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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日红：背着被子去采访，难忘借住“土匪窝”那夜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洋

背着被子去采访，一辈子没化过妆 

1931年出生的谢日红是湖南湘乡人，高

中时期来到长沙读书，1950 年从长沙省立一

中毕业后，进入当时的长沙《大众报》工作。

后《大众报》停办，谢日红入编湖南日报。

1951年进入湖南日报社工作时，谢日红

刚好 20 岁，从此便开启了不是在采访就是

在采访路上、包里常年放着一支笔一个本子

一支牙刷和一套换洗衣服的日子。那时候的

女记者，颇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意思。

谢日红告诉记者：“我这辈子都没化过妆，时

时刻刻抢新闻，大家都想多发点稿”。

让谢日红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进入湖南

日报后不久的一次报道任务。

1952 年冬天，南洞庭湖第一次整修堤坝，

湖南日报派出一支报道小组去当地采访并编

辑出版《南洞庭报》，编辑部设在岳阳湘阴白

马寺镇上。谢日红记得，当时报道组一行5人，

组长是男记者，4 个组员全是女记者，她就

是其中之一。带好随身的采访包，每个人还

背上一床被子，就这样出发了。

白天，记者们分头去工地上采访；晚上，

便睡在编辑部一间厢房用架子和木板临时搭

建的“宿舍”里：铺一层稻草就是床。有时

候采访太晚回不来，谢日红就索性在工地办

公室的桌子上将就睡一晚，“反正随身带着被

子嘛”。

条件虽艰苦，却也苦中有乐。采访临行前，

谢日红特意买了一套较为宽大的邮差工作服

穿上，从头武装到脚，防风防雨也能抗冻。“我

本来很怕狗的，那次穿着这一身采访途中碰

到一条大狗，我大叫起来，没想到它看到我

这怪模样，竟然先被吓跑了。”时隔多年，回

忆起这一幕，谢日红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

那个年代的女记者，都有着这般吃苦耐

劳的精神。谢日红记得，当时和她一起采访

的 3 位女记者中，有位比她年长 10 岁的大姐

叫陈茵池，发表过很多优秀的稿件。“她怀

着孕还经常在路上采访，采访回来没多久就

生孩子了。”有一次，陈茵池到一个煤矿采访，

坚持要下矿井，矿上为此下了一条“命令”：

今天有女记者来采访，下井的矿工都必须穿

上裤子！

“我的第一次下乡采访”，
惊险之后的惊喜

新中国第一次土地改革之后，谢日红跟

着春耕生产检查组先后到宁乡、汉寿、益阳

等地采访。在此前查阅的资料中，谢日红发

现常德汉寿县有个“任桂芳农业生产互助组”

工作开展得很不错，她便决定在汉寿县单独

下车，前去采访了解情况。

一下车，谢日红却傻了眼：这里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一问，去互助组还得过一条河。

由于天色已晚行路不便，她只好在当地老百

姓家借住一宿。谢日红还记得，那户人家里

只有一位老婆婆在，很和善地接待了她。

可事后回忆起那个看似平静的夜晚，却

让她感到颇为后怕。原来，第二天到达互助

组后，她听一同前来采访的一位《大公报》

的冯姓记者说起，那户人家附近刚刚发生了

一次土匪抢劫事件，老婆婆家的孙子就是那

帮土匪的头头之一。

回忆起这段往事，谢日红用“太过幼稚”

来形容自己。但惊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惊喜：

她所写的这篇任桂芳互助组的文章后被

《长江日报》转载，广受认可。随后，谢

日红马不停蹄地赶到益阳采访了当地的

一个生产队和一位名叫龚秋云的驻队干

部，发表了题为《龚秋云领导生产有办法》

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了省委的关

注，并形成了“向张官长、龚秋云学习，

做农村工作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

方法”的决议，在全省引起讨论。

这一次的经历，谢日红撰写了一篇文

章发表——《我的第一次下乡采访》。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始终需要记者
 

“那时候出去采访，交通很不方便，大

多数要靠两条腿赶路”。上世纪 50 年代，邵

阳绥宁境内为运输木材修建森林铁路，谢日

红在春节期间前往当地开展采访。从工地上

完成采访时已是傍晚，为了尽快发稿，谢日

红只能独自徒步赶回距离工地 5 公里外的指

挥部。“那是一条在悬崖边的简易公路，一

边是高山，一边是河流，走着走着总觉得后

面会不会有野兽跟着……”谢日红告诉记者，

伴着皎洁的月光和满天繁星，她也记不清那

天晚上到底走了多久，只记得一到达目的地，

便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起稿来。

1988 年，谢日红从湖南日报退休。回忆

起自己的新闻生涯，谢日红觉得虽没有轰轰

烈烈的成绩，但也圆满完成了任务。“那个时

候条件很差，但人的境界很高，工作热情也

高，党报的荣誉感很强。现在各种条件都好

了，你们年轻人一定不要辜负这个好时代！”

在记者节来临之际，作为“90 后”新闻

老前辈的谢日红也向广大新闻工作者送出了

祝福：“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始终需要

记者，记录时代、传播美好、眺望远方，向

专业和操守致敬，向坚守和使命致敬，向每

一位仍然奔波在路上的记者致敬！祝大家节

日快乐！”

 刷微信、上头条、在
新闻客户端浏览资讯……
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再普通
不过的网上“冲浪”动作，
也是谢日红如今的生活日
常。可当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看到 90 岁高龄的她
熟练地操作着手机的那一
刻，还是不禁赞叹起来。

“最近关注神舟十三号
的新闻比较多，女航天员
非常了不起！”谢日红放
下手机、取下眼镜，摇着
头对记者说 ：“现在老了，
眼睛不行、记忆也衰退了。”
但这样的话在记者看来未
免有些“凡尔赛”——之
前一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
中，讲述起半个世纪前的
那段工作岁月，谢日红总
能脱口而出当时的时间、
地点、人物，并不时在手
心写出人名的具体笔画，
方便记者记录。

这样的好记性或许得
益于谢日红从事新闻工作
30 余年刻进骨子里的职业
素养：因为记者，就应该
时刻“记着”。

90+ 的她

记  者  档  案

谢日红，1931 年出生，今
年 90 岁， 湖 南 日 报 社 新 闻
研究所原主任编辑。1951 年
进入湖南日报社工作，直至
1988 年退休。

吴月英：湖南第一个“飞天奖”，由她捧回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  者  档  案

吴月英， 1977 年调入湖南
电视台担任电视剧导演，曾八次
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五
次获中国电视“金鹰奖”，五次
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
秀电视奖等奖项。退休后一直是
省委宣传部专家组审片成员。

在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跟吴月英确定
好采访的时间地点后，吴月英发了一条很
长的微信过来，详细介绍了到她家的路
程，最后的落款是：阿因。阿因是她的
笔名，这个笔名一直跟着她的职业生涯，
吴月英只是她身份证上的名字。

这条体贴的微信，特别符合湖南广电
不少跟吴月英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们对她的
评价：她是大家的“阿因”——热情亲
切的老大姐，总是为他人着想。

当记者在吴月英家中见到她时，她正
拿着一台 IPAD 在审看样片——虽然吴月
英 2004 年就已经退休，但 17 年来，她一
直退休不退岗，经常几天几夜连轴转地审
看节目，年近八十自称“80 后”的她仍精
力充沛，为湖南电视事业的发展夙兴夜寐。

80+ 的她

“不务正业”的小姑娘去了中央台深造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特别热爱和喜欢

电视，只要是审片或是看剧本，我就精神百

倍，一点瞌睡都没有！”吴月英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从 44 年前调到

湖南电视台开始，她就和电视结

下了不解之缘。

1963 年，刚刚从中国戏剧学

院导演系毕业的吴月英，被分配

到湖南省湘剧院。呆在“戏窝子”

里的她，却对电影和电视这些新

兴的文艺形式更感兴趣，领导和

同事们都知道，院里有个“不务

正业”、“喜欢看电影”的小姑娘。

1977 年，湖南电视台需要人才，

于是这个小姑娘调去了电视台。

去了之后才 20 天，吴月英就

登上转播车，转播了湘剧《小刀令》。第一次

上手工作的牛刀小试，让台里的领导觉得这个

妹子“脑子好使”，“值得培养”。很快，吴月

英被台里送到中央电视台学习。（下转 03版）

 看到记者带去的报纸，谢日红习惯性地翻阅起来。

吴月英干起工作来非常严格，但平时总是笑呵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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