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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洛阳现代报纸的发展，上起1919年，下讫

1990年。

二、本志只收录新闻报纸，兼及早期个别新闻性刊物i

其他学术性及时事性宣传刊物均不收录。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志中所称洛阳解放前后均指

1948年4月5日洛阳再次解放前后。

四、本志所收解放前的报刊，系经国民政府内政部或国

民党中央宣传部注册登记准予公开发行的报纸。所收解放

后出版的报纸，系经边区民主政府及建国后国家文化部、国

家新闻出版署、省新闻出版局登记准予公开发行或准予内

部发行的报纸。本市有关郝门准印，或只在本系统或本单位

印发阅读的快报、工作通讯等均不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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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中国唐代的邸报，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报纸。它的内容

主要是皇帝的诏书、文告及臣下的奏章，由地方长官设在京师馆邸

的工作人员抄录后报于诸藩。洛阳曾是唐代的东都及后梁、后唐的

都城，应是出版过邸报的地方，可惜已找不到实物和有关记载。宋

以后，未在洛阳建都，也就不会再有邸报在洛阳出版了。

洛阳的现代报业发端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的兴衰是同洛

阳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洛阳的地位重

要时，报业就兴盛，反之报业就萧条：

洛阳最早出版的现代报刊，是1919年创办的《河洛周刊》。当

年“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为继续进行反帝爱国宣传，豫西

学生总会和豫西抵制日货总会以积存的纸张和对私商的罚款出版

了这份报纸，它是洛阳现代报纸的雏型。1922年因开支无着被迫

停刊。以后数年，洛阳无报纸。至1923年，吴佩孚任直鲁豫巡阅使，

将河南省署由开封迁来洛阳，为宣传其政令，出版了石印的《河南

简报》(其副页名《河南辕门钞》)，专载省署命令及省署纪事一类新

闻。该报虽制作粗劣，但人们可藉以碍悉驻洛各单位情况，亦受青

睐。这是洛阳有官办报纸的开始。1924年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一

败涂地，省署迁回开封，该报也随之告终。1927年冯玉祥驻军洛

阳，为推行其新政I，曾发行《中原日刊》，但不几印即停刊

1932年，国民政府因受沪战威胁由宁迁洛，并定洛阳为行都。

一时之间，洛阳地位大变，报业也随之兴起。这年2月1日，国民党



中央宣传部首先出版了《洛阳日报》。继之，在郑州办报的杜尊五、

刘知恺、郭民铎等人赶来洛阳，于3月15日发刊了《河洛日报》。国

民革命军二十路军副总指挥贾式平之弟贾星垣，也创办了《大中华

报》。年底，《淞沪停战协定》生效，国民政府迁返南京，《洛阳日报》

宣告停办，《大中华报》因开罪警察局被查封；《河洛日报》的老板们

以洛阳地位骤降全部离去，而将报纸改盘于洛阳人许毅苍、郭子

彬、史梅岑等人，由他们继续办了下去。这是洛阳有现代日报的开

始，也是有现代报纸最多的时期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第一战区长官部退守洛阳，河南省府

也由开封迁来，洛阳不但成为军事重镇、关中屏障，而且成了河南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报纸事业又空前繁盛起来。为了团结各阶层

人民共同抗日，中共豫西特委在洛阳创办了《战旗旬刊》和《民运周

刊》，以多种方法公开发行。后又创办《前锋》报，在党内发行。洛阳

慈幼院院长郭芳五在一些爱国人士鼓励和支持下，创办了《行都日

报》。该报曾一度在中共豫西特委掌握和指导下，成为宣传中国共

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推动豫西各县抗日

救亡运动的有力阵地。中共豫西特委领导人常为报纸撰写言论和

文章。1939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办的《阵中日报》(北战

线)因改隶第一战区，从西安迁洛出版。河南省府的《河南民报》和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河南民国日报》也于1939年和1940年迁洛

出版。1941年，民办报纸《中原日报》(开始为晚报，1942年3月改

为日报)在洛阳创刊。同年5月，洛阳县农会创办了《农民导报》。

1943年，流亡洛阳的冀察党政分会主任委员兼河北民军司今张荫

梧在洛阳创办了《大同报》和《大同晚刊》。同年，由第一战区政治部

主任张雪中出资创办了《大捷日报》。至此，洛阳公开发行的报纸多

达10家(包括因战事吃紧迁鲁山出版仍在洛阳发行的《河洛Et

报》、《河南民报》、《河南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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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洛阳被日军占领，上述报纸或停或迁，洛阳遂成

为没有报纸出版的城市。不久，开封《新河南日报》派遣一批人员，

携带印刷器材来洛阳，出版了《洛阳新报》，为日伪在洛阳的统治效

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洛阳新报》的器材由河南省第十区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接收，出版了专署机关报《洛阳日报》。1946年，流亡

陕西出版的《中原日报》和《行都日报》相继返洛复刊。不久，《行都

Et报》的器材被国民党胡宗南部没收，报纸被迫停办，洛阳只剩有

《洛阳。日报》和《中原Et报》两家报纸。

1948年4月5日洛阳再次解放后，上述报纸不复存在。4月9

日，中共洛阳市工作委员会利用旧《洛阳日报》的设备，出版了《新

洛阳报》(现《洛阳日报》的前身)。至1949年8月，奉中共河南省委

指示，《新洛阳报》停刊。 ，

1954年，国家确定洛阳为重点建设城市。第一拖拉机厂、矿山

机器厂、轴承厂等大型工厂先后在洛阳动工兴建。新兴工业城市的

迅速崛起，迫切需要通过报纸来激发广大人民建设洛阳的热忱，交

流各项工作经验，经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和中央批准，中共洛阳市委

的机关报《洛阳日报》于1955年1月1日再次创刊。

1956年兴起办县报热潮，孟津、偃师、新安、宜阳、伊川、汝阳、

嵩县、栾JiI、洛宁及市郊区都先后创办了报纸。1962年前后，因国

民经济遭受暂时困难，《洛阳日报》、各县县报均奉令停办。1964年

《洛阳日报》复刊，各县报未再复刊。

随着各大厂的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和投入生产，企业报应运而

生。五十年代问世的有拖拉机厂的《拖拉机报》、轴承厂的《洛阳轴

承报》和矿山机器厂的《洛阳矿机报》。这三家企业报在三年困难时

期停办，六十年代中期又陆续复刊，其间新创办的有铜加工厂的

《洛铜报》。“文化大革命”中，《洛阳日报》及几家企业报因受到冲击

一3一



又先后停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洛阳经济开始

起飞，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报纸事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1978

年，《拖拉机报》复刊，至1981年前后，除《洛阳日报》等报纸先后复

刊外，企业报、专业报、高校报都有较大发展。截至1990年底，出版

的企业报有《拖拉机报》、《洛阳轴蕊报》、《洛阳矿机报》、《洛铜报》、

《洛钢报》、《洛阳玻璃报》、《电话设备报》、《油建工人报》、《隧道工

人报》、《洛阳石化报》、《洛氮工人报》、《洛炼报》、《洛阳嘉陵报》、

《洛阳水泥报》、《洛耐报》、《钼业报》、《包装印刷报》等17家；出版

的专业报有《洛阳卫生报》、《牡丹影坛》、《洛阳储蓄报》、《洛阳人口

报》、《洛阳环境报》、《英烈报》、《洛阳法制报》、《洛阳农金报》、《洛

阳经济报》、《洛阳包装报》、《洛阳广播电视报》等11家；出版的高

校报有《洛阳工学院》报、《洛阳电大》报、《洛阳大学》报、《洛阳医

专》报、《洛阳建专》报、《外语学院》报、《洛阳师专》报等7家。上述

报纸期发行总数48．36万份，新闻专业人员316人。除《洛阳日

报》为公开发行的报纸外，其他企业报、专业报和高校报均为内部

发行的报纸或内部新闻性读物。

洛阳办通讯社始于1932年国民政府迁洛时期。当时有外埠迁。

洛通讯社4家，本埠自办通讯社4家。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外埠

迁洛通讯社相继离去，本埠通讯社也先后停办。抗日战争期间，洛

阳成为河南战时省会，通讯社增至6家。抗战胜利后，洛阳通讯社

多达9家，其中有以通讯社为掩护专事搜集共产党活动情报的，有

借通讯社之名进行争权夺利的，有以办通讯社为掩护进行招摇撞

骗的。各通讯社互相敌视，彼此倾轧，被称作洛阳新闻界最混乱的

时期。

1948年4月5日洛阳再次解放，原通讯社均不复存在。同年5月，

新华通讯社在洛阳建立了支社。工作两年后，于1950年8月撤销。

——a——



第二章 报纸

第一节 民办报纸

一、河洛周刊

《河洛周刊》创办于1919年冬，石印，期发行500多份。

1919年全国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后，

洛阳学界和全国其它城市学界一样，游行示威，查禁日货。学运全

胜后，豫西学联和豫西抵制日货总会的张雪波、张修则，以及地方

人士冯仰之、席嘉觞等，以积存的对私商罚款及没收的纸张，创办

了《河洛周刊》，目的在于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该刊由刘吟舫、徐

诚斋编辑，其内容除载国内外重要新闻外，并刊载小品、诗歌、漫画

等，尖锐泼辣，以敢言著称。1922年，因经费无着而停刊。

二、行都日报

《行都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15日，四开四版，日刊，社址

在寿春寺街三官庙。

该报为民办报纸。董事长郭芳五在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下，用

他办的慈幼院印刷所的设备，创办了这份报纸。

在国民党统治下，民办报纸必须有强有力的后台才能生存下

去。为此，郭芳五主持成立了董事会，邀请张钫(时任国民政府军事

参议院副院长)为名誉董事长，陈大自(国民政府铨叙处洛阳办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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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负责^)、常志箴(河南省参议员)、李名章(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

校校长)等^为董事，并由李名章任名誉总编辑。

郭芳五还聘请其孟津同多郭担宇任社长，闶少显任编辑主任．

梁之超任经理，周肇瑚任副刊编辑。其它编采人员则由阎、周物色。

阎、周都是具有爱国热肠的青年，所聘人员多为与自己志同遭台

者．固此报纸一出版，就咀它宣传抗日、倡导民主、立论公道、主持

正义的鲜明特色吸引了广大读者。

j

解授前洛m女版的部分民0报纸

中共豫西特委对《行都日报》十分关注。1 938年2月，中共洛

阳县委书记赵文甫介绍副刊编辑周肇瑚人党，并指示周在印刷所



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后又通过关系，派党员李续刚、张

履之、周启祥到编辑部任职，李任代总编辑，张负责编时事版，周负

责撰写社论。编辑部及印刷所陆续为中共地下党员掌握。中共豫

西特委每月资助该报200元大洋，由周肇瑚按月领取。该报在豫西

特委掌握下，成为宣传、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有力阵地。豫西特委

和洛阳县委的负责同志经常为该报撰写言论和文章，并曾指示其

刊登过周恩来的文章《二期抗战的重心》和史沫特莱写的通讯《无

名的中国兵》。报纸的《救亡青年》、《抗战妇女》等栏目，曾热情反映

过洛阳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冬，阎少显离洛赴陕，周肇瑚接任编辑主任，李续刚离

开后周又任总编辑。‘1940年5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来洛，其

他报纸奉令不准报道，唯独《行都日报》以《抗日名将彭德怀抵洛》

为题发表了消息。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嫉恨，特将周肇瑚、张履

之列入黑名单，欲加迫害，幸地下党及时察觉，通知他们离开洛阳。

随后，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书记李名章插手，以代《行都日报》推

销1000份报纸为交换条件，派孙立夫任总编辑，使报纸面目大为

改观。后因孙立夫觉得办报忙碌又无薪水，捞不到什么油水，遂于

1940年底离开。 ．

从1941年起，进步青年李辛霖接任总编辑，尚小如任编辑主

任，并聘请了一些进步人士到编辑部工作，报纸重新受到读者欢

迎。

1942年河南大旱成灾，李辛霖曾在报上辟有《灾区见闻》栏

目，反映各县灾民受灾之惨状，并转载重庆《大公报》评论《看重庆，

念中原》，引起当局不满，被罚停刊3天。1943年洛阳一些文艺团

体义演赈济灾民，有人趁机从中舞弊，大发横财，该报发表《救灾絮

语》予以抨击，触怒了当局，声言要砸报社，要抓人，幸经《阵中日

报》同仁出面调解，风波才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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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该报本市新闻版还辟有《有闻必录》栏，为一些权要人物

的丑闻及街谈巷议之事作点描述，廖廖数笔，辛辣尖锐，使某些人

感到头痛而无所抓挠。

’该报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副刊《大地》，和当时《阵中日报》的

《军人魂》、南阳《前锋报》的《笔锋》，同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河南文艺

界的主要活动阵地。《大地》开始由周肇瑚主编，后来周启祥、李根

红、卢苇平、郑滋等相继主编。

1944年日寇西犯，该报迁宝鸡出版。抗战胜利后复刊，1946年

4月停办。

三、中原日报

《中原日报》创刊于1941年10月1日，四开四版，初为晚报，

1942年3月1日改为日报。社址东大街86号。 一

该报为民办报纸，最初因经费不足只与印刷厂商签订了一个

月的承印合同，出版后因报纸内容贴近生活，知识性、趣味性较浓，

适合当时读者口味，赢得了较好声誉。

一个月之后，他们趁热打铁，向各方征得股金30股，款3万

元，购置印刷机，建立了印刷所。当时洛阳处在抗日前Ⅱ肖，入晚施行

宵禁，晚报发行诸多不便，乃改为日报，于1942年3月1日出版

《中原日报》。

该报的经费除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每月给50元津贴外，全靠销

售报纸、广告及承接其它印刷零活的收入来维持。有时也举办义

演、募捐等，借助外力筹措经费。

由于该报经费短缺，各项开支均力求节约，用人也力求精简，

编、采、校不过三几人。社长杨载东、经理杨依平均亲自参加编采工

作。所聘工作人员，如高一轻、曹弃疾、尹元章等，虽系省内较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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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新闻工作者，但基于同一志趣，大家不计较待遇高低，仍然勤

勤恳恳，悉心工作，为该报的发展注入了一份心血。

为了加大报纸容量，该报在洛首先使用新五号字排文。四个版

面的分工大体是：一版要闻，登战况及本埠重要新闻；二版时事及

地方新闻；三版文化生活；四版副刊。新闻大部分用中央社电稿，少

量为本报自采。副刊有杂文、轶事、趣谈等。此外，每周辟《读者服

务》专栏，聘请专家解答医药、法律等疑难问题，为读者所喜爱。同

时邀请一些名家撰写专稿，如老太婆(许兴凯)的《巴山采药记》，王

广庆的《上下古今谈》，王幼侨的《如是我闻》，黎友民的《南游十

年》，葛夜光的《西厢外史》，以及张恨水的长篇小说连载等。这些文

章，亦庄亦谐，饶有兴味，颇受读者欢迎。报纸日销量7000份左右，

居当时洛阳各报之首。

1941年后，国民党对新闻界的统治日益加剧，该社工人杨德

全、贺义信，编辑赵君阁，先后于1942年春及1943年秋被国民党

河南省统计调查室逮捕。报纸也因“开天窗”而被罚停刊3天。

1943年陈秋圃任该报主编，同时兼有中央通讯社记者名衔，

很快和国民党26军军长马励武搭上了关系，并接受26军上校秘

书的职务。于是，陈在报上为马大肆吹嘘，马拨给一部分款项，从此

它民办报纸的性质已经不纯了。

j慧1944年洛阳被日军占领后，该报迁往西安，因经费不济，未能

出版。1945年日本投降后，从西安迁回，由杨依平任社长，于1946

年3月复刊。i'946年底，又改由陈秋圃任社长，报风已与前不同。

该报前后出版约4年，于洛阳解放前夕停刊。

四、大捷日报

《大捷日报》创刊于1943年11月12日，对开四版，日刊。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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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兼战地警备司令张雪中私人出资所

办。总编辑为曾在《阵中日报》担任主笔的段念兹。社址在北大街

52号。

该报一版全部为广告，二版国际要闻，三版国际、国内及省、市

新闻，四版上半部为文艺副刊，下半部为广告。总起来看，广告占报

纸全部版面的八分之三，国际新闻占八分之三，国内及省、市新闻

占八分之一，副刊占八分之一。

该报创办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节节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即

将结束的前夕，因而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为主要报道内容。如

1944年3月8日二版，头条消息为《缅北大捷克复孟关，英勇美军

战果卓著》。二条消息是《海军群岛续进，塞德尔西盟军登陆，马岛

将发动新攻势》。其它消息也多是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同日三版

头条是《英土谈判搁浅》，内容是盟军欲借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以对

付纳粹德国，因谈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暂时停止。国内新闻，偏重

于国民党上层活动的报道，抗日战况不多。省市新闻，对省府活动

报道较多，本市新闻较少。同期报纸还发表有题为《纪念“三八”

节》的社论，文中在简述了全世界妇女遭受法西斯摧残的事实以

后，用较多文字论述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境况。

该报是当时洛阳设备最好、实力最强的一家报纸。其他报纸用

豹全是发黄的土报纸，只有该报用白色新闻纸。

1944年5月洛阳被日军侵占，该报停刊。

第二节 国民党党政军报

一、河洛日报

《河洛日报》创刊于1932年3月15日，社址初设国民党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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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党部院内，后迁道尊街。

1932年国民政府迁洛时，在郑州办报的杜尊五、刘知恺、郭民

铎等，来洛阳刨办了《河洛日报》，其报头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叶楚伧题写，并署“楚伧”二字。国民政府离洛后，杜尊五等人也相

继离去，将报纸改盘予国民党洛阳县党部许毅苍等人。许任社长，

史梅岑任经理。1933年史接任社长，呈准国民党中宣部每月津贴

300元大洋，该报自此成为国民党的党报。抗战末期，国民党中宣

部认为“共党报纸充斥晋省”，曾密令《河洛日报》“速即设法向晋省

推销，以广宣传”。该报在国民党的地位于此可见。

该报初创时为四开两版，由大华印刷所承印。史梅岑接任社长

后，向商界借款建立了印刷所。同时，史深入编辑部，随班熟悉业

务，并着手培养本地青年，建立自己的业务队伍。由于抓住了编辑

和印刷两大环节，凡事操之在手，因而在经费短绌的情况下能够正

常出版，并为报纸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t936年11月，蒋介石来洛避寿。该报利用采访之便，通过蒋

的机要秘书肖乃华向蒋申请，经蒋批准，一次补助银币3000元。该

报得此巨款，用以添置用具，充实印刷设备，并购买收报机一部，增

设电务室，可直接收用中央通讯社新闻。为了满足读者需要，除充

实原有副刊《洛京公园》外，又增辟《读者之声》、《社会服务》、《河洛

文艺》、《译作园地》等栏目，版面扩大为对开四版。随着业务的发

展，机构、人员不断增加，除社长史梅岑外，还有总编辑尤啸岚，副

社长杨载东，副总编辑陈润方，采访主任杨依平，编辑冯资建、李贺

轩、刘宗戌、刘梦成，记者张荫萍、刘育仁，校对主任贾华铸，电务主

任靳超等。一时人员济济，报纸也办得较有声色。

这一时期，该报对社会上的邪恶现象，能以严正立场大胆抨

击。如，警察局长曾杰勾结旅洛商民联合会会长方仙樵(青帮头

子)贪污枉法，敲诈商民，该报屡有揭发，因而在社会上博得不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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