

贡献，也是滁州的宝贵财富。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不禁

由衷钦佩万里、王郁昭等当时的领导们坚持真理、不惧风险

的斗争精神，心系苍生、视民如亲的为民情怀。2010年 11月，

王郁昭荣获“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获奖评语中说，

“安徽凤阳县小岗为中国农村改革钻木取火，他是那个让星

火成为燎原之势的人。”他们的改革担当精神应当受到后人

的尊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

年，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和美好时刻，作为“大包干”的

亲历者，我见证了滁州 40多年改革发展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

就，兴奋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在耄耋之年撰写此文，一是表

达“拳拳之心”。二是希望现代人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大好

形势，为建设新阶段现代化新滁州贡献力量。三是可以使后

来人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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