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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近代报刊出现于清末，。而保定自清康熙八年成为直

隶省会，一直是河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保

定的报刊出版业也相当发达。尤其是保定在辛亥革命和新艮

主主义革命中，经常处于中国北方的中心地位，产生了不少

在中国革命史上闪烁光彩的革命报刊，更为保定报刊史增添

了光辉。 。

。

一，回顾保定报刊发展历程，，既可使我们受到革命一传统教

育，叉可使我们借鉴历史经验，从而把新时期的报刊办得更

好。因此，开展保定报刊史的研究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十

分有益的事情。1990年春，我们根椐省、市有关部门的指

示，对保定报刊发展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挖掘、搜集．整理，

，大致捋清保定报刊发展的脉络，编成了《保定报志》，为今

后进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保定报志》的内容涉及从清末到1948年保定解放前

7夕在保定出版的绝大多数报刊，以及保定解放后在保定出版

的绝大多数报纸。本书作为新闻史的组成部分，本应只收入

新闻性较强的报纸，但因清末的报刊，，“报一与“刊弦之间

还没有明显的界限，名为“报糟者似。刊万，名为口刊"者

又似a4&．-，加之都具开创性质，遂一并录八。民国建立

后，由于保定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一直在与强大的敌人奋战，

经常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所办报刊多系秘密出版，没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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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求其形式，因此露报一与矗刊”的界限也不甚分明，加之

这些报刊都是保定革命史上的功臣，保定新闻出版史上的珍

宝，遂也一并收录。鉴于此，．解放前的部分便录入了一些彳fI
●

物。 一

本书的_概述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报刊产生

的政治环境及各类报纸的基本情况和历史作用，可以使读者

从宏观上俯瞰保定报刊发展的全貌。本书的口志”的部分，分期1

分类介绍各种报刊，可以使读者了解各种报刊的详情。主要

分为保定解放前和保定解放后两个部分。解放前部分，除“清

朝末午的报刊"一章外，其他基本按报刊性质划分章谢、解
放后部分，党报按省、地，市、县分章，按沿革分节。专业

报刊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报刊则另设章节于后。本书搿大

事记’’部分，按时问顺序介绍保定报刊出版中的重大事件，

尽量收录前文中朱录入的内容，可以使读者从发展的角度比．

较各报，并了解一些报刊出版史上的具体事件。
。。

由于时代变迁，资料匮乏，加之时间所限，无法进一步

调查研究，本书尚存明显的缺憾。-是缺少必要的环节，民．

国初年至二十年代的报刊，尤其是地方当局的报刊和民营报

刊，未能作具体介绍；二是详略不一，有的报刊详细介绍了

全面情况．而有的报刊则连基本情况亦禾交代。对此，只能

待有了新的发现，再行补充，也恳请知情者不吝赐教。本爷

作为抛砖引玉，尚望更多的同志做进一步的开拓。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市方

志办的尤文远同志给予了热情指导，市党史办的朱赤、‘任廷

山同志和保定地区党史办的马英民同志，不仅介绍了’党报

党刊及进步报予J盼情况，还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保定市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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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报第一任总编辑，。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杜敬同志，

不仅提供了《新保定日报》的情况，还主动提供了抗日根据

地办报情况的资料，河北日报社李锡浩同志热情提供了冀中

Ⅸ河北日报》及((河北日报》的有关资料，保定中山业余大

学的梁葆顺同志多次介绍保定解放前地方当局报刊、民营报

刊的情况。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保定市报》老领导崔昶、董东、耿耀、路一、郭

旭、侯国辉和抗日根据地的老新闻工作者李春溪、黄锦，张

鹏、陈哲，及保定的老报人阎宝恒，康斗南、谢民先j仲锡

章也提供了宝贵资料，保定日报社、清苑县委宣传部、满城

县委宣传部、保定的各内部报纸也都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大力

协助，对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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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报刊在保定的发行，。始于清末。1872年之后，京、
。

一。津先后有《中西闻见录》、《中国时报》、((京津泰晤士报》，

《国闻报》、《大公报》等三四十种报刊出版。保定当时办

直隶省会，又是京畿重镇，自然成为各报扩大发行的首选之
‘‘

地。因此，。近代报刊的发行，较之北方其他同等城市为早。
， 最早在保定设局的报纸是《北洋官报》。1900年8月，

’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1901年

9月，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为挽救内

外交困的清王朝，，慈禧太后匆忙推行“新政野。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清政府决定开办官报。1901年11月，李鸿章病

故，，袁世凯继任直汞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主持推行“新政一

的机关督办政务处。为鼓吹“新政静，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直

隶地方当局的政府官报《北洋官报》，并在保定设立分局。该
～ 报体例。首载圣谕广训直解，次为上谕，再次为本省学务，

‘

兵事，时务，农学、工学，商学，兵学、教案及外省新闻，

。 各国新闻。每期常有诰诫式序文一篇，有风景图画一二纸，
√ 开官报之先河。 ‘．。．

-。
，

1。r ¨·
“

’。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推行，保定开办了。一一

批新式学堂，被誉为学生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也在．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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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保定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

期j由于军阀统治的黑暗，保定的新闻事业发展比较缓慢，

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在保定得到蓬勃发展，马克思
．主义在保定开始传播，才诞生了现代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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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p办参蠊自

保用努中话定

有的，当在

k

学处创极榭求

，津利军年白保

还早虬于存

日售生积吴直

京还命青方，

刊最报由而

留代学，，“

向云革步地心

报定话

。榭

省了留樾月。．

也幼Ⅸ进Ⅸ人

的保农虬学

，

隶立隶吴2纸

，陈r的办入

刊，直报托．

直设直驱年报

后员》校创深，刨》北曾依．

，定是先次的。立会讨学定传

定报Ⅸ务都月保，的，想纸建会天他保宣√保话刊挺数

2在想命作思报部盟《其在的

在官报稚多

年就思革工命的支同

、和还刊h年母普的大．

∞

，主亥的革早录隶》学勤报

末争袢办绝均志民辛》吹最直直报中法些。朝音的盏珧

。杂级

，报鼓办会。民德王这心清拼旱堂报播》阶年话份创盟刊Ⅸ育生于中，《最学的

传说产¨白一定同报带在学由的外刊

，业定
为直资均隶了保京命携，日。命刊报》农保．

广Ⅸ和。直成在东革，定留论革报育志托，

。中的亡物Ⅸ办人年等会保年舆亥述教杂委制版生办救刊堂它党惦黔机到％命辛上入备局限出学创国命学将命均蝴前日叩均革方除成武务的辑

年京爱革江，革

∞国传。造北

的Ⅸ农件编

青东传的两编是

寄回宣阅广国

早物隶条师



}二

k
t

，

～

一．1920年9月，保定育德中学进步学生安志成，壬锡疆、

王斐然、杨其刚，王其彭组织成立了矗文学研究会"。该会

在李大钊、邓中夏组织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一酊

指导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并创办会刊《青

年之友》。《青年之友》是保定创办最早的现代报刊。

．．1921年3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应聘来到保

定，在直隶高师任新文化教授。他公开宣讲新文化，传播马，

克思主义，并介绍直隶高师的进步学生张毅先÷王新邦、阎

仲拥、余世清等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邓中夏的关怀和．

领导下，保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诞生了。1922年6月，．’

保定团地委成立，1923年创办《晨钟》周刊。这是保定创办，，

最早的团组织的刊物。1924年，保定团地委还同保定青年学

会共同创办了《律保青年》。该刊在天津《华北新报》副刊，

”(周刊)上发表，除随报发行4000份，还自售5 OO份。

，((青年之友))，《晨钟》等报刊，宣传科学、民主．

的新思潮，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

基本观点，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抨

击封建主义的复古守1日思想及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对

唯心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成为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阵地，为保定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
础o ，。‘一’ ．一i -二：．’★

· 1922年12月，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育德中学学生，祉
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王锡疆，杨其刚，安志成、彭桂生由团转

党，并建立了中共保定小组。1924年中共女二师小组成立，．

创办刊物((赤光))，党小组长李培之任主编。这是保定最早

的党组织创办的刊物。1925年舂!中共傈定支部成立，确定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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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团地委的刊物《晨钟))为支部机关刊物。《晨钟》(后

改名为《微声》)刊登在天津((河北日报》副刊上，随报发

行3000份，支部机关还自售1000份。 ．一，

(《晨钟》、《微声》等党的机关报干U，宣传党的一、

二、三大决议，积极贯彻执行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配

合党组织领导了保定铁路工人的a--七"大罢工，“国民会

t议砂运动、“五卅黟运动、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潮等一系．

列影响较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了保定革命形势的发

展。 ‘·

⋯
一

、

。二

， 除上述报刊外，保定当时还出版过其他报刊。据20年代

．末的保定报纸记载：。“民国数年已有报纸出版，纯系机关性

质弦①，但其详情，冈缺乏有关资料，还无法说清，有待进

一步调查。 ．

’

t，

’
、』

·

‘ ’

·

一 一 三。 ，

．
-． J一● ●。

‘

1928年5月，国民党北伐军进驻保定。国民党新军阀改

组了国民党市党部，对国民党员重新登记，进行清党活动，

开始了对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残酷迫害，使1925年后出

一现的国共合作的局面不复存在。保定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

保定的共产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斗争，创办和领导了多种报刊，宣传党的纲领，

路线，方针、政策，唤起民众，鼓舞斗志。这些报刊，无论

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国

民党当局支持的报刊。 ，

”

中共保属特委创办的机关报刊《红旗》，以农村党员和

‘ ①<<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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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群众为对象，积极宣传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

方针，推动了保定周围各县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先后爆发

完县五里岗暴动，高蠡暴动等规模影响较大的农民武装斗

争，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专横反动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影

。．
响。在国民党统治的市区j保定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创办的《破

。
’

晓))，-《火线》等报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共产

党的抗日救国方钳‘，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的斗
，； 士 -‘

、

JDo

。

地下共产党员黄伯梁在保属特委领导下，先后创办了 ，

《民众周刊》，《抗日生活》等多种进步报刊，宣传党的抗

日主张，介绍抗日前线情况，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 ．
一

策，成为我党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抗日活动的重要阵地。
， 在中共保属特委领导下，保定左联也创办了多种刊物。

’’

保定左联是北方左联的分支机构；是党的外围组织。由于屎

定共产党的力量较强，在北方左联成立之前，保定的左翼文

化活动就比较活跃，曾创办进步刊物((新生》，并与北京的

“鏖尔读书会"等进步文学社团取得直接联系，建有其分
‘ ‘

， 会。分会曾创办《雇尔》，：《转换》、《转变))等刊物。北 ．

方左联成立后仅三个多月，保定也建立起左联组织。北方左
‘1

o 联盟员徐盈、张寒晖，梁冰等，均曾回到保定开展左翼文化潘， ，

动和发展左联组织。保定左联组织曾发展到定县及泊镇等

地。保定左联先后创办《在前n肖>)、‘((朝晖))，《清曦》，
： 《太平洋风云))、 ((小小月报))等多种刊物，批判各种反动 ，

‘． 文艺思潮，宣传马列主义，刊登进步文艺作品，揭露社会的
‘_

．黑暗。不仅繁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锻炼培养了共产党

舶文艺骨干队伍，也狠狠打击了敌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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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对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报刊，蒙蔽群众，笼络人心，．

诋毁和破坏进步运动，巩固反动统治，保定国民党当局支挣

创办了《文化前哨》、《保定新青年》，((振民日报》等反

动报刊。其中《振民日报》出版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

这一时期保定出版的商办报刊有《河北民声日报》、 ．

《竞进日刊》等。，这些报刊的新闻以地方新闻为主，多刊登

纠纷、凶杀、奸情等社会新闻，这些报刊的吾11t：11所占比重很

大，除刊登武侠、言情小说外，还登载名人轶事、奇闻异事 。一

类文章，以迎合市民心理，扩大发行。’由其经营的性质决1

定，这类报刊所登广告较其他报刊为多。 二

历史文化名城保定高、中等学校林立，．素以教育事业发

达扬名省内外。在这一时期，各校的校办刊物得到蓬勃发

展J除同仁中学的《仁声周刊》曲版略早外，其他校刊基本 ．

上都创办于这一时期。．据老同志回忆， “当时保定各大中小．

学均自办刊物矽①，除本校师生阅读，．还相互交换。仅河北

大学就创办了，((河大周刊》、 “河大双周》、 《河北大学文

学丛刊》、((河大农刊》等多种刊物。河北大学农科改组为

省立农学院后，创办了《河北通俗农刊))、((气象季刊》、 ．

《农民须知》，不仅供师生阅读，还向农民普及科学知识。

保定民众教育馆为提高成人教育质量，也非常重视出版。工 p

作，曾出版“民众旬报))，《民众半月刊》、一《常识画报》

等多种成人教育报刊。省立第二模范小学的(《小学教育》不

仅在保定市发行，还肩负指导河北省小学教育的责任’．享 ?

誉全省。而中学则基本达到校校有刊物。当时不少校刊由学

生自治会负责出版，一些进步师生积极参与此项工作，!使一

①((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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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校刊在宣传进步思想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如((‘育德

月刊))即是较为出色的一份报刊。据不完全统计，这_时期

各校创办的报刊达三十种之多，它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生

话，也增强了学生的阅读、欣赏，．写作能力，促进了教学质

量的提高，推动了保定教育事业的发展F? 。-。．t一‘。’

除上述报刊外，保定在这一时期还出版过其他报刊，据

20年代末的保定报纸记载。 “《河北新狠》一：1928年出版。其

后有((河北时报》、《保定日报》，今有《河北日报》产

生黟①。●些老同志在其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这一时期的

《保定日报》，但由于资料缺乏，对有关情况还难以评述。

‘

，：。+ 四1 I～
1’ 。

，．．‘．一

～1 r
。

。。 ’ ’：j

、1937年7月7目，日本军队悍然进攻卢沟桥，发动了全‘

面侵华战争时7月29日，：日军侵占北平，30日，占领天津，

9月24日，攻破保定，从此，‘保定沦为日伪统治区。
’

。．、．．日军侵占保定后，国民党军队溃败南逃，而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军队却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按当时区戈IJ，保定

分属冀西区(后改为冀察区)一专区的满城县和冀中区四专

区(．．1940年改为十专区。1944年改为九专区)的清苑县，’之+

光县和安新县。因此，抗战时期保定基本上只有抗日根据地

出版的报刊和日伪地方当局出版的报刊，而无国民党出版的

报刊。! ：4：。’、。|‘
一，：’’

一

：。：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充分体现

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特点f当时，没有电话，更没有广

播电台，地方党政机关的指示，决定，工作部署，往往要通

①《(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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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报刊传达到广大群众之中去。群众也只能囊报刊了解抗日。

的情况，掌握上级指示精神，学习外地的对敌斗争经验，反

映自己的意见要求j因此，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报刊。

都十分重视，有条件的地委，县委、抗日团体都创办了自己

的报刊。九地委先后创办了((新建设报》和((团结报》；之

光县委和清苑县委分别创办了《我党之光))和((支部小

报》。清苑文建会仓lf办了《烽焰报》、((乡村文化》，之光

文建会创办了《之光文化))、((小天地》，青救会创办了

Ⅸ之光青年》，安新文建会创办了((安新月刊))等等。办报人

员，几乎全部都是土生土长，有的是小学教师，有的是中学

或小学毕业生。广大群众对报社工作非常支持，不仅为游击‘

办报提供场地，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报社同志，还为报社传送

稿件、：报刊，连一些小学生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抗日战争的环境是异常残酷的：敌人建炮楼、挖壕沟，

修公路，分割抗日根据地，搜捕抗日工作人员，扫荡抗日

村庄，使办报工作处于重重困难之中，所以，伴随着游击

战，各报社经常是流动办报，在地洞里工作。有的刻写员洗

因长期钻在阴暗潮湿的地洞里，而患病早逝。敌人也把抗日

报社作为重点袭击的对象。1942年冬，敌人侦知团结报粒

的驻地，突然奔袭包围，‘往报社人员工作的地洞里施放毒

气i里面的4位同志把套挖的小洞洞口堵死，又用撒上尿的

湿土掩住口鼻，才幸免于难。一些同志还为办报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团结报》社长周景陵在高i；ll县雍城村与敌人盟

遇，不幸牺牲，年仅27岁：1■ ，

’

．．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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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控制城市，封锁农村，严禁新闻纸、印刷设

备流通，给抗日根据地的办报带来极大的物质困难。因此，

除极少数报刊是石印外，绝大多数报刊都是麻纸油印·

在“抬头是岗楼，迈步是沟墙，终日枪声响，遍地是谣

．、言"的漫漫长夜里，这些油印小报，象火种，象曙光，使群

众感到了党的温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鼓舞着抗日军民与

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日伪当局在市区出版了《河北日报》、《保定华北新

报》等进行奴化宣传的报刊，厚颜无耻地吹捧日本侵略者，

诽谤抗日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侵华日

军对占领区的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实行严密的控制，派专

人监督，指挥。1944年，。伪河北省广播电台一记者偷听国统

区广播被发现，宪兵队便逮捕了伪省公署宣传处长陈之安、

河北日报社编辑陈庚林等多人，严刑拷问。
’

一．．日伪当局还成立了同盟通讯社保定支局，接收日本东京

发布的电讯稿件，油印后送报社及日伪机关。1940年3月，

日伪当局又成立了中华通讯社保定分社，收录北京中华社发

韵电讯稿，油印送((河北日报》及日伪机关，直至日本侵略

军投降。
‘一。

'． ：7
，-．

国民党虽未在保定出版报刊，；但却把其地下人员安插到

日伪报社。保定日伪报刊的编辑局长陈庚林、主笔傅庆隆、

、编辑魏理初等都是国民党地下人员。陈庚林在抗战胜利前夕

还发展多名日伪报社人员加入三青团。日本投降后，副社长

福冈(日籍)召开大会威胁说。．“二十年后再见l秽有人就顶

撞他说· “那时还不知能不能见到你呢l一福冈离社后，陈

庚林主持日伪报社工作，继续出报，刊登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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