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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报一业。志。

科学普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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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烟台报业志》全面、真实地记述了1894～1990年近百年间烟

台近50种报纸的状况。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烟台报业产生、发展的

历程，突出地记述了烟台报业在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等各个重要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突出

了不同时期、不同报纸的各自特点，歌颂了献身于报业的革命志

士，讴歌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该书全面、客观，既有对革命

报纸的记述．又有对敌伪、反动报纸的记载；既有中文报纸。也记外

文报纸f对革命报纸的记述，既实事求是地记成绩、记胜利，也实实

在在地记不足、记失误。是烟台市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烟台报业兴

衰的历史和现状的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的报业杏·也

是烟台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报业志。是一部了解烟台报业兴衰起伏

的历史和现状的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烟台报业志》编纂委员会

主

委

任

员

主 审

主 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正文设计

王永福

孙佑天

侯云友

康世仲

王家琳

圆
王永福圃
詹万佑

张相勤

严苞



‘毒
鲮J

烟台日报杜党委书记、总编辑王永福题词

遣艮继永

出铝杉局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f、Ⅲ时期州☆Ⅲ机"市：jr报纸



报社领导班子在研究讨论如何加强新闻队伍建设

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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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是一个沿海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这里环境优美。气候

宜人。地灵人杰，有着繁荣的经济。昌盛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作为

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事业．顺应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率先在这

块土地上产生并迅速得到发展。山东省最早的铅印报纸诞生于此

地，第一份外文报纸也首先在这里创刊；历史上烟台出版过的报纸

达100余种。烟台，可谓山东新闻纸的发祥地。

历史的经验是宝贵的。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镜。无疑《烟台报业志》的出版。对于今天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

展。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志书对抗El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大众报》和《烟台日报》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出版的生动

事迹记述．更是难得的无产阶级新闻教材。

历史是昨El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今天党的新闻事业，

是历史新闻事业的延续和发展。《烟台日报》迄今已走过了48个春

秋。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镰刀和斧头的旗帜下。宣传革命，倡

导自由，为民立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她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

时代潮头，忠实记录党和人民的创造。讴歌真善美，鞭笞假丑恶。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满腔热情地宣传改革。宣传对外

开放．时时弘扬两个文明建设的经验和成就。始终把握着正确地舆

论导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烟台日报》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

新闻工作者，积累和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她已

深深扎根在广大读者心中．成为党强有力的宣传武器、舆论阵地杰

出的战士。这既是《烟台日报》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奋斗的结果。也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晶。

希望我们的编辑记者乃至新闻战线的所有干部职工．都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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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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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烟台报业志》提供的丰富资料。全面了解烟台报业发展的历史，

并通过历史的了解增进对现实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我们今天肩负

的重任，学习革命前辈的榜样，发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光荣传

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不断进

取，为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加速烟台的改革开放，振兴经济。作

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烟台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

王永福

一九九三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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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烟台报监志》的时间断限为1894年--1990年。划分为
三个时期：(一)1894年至抗日战争爆发，记述的重点是20年代、

30年代民国时期的烟台报纸l(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记述

的重点是胶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报纸，尤以中共胶东区委机关

报《大众报》为重，(三)建国以来，记述的重点是《烟台日报》。

二、《烟台报业志》所含区域范围：第一个时期为烟台及其邻近

县市；第二个时期含胶东抗日根据地和敌伪、国民党占领下的烟

台，建国后为现烟台市域。

三、根据“战争年代是主线，建国以后是重点”的编志要求，本

志对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史科，着力收集和整理，以

期较为完整地保存革命新闻事业的宝贵资料。战争年代与建国后

篇幅大体相等。

四、本志在搜集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得到战争年代从事报纸工

作的老同志的热情帮助。编纂人员曾先后采访过50多位老同志，

请他们写了40多篇回忆文章，并已编入1988年印行的《战火中的

胶东报坛》一书，值本志出版之日，谨向他们致谢、致敬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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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烟台报纸史略

烟台，位于祖国东疆．濒临渤海、黄海，是同海外发生交往较早

的地方。2000多年前，秦始皇三次来巡；唐宋时代，烟台(芝罘)、蓬

莱(登州)是最早同东瀛往来的海港之一。19世纪末，外国人便在

烟台创办了山东省最早的近代报纸。从那时起，在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烟台的报纸事业不断发展变化，且各具特点。

烟台最早出版的近代报纸(在印刷技术上以铅字印刷为标

志)，是德国沙泰公司主办的英文报纸《芝罘快邮》(CHEFoo

EXPRESS)，它创刊于1894年，是山东境内出版最早的近代铅印

报纸，也是山东最早的一张外文报纸。它以传播商业信息为主，为

外商的经济侵略服务。

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后，烟台地区许多人赴日留学，参加了

孙中山的同盟会，归烟台，创设学校，兴办报纸。1906年《渤海日

报》问世，它宣扬民主，鼓吹革命。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渤

海日报》人员成为烟台起义的骨干，一举驱赶了清朝的地方官，在

烟台设立了山东军政府。在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

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烟台1862年开埠后，在列强的控制下，民族工业发展缓慢。

1892年张裕公司兴办。它的葡萄酒1915年获国际金奖。同年烟台

钟表问世，这两家国内首创的轻工业大厂的创办，标志着烟台民族

工业的兴起；随着经济的发展，烟台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到

20年代末、30年代初，烟台同时出版有对开、4开报纸近10家，其

中4家对开大报，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由原《渤海日

报》改组的《钟声报》，代表倾向保守的国民党力量，《东海日报》为

驻烟军阀刘珍年所创，后来为国民党地方当局所控制，《芝罘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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