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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娥志能

四川报业有近百年历史。各时期四川报韭在全国均占有重

要位置。特另9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更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

舆论中心。据抗战胜利次年统计，四川(含重庆)的报纸、通讯社

数量。均居全国各省市之冠。 ·

．

<四川报业大事记)(1897--1995)记述了各时期四川报业发

生的许多重要事件，是与<四川省志·报业志>配套的大型资料性

书籍。<报韭志)由于受到体例．、篇幅限制．只能“宜粗不宜细”．

提纲挈领。<报业志>中未提到，或记述很略的事件，在<大事记>

中大都有较详的记载，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必要的交代。<大事

记)如实地反映了四川报业发展过程中的起伏、曲折和变化，历

史的与现实的独特道路，谴国后改革开放时期空前的繁荣发展。

·它有助于新闻工作者了解、研究各时期四川报业的特点．各新闻

媒体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的经验教训；有助予广大新闻工作者获

得四川报业各方面的知识，如第一家专业报、第一位女主编、第

一家发电稿的通讯社、第一家铅印报、使用轮转机印刷的第一家

报纸，及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对新闻舆论的摧残、被反动派杀害

的著名报人，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办的报纸如何在困难条件下进

行斗争等等。<四川报业大事记)的出版，对新闻单位培养报界

新人，提高缟采人员的素质，无疑十分有益。．

’最 编纂<报业志>和(四川报业大事记>的人员，大都是在新闻

战线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老新闻工作者，他们“默默奉献．为人

作嫁衣”，矢志不移。这里略书一笔，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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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四川首家近代报纸<渝报>于1897年11月下旬在
p

t 重庆创刊。创办人宋育仁具有维新思想，是宣扬变法的有识之
一‘ 士。他是四川富顺入，前清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奉派出使欧洲 ．

． 英、法、意、比4国期间，留心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出

。 以采行西法图谋国家富强主张．受到时人重视。在中日甲午战
⋯ ．争中，他密谋购买军舰，组织突击队，偷袭日本，事泄未果。第二．

一年回国后。即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强学会，任都讲。1896

年4月，他受任四川商务总督来渝，为宣传变法图强主张，便积
。

极约股集资，自捐银一千两，筹办此报，自任报馆总理，杨道南任

协理，潘清荫任主笔，梅际郇任副主笔，还有翻译及编纂、缮校、 ，。

司帐、排字职工若干人，于开办初即建立了规模。该报用木刻或
’

木活字版印刷，系线装订．每册约30余双页：编辑内容为：一、 ．

． 辕门抄，上谕；二、奏折；三、论文，是报纸的重点，除自撰文章外。 ‘。

还转载国内外有关变法图强的著述等：四、国内外和本省的重要
“

．新闻；五、重要译文；六、重庆市场物价表。发行除零售外，还在
’

省内成都等地设22个代派处、省外26。个省市设代派处，还代派

．．t．上海<时务报>、<求是报)、<译书公会报)、<蒙学锻>、长沙<湘学

新报>、澳门<知新报)等报刊，颇有影响。次年宋育仁受聘到成

都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渝报>出版至第十六期后停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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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一，”：．，．：．1 898，Jg-．』、』，¨．，?I‘』。。?，’：，I薹j
。： ：+■’’5月5日’<蜀学报>在成都创刊。总理宋育仁，协理扬道，． ，：』

．．，4
南，主笔吴之英，总纂高季平。该报刊载的内容，属于维新变法，

1’’

_’
”

介绍西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材料占95％以上0第三期千q 。”：

载芏荣懋的<统筹蜀藏论>，主张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在 ·“

农业方面，兴农学会；在工业方面，大兴工学会，大开艺院(工科 ，
‘，

’¨ 学校)。<蜀学报>第十三期出版后，戊戌政变爆发，慈禧再出硼。·，+．
_． ‘政，幽光绪于瀛台，罢一切新政：斩杀，六君子”．该报即被迫停 、，

’

刊。：，～7’：∥』l”一，7』‘．’， 一 。誓．． 。，⋯，
c．‘·。

． 4=同月7四川第一家日报及白话报<渝州新闻>在重庆来龙巷 ，

?’．’出版。创办人为原<渝报>主笔潘清荫等。该报以宣传变法维新 。。

、

√为宗旨．日出一小张，寥寥数事-别具一格。戊戌政变后清廷受
’

禁舆论，该报被迫停刊。”；1’i'¨’， ．j：“ ·? 一一’f- ，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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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叶 “

1·
、

， ， 一

一?一-』。{‘ ’。弘_一‘～j⋯：。+·：』，≯ ’’，

一．i’：：．。 夕¨，o：锶：，’。，≥，?，一’-y?⋯_◆‘．， · ^ ， ‘
。 一 ^ ’

一 ··^。’r ，’于 ；二；?r、j 7。 避 、，：i7 ，卜’j’ v Q．·1 t‘：j”一 ’：呼7

- +i‘?：’一；‘。，‘¨。，’X i ：．·’√．．一 ：“。： ：：
．+

，

．

1
“ _‘

’．

’
4·

’?

一- 一

，；

·。
?

、

．
’‘0 一

：。
：

，

’J'

。一”
： ” 一

，

J●
。

，

，

{，

●

●_

●

t

》

■p

，

r
，

～

{

，

^

●

●■

，

≮

t

．'

．

2●

雌

‘



1900，年
一 12月6日 四川最早专门宣传自然科学的报纸<算学报)

在成都创刊。在清政府宣布新政前一年，任过‘蜀学报>访事亦

主张变法图强的傅樵村．先在硅王桥北街开办成都图书局，又

●禀准备大宪”开一个算学报馆，与馆总教习苏星舫合办<算学

报)。傅樵村叉名崇粲，四川筒阳人，被誉为“成都报界的一个开

山祖师”。因当局严禁舆论，<算学报>只讲算学，不敢于涉地方

事件。由于宣传内容面太窄，订阅不足20人，出版两期后即自

行停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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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同年四Jl}首家销到国外、刊载小说及说唱文字的口语化
一

’，， 报纸(启蒙通俗报>在成都出版。该报为改良报纸．创办人傅樵 ”；。’

。 村。傅樵村1898年在成都尊经书院肄业，并?司<蜀学报)采‘

”， 、访”，受宋育仁维新思想熏陶，在清政府亘布“新政”后，他率先打’ +。j

7

。
破舆论沉寂，创办<启蒙通俗报>，以启民救国。<启蒙通俗报>积

。

“

极宣传爱国、救国的道理，强调“只有教育二字，才可以转弱为：
’

强，反贫为富，除提倡国民的精神，开发国民的智识．莫得第二个

药方”。因此，其编辑内容偏重教育、启民智，报上大量刊载新式
i 学堂的课本、教材。有时甚至把报名印成<启蒙通俗书报>、<启蒙，

一．； 通俗杂志>。经常在<外国新事)、<地球记事>等栏目内．译刊外

国报纸有关新发明、新机器的信息，以开读者眼界。 ，。一，

<启蒙通俗报>的特点是通俗。它采用白话文，尽量口语化．、 ，

， 使读者易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面向广大群众，主要办给“中下。
。

。．” 等人看”。傅樵村还发挥他关于绘画的特长。给报纸文字配图

，画。或用图画取代文字，使不大识字的人也看得懂。订阅者‘上 ，”

7

自政府，下迄妇孺，外则欧美．内而蒙藏”，国内发行“早达二十余．
。

行省” 。一：
，⋯

‘

- 一 一 。 · 一

<启蒙通俗报)初为册报半月刊，后改月刊，1906年改名<通
+

俗日报>。1909年4月20日．<通俗日报)别具一格增出附刊‘

一<通俗茴报>一大张，每旬首日出版，随报附送，不另加价。9月9
．， 日改为画册，仍随报附送．并加收订费。<通俗画报)内容编排分 ．一

历史、修身、风景、警世、风俗、时事、地理、讽刺、调查、告白等类。
。 每幅画配上标题、对联或打油诗，使人对现实有嘻笑怒骂，淋漓

’。

，， ，尽致之感。1911年(通俗日报>实行报式革新，在四川第一个采，

，，，’ ’+。·．4· j’：，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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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闻纸两面印刷，日出对开‘4个版，首版专载商业广告。这一

年，两报因鼓吹“争路”．被清政府查封。民初，两报均复刊。当

时，各种政治势力竟立朋党。打出“共和”、“民主”、“自由”的招

牌，争夺权力．社会秩序极为混乱，世风很不好，(通俗画报>对此

．， +尖刻讽刺。例如有一幅<大人甫变)(扇人老爷)的画，画面上是 ，

‘一群手执圃扇的阔绰老爷，头是牛、马、狗之类。画上有__幅对 ，

联，上联是：“·二三四五六七”(即忘八)；下联是：“孝悌忠信礼
’ 。

义廉”(即无耻)。还配六言打油诗一首，加以鞭刺。连续刊载傅
‘

’

樵村就成都的社会状况、民情风俗作的(四川I新官场现形记>、

+<社会百怪图>、<清官图>、<三百六十行营业图>、<成都笑话图>、
、

． <成都迷信图>等丛画，抨击当时政治上、社会上千奇百怪的丑闻
‘

丑事。<通俗画报>很受读者欢迎，有时“印一万张，尚不敷分迭，

索观者纷至沓来”。<通俗日报)及<通俗画报>终刊情况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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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月 <启蒙通俗报)发表卧云室主人撰的新闻理论文章 ”，、’

． <看报有益说)。这是四川第7家近代报纸<渝报>出版6年后．

⋯ 四JI|研究新闻学出的第一个成果。。 ：。：’^，～j一一、：，；：”．“

。 。：，4月 <广益丛报>在重庆创刊．o该报由重庆革命团体公强 ：

“

会成员杨庶堪和原川东书院院长梅际郇等主办。‘这一年，杨庶
’。1

．。． ，堪、梅际郇联合重庆进步青年．秘密成立了四Jl『第一个民主革命 ‘。：
。

团体公强会．需要有宣扬革命思想的喉舌。于是(广益丛报>便应⋯
’

1‘

运而生。1906年，杨庶堪加入同盟会后，改组公强会成立周盟 ·

’

! 会重庆支部，该报即由同盟会掌握，成为四川首家政党报纸。首
，“ 任主编杨庶堪，四川巴县人，16岁在重庆经学书院与邹容同学。，、4

。

继任主编先后有胡湘帆、朱蕴章、胡林丹、吴俊英、周文钦等人。 一

‘ ·

‘广益丛报>是综合性册报，宗旨是宣传新闻知识、新思想。其内 ，

、 容主要是转载全国各地著名报纸刊物上介绍的西方科学、民主

及国内问题等方面的报道和文章，还发表自己撰写的文章。在读 ．

一 者中颇有影响。该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转载<民报)上<民 ?

． 生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第一次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

．-，在四川公诸报端。并以大量篇幅连续转载严复翻译的孟德斯鸠：，·
． 的名著<法意>。系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广益丛报>敢于揭露

=．j 当局的腐败和衰败的世风，大力宣扬学习西方．推行民主．振兴 ，，

。

、： 经济，挽回利权等进步思想，发行数量日增．每期销售达千二三 +|．⋯

谭’百份，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发行数。该报于1912年终刊。．4 ． ⋯

．． 同年①傅樵村开办的图书局成立了两处阅报公所，备有
。

，

?
六七十种报章，专供人取阅。他的图书局藏有从清同治十三年 ’、。

’

。·? 以来的各种旧报达30多箱，后来全部赠给了成都的高等学堂。
’

j：‘．6‘。 ，’“

‘

r ：，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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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傅樵村赴日本大板，参加世界博览会，从会上购回真写五

色板、誊写板等各一具．从此报刊广告等开始印彩色。 ．

③‘启蒙通俗报>发表四川首篇研究新闻报刊史的著作‘四

川开官报说>。作者傅樵村。， ．．一’、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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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月7日 四川第一家政府报纸<四川官报>在成都刨刊。． 。j
’、+ 该报由四川总督府主办。7新任四川总督锡良根据清廷令各省推 ，。

’二{

⋯。 广<北洋官报>的指示，积极筹办出版(四川官报>，特将四川官书
’

’：

，” 局改为四川官报书局，并从上海、日本购回锅炉、机器，增强印刷4 77
“{

1’‘

。力量。’锡良在给清廷的奏折中，陈述其急欲办官报的目盼是：四、：。：
‘

，+川地处西陲，消息闭塞，胪言风听，容易讹传。地方不逞之徒，甚 一一：j
。

、? 或编造谣言，编纂邪说，于人心风俗，内政外交均有关碍，尤非亟’ ⋯一，
。

V“

办官报，不足以正视听而息浮言。为此，锡良具体规定官报的内
鬟

‘：
’

。’ 容：“首列谕旨，次采奏章，并择登本省、外省紧要公牍暨各报所 一

’

，载纯正言论及有关学术、商务、工艺、农业新闻。”据此，<四川I官，，

； 报>设置的出版栏目有<谕旨)、<奏议>、<公牍>、<论说>、<新闻>、t

<专件>、<演说>和<附录>八项，以公布清廷和四川地方政府的政． ‘．

’策、法令为主。即使在新闻中，也常摘登各级政府的牌示、指示

，。等。<四川官报>由四川官报书局发行。书局的总办、官报的总纂‘ 。

。和其他工作人员均由清政府委派官员担任。’首任总办为花翎二 。：

品调川委道陆钟岱．总纂举人龚耕道，提调花翎四品衔补用知县．。

，。 邝国元，文案知府衔试用同知蹇念恒，排印理问衔试用巡检孙锡‘ 一
章。‘ ，“

。 ” “ -’‘
。．7

．

(四川官报)发行到1911年，省咨议局为加强立宪宣传，建 ’．

4

议“改正官报体例”．得到总督批准，于2月19日开始改旬刊为
⋯

一_ ．5日刊，叫(四川五日官报>。每旬逢一、六日出版，篇幅由40页

改为20页。内容和栏目也有所调整，凡谕旨、奏咨、札示等具有
． 法令性质应行公布的属“公布类”．凡一切文牍，关系财政、民政、一

司法、教育、实业、军政等，其效力不及于全省足备采择的属“参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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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9月 ①四川首家外国教会报刊<崇实报>在重庆创刊。该
’

报是天主教川东教区的机关报。主办人法国传教士古洛东

．(Gourdon)，中国传教士王泽溥任主笔。古洛东于1866年来华，

在川东一带传教，曾任巴县水鸭岩小修院及沙坪坝大修院院长

，， 等职。他标榜刨办(崇实报>的目的，是“以开通人民智识，传递

确实信息”，“为社会忠实服务”。<崇实报)实际是以宗教做掩

， ‘护，干涉中国内政，维护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对中国发生的重

大事件，如保路运动、辛亥革命、马列主义的传播、共产党成立、

北伐战争、JII陕革命根据地等．该报均妄加评论，煽动反共。该

报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兵力、官员等进行调查。同时．对西方

的科学文化作了一些介绍，对四川民众了解世界小有启迪。该

报经费充足，出版近30年，从未中断过。1924年后扩大报纸篇

幅，最多时_期出两大张8个版。1933年9月8日终刊。
，． ②<四川官报>刊登一则<告白>：“<启蒙画报>全年原价成都

桂王桥北街图书局启。”该报具体创刊时间不详。 。

． 10月 四川第一家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报纸(重庆日报>

、出版，刨办人卞小吾。卞小吾又名卞燕，江津人，出身于世代书

、 香的大家庭。他青年时追求进步。1902年去北京：上海出游期

间，关心时局，结识报人，参加蔡元培、吴稚辉领导的爱国学社举
。

办的演讲会。1904年春天。他从上海回到重庆后，便商同家兄，

变卖祖遗全部田产，凑白银6000多两，筹办报纸。宣传民主革命

t思想，启迪人民觉醒。乘清政府崇洋惧外弱点，在聘有爱国思想

‘的人作编辑、记者的同时，特聘请日本人竹川藤太郎任社长．以
． ’对付当局。<重庆日报>创刊后，宣传开工厂、办学校强国富民的

?9·



思想or登载卞小吾撰写的言论．提倡“妇女天足、男女平权、家庭i|、

痒命论；于官吏之贪残秽迹，尤诋斥无遗”·不断报道川人争铁1～‘1
“+

路权利的消息，对清廷勾结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残酷镇压 、、‘

。、’人民反抗等恶行．发表评论抨击，被誉为重庆的<苏报>。其发行。

量迅速由初创时的500份上升到两千多份．成为革命派的重要
一

舆论阵地。对此，清政府极为恐怒．1905年6月1日，重庆当局
+

。将卞小吾暗捕，报纸亦被查封。之后，将卞小吾转押成都，囚禁

科甲巷狱中．三年不审判。同盟会革命党正营救中．四川总督锡、
，． 良授意下属．唆使同牢犯人将小吾残害死，对外扬言，卞畏罪自“：，

， 杀。民国建立．四川当局追认卞小吾为“辛亥革命烈士”。他是 ，

“

四川第一个为新闻事业献身的烈士。，
‘

，， 。。

“

11月2日 四川首家地方政府办的日报<成都日报)创刊．

由四川官报书局出版发行．书局文案丁忧任报社总纂。四川当

局创办(成都日报)。是为满足“省城绅商阅读者要求”。报纸的 i

宣传宗旨是：“开辟商民风气，灵通中外新闻，但不议论官事，臧一

否人物”，除刊政令外．大量刊登新闻、商律、商情、告白。编辑内 ． ．

．容安排，第一版为谕旨恭录、宫门抄、朱批笔录、专件；第二版为

商律、省内新闻、省外新闻；第三版为京外新闻．外国新闻。辕门，

抄；第四版为告自≥该报版面比较灵活，内容丰富．消息多，各界：
’人士都爱看a：新闻来源广泛，一是访事、访员供稿。=是采自省。 ．

内外各报及部分外国报纸。<成都日报>初为4个双折页册报．’|，

中缝编号为一、二、三、四，1906年排印为4版．每版分上下栏， ’

是四川报纸由书版向报版过渡的开始。辛亥革命后。12月四川

军政府将<成都．日报)接收改出<大汉四川军政府报>。‘．：：+·一

． ’，时、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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