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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與英國
路透社的中介人
：路透社檔案史
料中的著名中
國記者趙敏恆
（1904-1961）**

舒聖祺 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

中英文史學界對於國民政府時期（1927-

1937）以及對日抗戰時期（1937-1945）中國

新聞界的跨國性生態、活躍於上海租界及國

民政府戰時陪都重慶新聞圈的中外媒體及記

者、中外媒體的對中國的報導、國民政府的

新聞宣傳政策及策略等課題已有諸多詳盡的

論述。然而學界對於國民政府的主要官方通

訊社中央通訊社，設立分社在中國營運的外

國通訊社，還有這些通訊社作為新聞採集與

批發機構以及它們之間的競合關係在上述歷

史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待較深入的探

討與分析。（註 1）

英國路透社 (Reuters) 自 1851 年成立以

來至今一直位居全世界主要新聞通訊社之

一，其新聞業務範圍遍佈世界各地，發展的

歷史過程和英國帝國主義在全球的擴張有著

千絲萬縷的聯繫。路透社於 1872 年在上海

租界創設其遠東分社，做為擴展其東亞區域

業務的據點，和近代中國之間有長達 140 多

年的淵源與糾葛，因此很自然成為了筆者所

選擇的主要研究對象。 

路透社與國民政府（包括國府中央通訊

社）在 1931 至 1949 年間的新聞交換及業務

合作關係的跌宕起伏，尤其是雙方之間針對

路透社在華新聞發稿權轉讓問題的博弈，是

該通訊社與中國長久淵源中十分重要的篇章

之一。著名中國記者趙敏恆（1904-1961）自  

1928 至 1944 年共 16 年間服務於路透社，

在路透社與國民政府的關係與來往中扮演了

關鍵的中介人角色。本文的主旨在於以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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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為切入點，簡要介紹路透社檔案史料中關

於國民政府與路透社之間利益糾葛的記載。

筆者也藉此機會從路透社檔案史料中透露的

訊息解答民國新聞史學界對於趙敏恆為何於

1945 年初離開路透社的疑問。

趙敏恆其人其事

對於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時期的國際宣 

傳較為熟悉的讀者來說，趙敏恆或許不是一

個很陌生的名字。事實上，趙敏恆在擔任路

透社駐南京分社經理（1928-1937）及重慶

分社經理（1939-1944）期間，在國際新聞

界裏是十分知名而且頗具爭議性的人物。南

京大學傳播學院陳玉申教授將趙敏恆形容為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國際報壇上的一

顆耀眼的明星」並不為過。（註 2）國民政府

國際宣傳舵手，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董

顯光在其回憶錄中有兩處提及趙敏恆所引發

的跨國性國際新聞事件。（註 3）一處是談到

趙敏恆於 1943 年 11 月下旬隨同王世杰率領

的中英友好訪問團前往英國，途經埃及開羅

時，正好碰上蔣介石、羅斯福與邱吉爾舉行

的中美英三國首腦峰會，其後於 12 月 1 日

搶先於其他國際媒體一步，透過路透社駐

葡萄牙里斯本分社首先向全世界報導了開

羅會議的新聞。此事讓趙敏恆在國際新聞界

聲名大噪，卻也引發了中、美、英三國政府

宣傳機構與新聞媒體之間的一場糾紛。另一

處則談及趙敏恆於 1944 年 7 月出版的自傳

《採訪十五年》裏〈重慶外國記者之家〉一

章中，以調侃性的語言描述來華報導抗戰的

英美各大傳媒記者的百態，引起了另一場範

圍更廣的國際新聞媒體之間的糾紛，最後導

致趙敏恆辭去路透社重慶分社經理的職位。

1944 年的這起事件本文第三節會有更詳細

的敍述。

值得一提的是，趙敏恆與抗戰期間負責 

國民政府國際宣傳，精通中英雙語的知識群

體有著密不可分的人脈關係。（註 4）除了籍

貫同屬江浙一帶，而且共有教會學校背景

外，趙敏恆與國民政府時任中央宣傳部副

部長的董顯光、中宣部新聞事業處處長馬

趙敏恆（來源／《路透社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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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野，及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英文編撰科科

長（後為中宣部駐美國舊金山代表）沈劍

虹一樣，同為「密蘇里幫」(“The Missouri 

Mafia”) 成員，即二十世紀上半葉活躍於東

亞新聞界，頗具影響力的一批美國密蘇里

大學新聞學院校友。（註 5）趙敏恆在抗戰

時期擔任路透社隨國民政府特派員（1937-

1938）及駐重慶分社經理（1939-1944）期

間，和董顯光、馬星野和中宣部國際宣傳處

處長曾虛白（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1928  

年與董顯光在天津《庸報》共事過）常有在

新聞業務上的來往。（註 6）馬星野在 1943

年冬也為趙敏恆的自傳《採訪十五年》作

序。（註 7）沈劍虹在其回憶錄《半生憂患》

中提到：「抗戰時期在重慶替外國通訊社工 

作的中國人，論學問資歷寫作能力，首屈一 

指的當然要算是路透社的趙敏恆。」（註 8）

趙敏恆與國府國際宣傳人員之間的這層層關

係，對他作為路透社與國府中介人的角色起

了一定的輔助作用。

現今有關趙敏恆生平事跡的專文，中國 

大陸新聞史研究圈已發行了幾篇，其中較有

代表性的包括南京大學陳玉申教授的〈最了

不起的華人記者——趙敏恆〉、資深學者吳

中杰（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的〈一代

名記趙敏恆〉，和資深媒體人李偉的〈新聞

奇才趙敏恆〉。（註 9）這些著作不約而同都

以趙敏恆的自傳《採訪十五年》及他於 1943  

底至 1944 年初隨國民政府中英友好訪問團

赴英途中所寫下的記述《倫敦去來》為主要

參考資料。此外，陳玉申教授也就趙敏恆於

1943 年 12 月 1 日搶發開羅會議新聞事件，

根據趙敏恆的《倫敦去來》、《紐約時報》

數據庫、董顯光自傳，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

館藏中央通訊社檔案等相關史料所透露的訊

息做出仔細分析，發表了〈趙敏恆搶發開羅

會議新聞之考證〉一文。（註 10）這些著作

毫無疑問有助於我們對趙敏恆其人其事，以

及他在中國新聞史裏所扮演的角色有初步的

認識。

筆者在研究路透社與國民政府之間關係

與糾葛的過程中，先是從趙敏恆的自傳《採

訪十五年》裏，了解到趙敏恆在路透社和國

民政府中央通訊社於 1931 年締結新聞交換

與業務合作關係時所起的關鍵作用，後來在

路透社檔案裏，找到了更多有關趙敏恆作為

路透社與國府中介人的史料。這些史料讓我

們在前述著作的基礎上，對趙敏恆的歷史角

色有更深入的認識。

難做的中介人

路透社檔案史料披露的訊息顯示，趙敏 

恆頗為路透社重用，國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長

董顯光及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玆也對趙敏恆

相當重視。中宣部及中央社方面對於路透社

及中央社之間新聞交換契約執行情況的意

見，也均由趙敏恆發信傳達給路透社駐倫敦

總部。

趙敏恆的直屬上司是路透社社長張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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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Christopher Chancellor, 1904-1989）。

張士樂乃路透社與中國歷史淵源中的另一位 

關鍵人物。他出身顯赫，畢業於劍橋大學， 

在英國政界、商界與新聞圈擁有廣泛的人

脈，年紀尚輕就獲得路透社董事長瓊斯（Sir 

Roderick Jones）的提拔並悉心培養為其接班

人。張士樂於 1932 至 1939 年間擔任路透社

遠東分社總經理，負責掌管路透社在東亞

（包括中國、日本、香港）的新聞業務，其

後於 1939 年調回倫敦總部升任社長，一直

做到 1959 年退休為止。他是貫穿國民政府

南京十年（1927-1937）、中國對日抗戰、

國共內戰及冷戰四個歷史時期的重要人物，

和國民政府以及中國共產黨均有豐厚的交手

經歷。路透社與國民政府在 1931-1949 年間

的新聞業務合作關係，以及後來在 1957 年

與中共新華通訊社締結的新聞交換契約，張

士樂都是路透社方面的主要操盤者。

《路透社檔案》收藏和趙敏恆有關的史

料中，趙敏恆與張士樂之間的通信占了主要

部分。部分信件收在趙敏恆的個人資料夾裏

（起迄時間為 1940-1951 年），部分則由張

士樂摘錄在 1941-1944 年間呈給路透社董事

會的幾份月份報告中。張士樂 1939 年離開

中國，返回倫敦升任路透社社長之前，在路

透社遠東分社總經理的任上和趙敏恆常有直

接見面的機會，要不然就是互通電報短信，

而在動蕩局勢下此類通信存留下來的機率較

為渺茫，以至於有關趙敏恆參與路透社與國

府中央通訊社 1934 年和 1937 年續訂新聞交

換契約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筆者只能以

趙敏恆在自傳《採訪十五年》的回憶作為資

料來源。張士樂就任社長後，上司下屬雙方

要詳談新聞業務方面的事宜，就只得靠航空

郵件聯係。張士樂寫給趙敏恆的函件均存有

副本，而趙敏恆寄給張士樂的函件在張士樂

看過後則交由人事部門存檔。

簡單來說， 從張士樂和趙敏恆在 1940-

1944 年期間的通信中，筆者了解到路透社

與國民政府中央通訊社之間雖然按雙方簽訂

及續訂的契約進行了新聞稿互換，中央社也

於 1940 年在路透社的協助下實現了派駐記

者到倫敦的計畫（作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

佈置國際新聞宣傳網的重要組成部分），雙

張士樂（照片來源／《路透社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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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間卻就路透社在華新聞發稿權轉讓問題

發生了一連串摩擦，讓穿梭兩邊的趙敏恆頗

感艱辛為難。

路透社與國府中央社針對路透社在華新

聞發搞權轉讓問題進行了長達 13 年（1931-

1944）的博弈。從國府的角度來說，收回路

透社在華的新聞發稿權是實現國家新聞通訊

主權的重要步驟，路透社方面卻不願輕易放

棄長期在華的既得利益。經過多回合的艱難

談判，以及趙敏恆辛苦穿梭於雙方之間的斡

旋，中央社好不容易在 1937 年完全收回了

路透社對在華各地中文報章的發稿權，然而

路透社將其對在華各地外文報章的發稿權視

為其在華的核心利益，一直不肯出讓。（註  

11）1943年，國府中宣部及中央社在英美治

外法權廢除後，對路透社施加了新一波的壓

力，試圖將路透社對外文報章的發稿權收

回。此發展讓趙敏恆陷入困難的處境。一方

面趙敏恆在原則上贊同國府的做法，而國府

也以他作為傳話人，藉著 1943 年底至 1944  

年初王世杰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赴英訪問的機

會，將國府的意思傳達給路透社董事會。

（註 12）但另一方面趙敏恆作為路透社的雇

員，最終還是得尊重上司張士樂及路透社董

事會的意思。路透社在 1941 年改組，完全

由英國報界主持，其董事會除了路透社本身

的成員以外，也包括了英國倫敦和地方報紙

的業主或代表。（註 13）他們在思維和原則

上是反對政府包辦新聞，主張新聞的散佈應

當絕對自由，因而激烈反對國府收回路透社

在華英文發稿權，認為這是完全剝奪路透社

在國府控制區內傳播新聞的權力與自由。

（註 14）張士樂本身也不願讓步。（註 15）趙

敏恆 1944 年 5 月 11 日返回重慶後，將路透

社董事會的狀況、主張和立場轉達給董顯光

和蕭同玆，並在 5 月 16 日發出電報向張士

樂報告談判進展。電報內容顯示趙敏恆費了

一番口舌勸董顯光和蕭同玆理解路透社董事

會的立場，暫時將爭議擱置下來。（註 16）

爭議此後就沒有下文了。

除了新聞發稿權的爭議外，路透社和

國府之間也因美國合衆社以及新聞檢查的問

題發生了更多摩擦與嫌隙。《路透社檔案》

趙敏恆個人資料夾中，有份張士樂於 1944  

年 3 月30 日致趙敏恆的函件，揭露了些蛛

絲馬跡。張士樂在函件中提到國府中央社在  

1944 年初每個月支付給路透社競爭者美國 

合衆社的稿費高達 2,000 美金（張士樂在  

1944 年 4 月呈給路透社董事會的報告中透

露，中央社支付合衆社的稿費，若按年計

算，比起中央社支付路透社的稿費高出六倍

之多），與此同時中央社對支付路透社稿費

的事情已開始採取拖延的姿態。另外張士樂

也提到，他得到消息指路透社透過中央社向

國府控制區內的中文報紙發出的新聞稿「慘

遭中央社極不體面的處置，經常在發給中文

報紙前被改動得不成原樣」。（註 17）隨著

路透社與國府中央社之間的關係在抗戰後期

陷入一系列的難處，趙敏恆這個中介人的角

色越來越難做。而更不幸的事情在同年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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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迫使趙離開了服務 16 年的路透社。

趙敏恆自傳引發的跨國性糾紛

在談到趙敏恆為何於 1945 年 1 月辭去

路透社的職位，南京大學陳玉申教授在〈趙

敏恆搶發開羅會議新聞之考證〉中，引用了

抗戰期間主持《大公報》桂林版的徐鑄成的

說法：「羅斯福和邱吉爾對開羅會議消息洩

露十分惱怒，羅斯福跳起腳來向邱吉爾提抗

議，邱吉爾大光其火，責問路透社，路透社 

就把趙敏恆免職了」。（註 18）陳玉申教授 

無法確認徐鑄成的說法是否準確，因而在其

文指出「趙敏恆是否因為此事被路透社免

職，仍有待查考」。（註 19）

路透社檔案有關趙敏恆的資料顯示，趙

敏恆離職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因為搶發開羅會

議新聞所引起的糾紛，而是其自傳《採訪十 

五年》裏的一章〈重慶外國記者之家〉所引

發的另一起跨國性糾紛，因此徐鑄成的說法

是無法成立的。

路透社社長張士樂在 1944 年 9 月 6 日

致趙敏恆的信中透露，他有意讓趙敏恆和

另一位路透社記者 G. C. Bloom 在戰後以上

海－南京為軸心，一同負責恢復並重新發展

路透社在遠東的新聞業務。可悲的是，《採

訪十五年》事件徹底毀掉了趙敏恆在路透社

旗下發展的前途。（註 20）

「重慶外國記者之家」乃是國府中宣部 

副部長董顯光為了接待前來抗戰時期的中國

採訪的大批外國記者，而特別在戰時陪都重

慶設立的招待所。（註 21）趙敏恆在〈重慶

外國記者之家〉一章中，揭露了招待所內外

國記者酗酒、賭博、裸體曬日光浴、報假

帳、製造假新聞等各種醜態。慘中趙敏恆筆

槍的外國記者包括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 

修德 (Theodore H. White)、前為《紐約時

報》，後來成為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的佛

爾曼  (Harrison Forman)、《曼徹斯特衛報》

記者史坦 (Günther Stein)、《紐約時報》記

者愛金生 (Brooks Atkinson)、合眾社記者馬

丁(Robert Martin)、美聯社記者幕沙(Spencer 

Moosa)等人。（註 22）

趙敏恆的自傳於 1943 年 11 月脫稿，

1944 年 7 月出版。出版後正好碰上駐重慶

外國記者團在中共延安和西北駐地進行考察

訪問。中共喉舌重慶《新華日報》在 1944

年 9 月 25 日刊登了一篇書評，暗指自傳出

版的時機有奚竅：

「你看，在英美報紙上寫中國問題文章

的儘是這樣的人，英美人如何能『了解

中國情形』？特別糟糕的是中外赴延記

者團偏偏選派了這樣的記者！

特別使我發生會心之微笑的是這本書的

脫稿和出版年月。據作者太太序中說，

是他赴開羅會議之前脫稿的，三十二年

十一月。但，一直到史坦、佛爾曼之流

快要從西北回來的今天才出書，三十三

年七月。『碰得巧』，書出得慢似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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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想不到的好處。

誰說『中國上等人士』不懂得『利用』

新聞記者？」（註 23）

外國記者團成員從《新華日報》的書評 

得知趙敏恆自傳中對他們的描述，群情激

憤，回到重慶後不只將趙敏恆從重慶外國記

者聯誼會中除名，還集體向董顯光施壓，要

求董顯光將趙敏恆和其妻謝蘭郁驅逐出招待

所。（註 24）風波閙得一發不可收拾，董顯

光堅持中宣部不能干涉駐重慶國際媒體記者 

內部事務，和外國記者們進行了一番激烈的 

唇槍舌戰，並嚴辭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註  

25）

董顯光在其回憶錄中指出，時任中宣部 

新聞事業處處長的馬星野為趙敏恆的自傳所

寫的序言，讓中宣部陷入了十分尷尬的處

境。外國媒體報導暗指趙敏恆自傳〈重慶外

國記者之家〉一章乃國府暗中特別授意而

作，目的是為了損害外國記者的名譽，尤其

是針對那些對國府批評甚厲，而且為中共方

面所拉攏到延安及西北共區訪問的記者們。

（註 26）此言論讓董顯光感到極度困擾，不

過董顯光考慮到趙敏恆乃路透社的雇員，為

了避免讓事件對國府及路透社的關係造成不

利的影響（此時路透社與國府中央社的關係

因前述原因正陷入低潮），而沒有對趙敏恆

採取任何行動。（註 27）

趙敏恆的雇主路透社方面也陷入了難堪

的窘境。美聯社、合衆社、《時代雜誌》、

《紐約時報》紛紛向路透社提出強烈抗議。

《時代雜誌》社甚至向路透社發出威脅，要

中止其訂購路透社新聞稿的合同。（註 28）

英國《泰晤士報》與《曼徹斯特衛報》負責 

人正好是路透社董事會的成員，因此路透社

董事會內部對趙敏恆頗感惱火。《時代雜 

誌》記者白修德更是一度揚言要訴諸法律行

動控告趙敏恆毀謗（後來則決定要求其上司 

《時代雜誌》社社長魯斯向中國駐美大使魏 

道明提出抗議）。（註 29）面對「來自全世 

界的抗議潮」（張士樂以此語在 1944 年 12

月 8 日的信中向趙敏恆形容事態的極度嚴重 

性），路透社董事會為了挽救路透社在國際 

新聞界因整起風波而遭受重創的聲譽，於

1944 年 11 月 8 日一致決議免除趙敏恆的職 

位。（註 30）趙敏恆本身了解路透社董事會 

和張士樂的難處，為了不再給雇主造成困

擾，而在 11 月 4 日致函張士樂主動提出辭

呈，但函件並沒有寄到張士樂那裏。（註 31）

張士樂力圖保住趙敏恆，然而迫於董事會的 

壓力，最終只能無奈向趙敏恆發出解雇通

知。（註 32）趙敏恆被解職後，張士樂還是

有繼續和趙敏恆保持來往。趙敏恆後來擔任

上海《新聞報》總編輯時，張士樂安排路透 

社上海分社每月支付 20 英鎊給趙敏恆，作

為提供路透社中國國內新聞訊息和預報的酬

勞。（註 33）

趙敏恆雖然離開了路透社，仍活躍于新

聞界中。1945 年中，他應著名報人成舍我

的邀請，擔任重慶《世界日報》總編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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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利後，趙敏恆回到闊別已久的上海，轉

任《新聞報》總編輯，同時也延續他在抗戰

時期就已投身的新聞教育方面的工作，兼任

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註 34）

中國大陸政權易幟後，趙敏恆繼續留在

復旦任教。很可能是由於他過去和路透社之

間的關係，趙敏恆多次被中共當局拘禁，被

迫接受密集的 「思想改造」。（註 35）1955

年 7 月，趙敏恆在當時中共肅反運動的背景

下因被指有「帝國主義特務」嫌疑而遭逮

捕，後被判刑 7 年，最終於 1961 年含冤病

逝於江西勞改營。隨著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

的啓動，趙敏恆的案子終於在 1982 年獲得

平反，趙敏恆也獲肯定為「愛國記者」。

結語

透過《路透社檔案》有關趙敏恆作為路 

透社與國民政府中介人的史料，可以看出國

民政府與路透社之間的關係並不平坦。這背

後的根本原因在於國民政府與路透社在如何

協調路透社在華新聞傳播權以及國民政府的

新聞通訊主權和新聞檢查權這個棘手問題上

遭遇到很大的困難。雙方在戰爭時期的背景

下極需維護各自的立場與權益，能夠達成妥

協的空間十分有限，卻也不能因彼此之間 

的糾紛而輕易斷絕已經建立起來的合作關

係。國民政府力圖收回路透社英文新聞發稿

權及檢查更改路透社新聞稿所引發的爭議最

後因而被擱置下來，形成難解的僵局，直

到 1949 年中國大陸政權易幟為止。國府與

路透社之間這一切利益糾葛，對趙敏恆居中

調解斡旋的角色帶來了不小的難處。由於篇

幅限制，筆者在此僅能簡單介紹史料透露出

來的訊息，盼日後能有機會另刊專文進行更

詳細的分析。

關於趙敏恆個人的歷史，筆者在與史學 

界某位友人交談提到他的事跡時，友人驚嘆

道這簡直可以拍成一部電影。嚴格來講，史

學研究與影劇呈現之間還是有很大的距離

的，不過趙敏恆的新聞記者生涯毫無疑問充

滿了不少波瀾起伏的篇章。不管評價他是那

個時代新聞界爭議人物也好，還是動蕩時代

漩渦中的悲劇人物也好，趙敏恆都是史學界

在研究中國新聞史及對日抗戰時期新聞宣傳

方面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

【註釋】
** 在此感謝國史館館長呂芳上教授、主任秘書陳
立文教授、助修廖文碩博士讓筆者有機會能在

這學術交流園地裏分享研究心得與部分成果。

筆者擔任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2013 年度獎
助學人受邀訪問期間，曾於 2013 年 8 月 6日在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上

（講題：「星火燎原：從 1944 年重慶國際記者
事件探討國民政府與國際傳媒關係網」）發表

過本文第三節內容。筆者在此感謝講座主持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

系張瑞德教授、德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陳

英杰副教授，還有筆者在劍橋大學東亞研究系

的學長馮先祥先生所提供寶貴的意見與建議，

同時也感謝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所給予的

獎助以及在學術資源方面所提供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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