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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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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10月起，我们为了编纂《江苏出版志》，开始征集、

整理出版史料，先是点点滴滴，后来就涓涓成流了．其中有不少长

篇的出版史料专辑，是专家、学者们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所积累而奉‘

。献出来的巨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说这些史料大部份属于江苏4

地方性的，也足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出版事业对于整个国 。

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极为紧密，影响极其深远。而 ‘一

现有史料之丰富，远非一部综合性的、受体例和篇幅限制的《江苏 ’

出版志》所能容纳的。如果把大量史料继续束诸高阁，弃之不传，那。 ，

就太可惜了，我们这些出版史志工作者也会长久自愧不安的。

．， 由此，我们引发出一个念头，就是在编纂《江苏出版志》的基础

上，再编辑一套《出版史志丛书》，不仅可以把已征集来的专题史料

传之于世，还可以继续从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发据有关的珍品予 ；

以出版，这无疑将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情i _

一“．但是，编辑出版这套史志丛书，不能不说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

工程。它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编辑、印刷、发行、管理诸多方面)，
’

范围很大(从本省到区域直至全国)；时间跨度很长(上溯至发端，

。下限于当今)。我们的初步打算是：实事求是，分步实施，细水长流。

先从编纂江苏地区的出版史料做起，然后面向更大范围征集，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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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选题已编纂成书，将陆续问世。它们是：

‘’《茳苏出版大事记》“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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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一 。一’+。’ 、：一【

《民国党派社团出版活动史略》 ．‘·

?· +，j !： ‘i

《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 、。?j ’‘j． ，‘；，o．

《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 ’-t ‘，j 一

。《江苏艺文志》(以市为卷) ”：’
’

t：
’

‘

、这批丛书，总的来看，它的史料性、学术性、时代性，是相当鲜

明的。其中大部份虽系地方性史料，由于江苏地区自古以来经济、

文亿比较发达，伴随而产生、发展的出版事业，在全国也具有显著

+的影响，因此它的实际价值，势必远远超过它的地方性。‘相信它将

为当今深化出版改革、繁荣出版事业起一定的借鉴作用，为更深层

次地进行出版科学研究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果能如此，我们也就

算尽到了一份责任。‘ ’一⋯～?一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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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批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我们深感它是集体智慧和力

量的结晶。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史志编辑部负责具体

地策划和组织工作。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

1案馆、省博物院、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委党史工委、省政协文史办以

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许多单位

．及其专家学者都热情给予了配合和支持。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倪

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方庆秋研

究馆员、出版家周天泽等分别担任各书的主编。江苏省出版工作者

协会主席高斯、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高介子和全体编委、江

苏省出版总社柯光勤、江树廉、朱文虎、朱兴乔等分别为丛书审读。

丛书由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编审俞洪帆主编，省出版史志

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穆纬铭任副主编；王春南：邱禹、徐飞、钱兴奇

等分别担任责任编辑。在丛书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为丛书作出贡

献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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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绪论⋯一．．．⋯⋯⋯一⋯一⋯⋯⋯⋯⋯⋯⋯⋯⋯⋯⋯⋯”

’一第一节·报刊名称及其区别⋯⋯⋯⋯⋯⋯⋯⋯⋯-●．．．⋯⋯”
“

一报刊名称⋯⋯⋯⋯⋯⋯⋯⋯⋯⋯一一⋯⋯”一⋯⋯⋯⋯⋯⋯
， 。=书刊的划分一⋯⋯⋯⋯⋯⋯”⋯””⋯⋯⋯⋯⋯⋯⋯⋯⋯⋯⋯·

?三报刊的划分⋯⋯～⋯⋯⋯．．．．⋯⋯⋯⋯⋯⋯⋯⋯⋯⋯⋯”一⋯·

．一 ”’第二节报刊的特征与类型⋯⋯⋯⋯⋯⋯⋯⋯一⋯⋯⋯⋯一
’’ ．，一报刊的杜会价值⋯，⋯⋯⋯⋯⋯⋯⋯⋯“⋯⋯⋯⋯⋯⋯⋯⋯

。
j 二报刊的特征⋯⋯⋯⋯．．．⋯⋯⋯⋯⋯⋯··h⋯⋯⋯一⋯⋯⋯．．．-

t _=，·三报刊的类型⋯⋯⋯⋯⋯⋯⋯⋯⋯⋯““．．⋯⋯⋯⋯⋯⋯”⋯
“

第三节中国古代报刊发展简史．¨．一⋯⋯⋯⋯⋯⋯'⋯“(
． 一邸报的诞生⋯⋯⋯“⋯⋯⋯⋯⋯⋯⋯⋯⋯．．．⋯“⋯⋯⋯”(

．1 ．=。开元杂报”·一印刷新闻的开端⋯⋯⋯⋯⋯⋯⋯⋯⋯”(
⋯ t．．三古代报刊的发展⋯⋯⋯⋯⋯⋯⋯⋯⋯⋯⋯⋯⋯⋯⋯⋯⋯⋯(
’

．第四节早期外国传教士编印的期刊⋯⋯⋯⋯⋯⋯⋯⋯·i(
一马札逊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
。， 二《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7三其他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期刊⋯⋯⋯⋯⋯⋯⋯⋯x⋯⋯⋯⋯·(

第二章清代江苏期刊编辑出版业的兴起’⋯．．．．⋯⋯⋯⋯⋯j(

÷．第一节清代江苏期刊编辑出版业的产生⋯⋯⋯⋯⋯⋯⋯(

1一宗教和时政类期刊的编辑出版⋯··j⋯⋯⋯⋯⋯⋯⋯⋯⋯⋯(

二文学、画报类期刊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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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近代江苏期刊编辑的初步发展⋯⋯⋯⋯⋯⋯⋯．．．(34)
’

，

一早期资产阶级期刊的编辑出版⋯⋯⋯⋯⋯⋯⋯⋯乙⋯⋯⋯·(34)

二改良派期刊的编辑⋯⋯⋯⋯⋯⋯⋯⋯⋯⋯⋯⋯⋯⋯⋯⋯”(36)

第三章辛亥革命时期江苏期千U的编辑出版⋯⋯⋯⋯⋯⋯⋯(52)

第一节资产阶级革命派期刊的编辑出版⋯⋯⋯⋯⋯“(疆)

．_民主革命准备时期革命派的期刊编辑⋯⋯⋯⋯⋯⋯⋯⋯⋯(53)
‘

二民主革命高涨时期革命派期刊的编辑⋯⋯⋯⋯⋯⋯⋯⋯⋯(69) ．

· 第二节资产阶级立宪派期刊编辑的出版⋯⋯⋯⋯⋯⋯”(79) ‘·：

’

一江苏资产级阶级立宪派的期刊编辑活动⋯⋯⋯⋯⋯⋯⋯．．．(80) ，

二江苏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期刊编辑思想⋯⋯⋯⋯一⋯⋯⋯。(83)，

第三节辛亥革命时期江苏各种类型期刊的编辑⋯⋯⋯”(86)7
． 一科技期刊的编辑⋯⋯⋯⋯⋯“⋯⋯⋯⋯⋯⋯⋯⋯⋯⋯⋯⋯(87) 一

’

二文学小说期刊的编辑⋯⋯．．．⋯⋯⋯⋯⋯⋯⋯⋯⋯⋯⋯⋯⋯(95)

三女子期刊的编辑⋯⋯⋯⋯⋯⋯⋯⋯⋯⋯⋯⋯⋯⋯⋯⋯⋯“(105)‘
。四白话期刊的编辑⋯⋯⋯⋯⋯⋯⋯⋯⋯⋯；⋯⋯⋯j⋯⋯⋯⋯·‘(108) ‘

、 五其他类型期刊的编辑⋯⋯⋯⋯⋯⋯⋯⋯⋯⋯⋯⋯⋯⋯⋯(111)
六．综合性的大型期刊《东方杂志》的编辑⋯⋯⋯⋯⋯⋯⋯⋯⋯(111) ，

第四章民国初期江苏期刊的编辑⋯”．．⋯；⋯⋯⋯一“⋯⋯⋯(11B)7
’

第一节民国初年江苏期刊的编辑⋯⋯⋯·：⋯⋯⋯⋯⋯·(117)。一 。

第二节护袁反袁斗争中江苏期刊的编辑⋯⋯⋯⋯⋯⋯(121)．
’

第三节‘。北洋军阀割据初期的江苏期刊编辑⋯⋯⋯⋯⋯(125)． ；

·第四节科学教育期刊的编辑⋯⋯⋯⋯⋯⋯⋯⋯⋯⋯⋯(127)

第五节民初文学艺术期刊的编辑⋯⋯⋯⋯⋯⋯⋯”?⋯(130)． ，

。

第六节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期刊编辑⋯⋯⋯⋯⋯?⋯⋯”(138)

第五章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江苏期刊的编辑．⋯⋯⋯·(146)．
。’

第一节新文化运动发展中的江苏期刊编辑⋯⋯⋯⋯”(147)
一社会主义思潮传播中的江苏期刊编辑⋯⋯⋯⋯⋯⋯．．．⋯⋯(147) j

二各种类型期刊的编缉⋯⋯⋯·：⋯⋯⋯⋯⋯⋯⋯⋯⋯⋯⋯⋯·(149) ，

· 第二节新旧思潮斗争中的期刊编辑⋯⋯⋯⋯⋯⋯⋯⋯⋯(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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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文学运动中的期刊编辑⋯⋯⋯⋯⋯⋯⋯⋯⋯⋯⋯⋯⋯⋯(162)

。二复古守旧势力的期刊编辑⋯⋯⋯⋯⋯⋯⋯⋯⋯⋯⋯⋯⋯⋯(167)

第三节五四时期期刊编辑思想和特点⋯⋯⋯⋯⋯⋯⋯(171)
· ：第四节大革命时期江苏的期刊编缉⋯⋯⋯⋯⋯⋯⋯⋯(174)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的早期期刊编辑⋯⋯⋯⋯”(178)

第六章十年内战到新中国成立前江苏期刊的编辑⋯⋯”(188)

第_节十年内战中江苏期刊的编辑⋯⋯⋯⋯⋯⋯⋯⋯(188)

．』第二节抗日战争时期的江苏期刊编辑⋯⋯⋯⋯⋯⋯⋯(195)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的江苏期刊编辑⋯⋯⋯⋯⋯⋯⋯(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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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近代江苏报纸编辑崛起时期⋯⋯⋯山⋯⋯⋯⋯⋯⋯(211)

、第一节西方传教士在江苏的办报活动⋯⋯⋯⋯⋯⋯⋯(211)
，，‘传教士的抵达与上海开埠⋯⋯⋯⋯⋯⋯⋯⋯⋯⋯⋯⋯⋯⋯(211)

-．二开埠后仿行的《北华捷报》与《上海新报>⋯⋯⋯⋯⋯⋯⋯”(212)
，．。，三广学会与《万国公报)⋯⋯⋯⋯⋯⋯⋯⋯⋯⋯⋯⋯⋯⋯⋯·(216)

．第二节外商在江苏境内的办报活动⋯⋯⋯⋯⋯⋯⋯⋯“(219)
、 一‘字林西报》及其编辑特点⋯⋯⋯⋯⋯⋯⋯·“⋯⋯⋯⋯⋯·(220)
一1=蔡尔康主编的《字林沪报'⋯⋯⋯⋯⋯⋯⋯⋯⋯⋯⋯⋯⋯”(222)
。’三外商主办的外文报纸·v．．．⋯⋯⋯⋯⋯⋯⋯⋯⋯⋯⋯⋯⋯⋯(224)

+第三节‘申报》与《新闻报》的报刊编辑活动⋯⋯⋯⋯”(229)
。 一‘申报》的刨行．．．⋯⋯⋯⋯⋯⋯⋯⋯⋯⋯⋯⋯⋯⋯⋯⋯⋯“(229)

”二《新闻报》的创办与福开森⋯⋯⋯@IB DO O$@．@m4⋯⋯⋯⋯⋯⋯⋯(234)

，第四节太平天国的办报思想与办报活动．．．⋯⋯⋯一⋯⋯(236)

、 一太平天国运动与洪仁壬干·．．⋯⋯⋯⋯⋯⋯⋯．．．⋯⋯⋯⋯⋯⋯(236)

、 =洪仁野与《资政新篇·新闻篇》⋯·⋯⋯⋯⋯⋯⋯⋯·“⋯⋯·(237)
’，。 三太平天国的报刊编辑活动⋯⋯⋯⋯⋯⋯”⋯⋯⋯⋯··：⋯⋯(238)

第=章清宋江苏报纸编辑的开拓时期⋯⋯⋯⋯⋯⋯⋯⋯。(240)
：； 第一节王韬的编辑生涯⋯⋯⋯⋯一⋯⋯⋯⋯⋯⋯⋯⋯⋯⋯(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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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报坛政论第一入——王韬⋯⋯⋯一⋯⋯⋯⋯⋯⋯

二《循环日报》与王韬的政论思想⋯⋯⋯⋯⋯⋯⋯⋯⋯⋯

三王韬的报予J编辑思想和影响⋯⋯⋯⋯_⋯⋯⋯”·。⋯·

第二节改良派的办报活动⋯⋯⋯⋯·“⋯⋯1⋯⋯⋯·
一江苏境内中国人创办的第_份报纸——《汇报》⋯⋯⋯

二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

三《时务报》与《时务日报》的编辑活动⋯⋯⋯⋯⋯⋯⋯⋯

四粱启超与“时务文体扎⋯⋯⋯⋯⋯⋯．．⋯⋯⋯⋯⋯⋯⋯

第三节中国妇女报刊的首倡⋯⋯⋯⋯．．．⋯⋯⋯⋯“
}一《无锡白话报》与中国第一位女性报纸编辑——裘毓芳

二中国第一张女报——中国女学会的《女学报》⋯⋯⋯⋯⋯⋯，(258)． ，

三中国第二张《女学报》——陈撷芬创办的《女学报》⋯⋯⋯⋯(259) ，

第四节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小⋯··j⋯⋯-(261) 1

一《苏报》与。《苏报》案”⋯⋯⋯·．_．．·：⋯⋯⋯⋯一⋯⋯⋯⋯⋯”(261)
4=。章太炎与其报纸编辑观点⋯⋯⋯⋯⋯⋯⋯⋯⋯⋯⋯⋯⋯“(263)

‘兰。苏报第二。——《国民日日报》⋯·o⋯⋯⋯⋯⋯一⋯⋯⋯·(264) ，

’ 四蔡元培主办《警钟日报》“⋯⋯⋯⋯⋯⋯⋯⋯⋯o⋯⋯⋯⋯·(265)， j

第五节于右任与他的办报活动⋯⋯⋯一_．．⋯⋯⋯⋯⋯(266)

·二于右任生平⋯⋯⋯⋯⋯⋯⋯·⋯⋯⋯⋯⋯⋯⋯⋯·’⋯；⋯⋯”(266) ’- ’、J

=：。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267)。

三《民呼日报》的创行⋯⋯⋯⋯⋯⋯⋯⋯⋯⋯⋯⋯⋯⋯⋯⋯⋯(268)

四‘《民吁日报》的刊行⋯⋯⋯⋯⋯⋯⋯⋯⋯⋯⋯⋯．．．⋯．-．⋯⋯(269)

五《民立撤》的创刊发行⋯⋯⋯⋯⋯⋯⋯⋯⋯⋯⋯⋯．．．⋯⋯一，(270)

六子右任的报纸编辑言论⋯⋯⋯⋯⋯⋯⋯·．．⋯⋯⋯⋯⋯⋯⋯(272)

第三章民国初年至“五四”时期的江苏报纸编辑业⋯-．．⋯(274) J

第一节民国初建时江苏报纸编辑业⋯⋯⋯⋯⋯⋯⋯一”(274)， 。I

一民国初年的报业概况⋯⋯⋯⋯⋯⋯⋯一⋯⋯⋯⋯⋯⋯⋯⋯(274)
“。

·二有关《暂行报律》的风波⋯⋯⋯⋯⋯⋯⋯⋯⋯．．．⋯1⋯⋯⋯⋯(276)

三袁世凯对报业的摧残⋯⋯⋯⋯⋯⋯⋯⋯⋯⋯⋯⋯⋯⋯⋯⋯(278)
”

四著名报人黄远庸⋯⋯⋯⋯⋯⋯⋯⋯⋯⋯⋯·v“：⋯⋯⋯⋯⋯(2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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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江苏境内的讨袁报纸¨．⋯⋯⋯o*,o,。*．o o*lI*e ooo,*o

一，一《民权报》的“戴天仇”⋯·”⋯⋯⋯⋯⋯⋯⋯⋯·⋯⋯⋯⋯⋯
：，．：二。横三民”之一的《中华民报》⋯⋯⋯⋯⋯⋯⋯⋯⋯⋯⋯⋯⋯

．．三‘民立报》的徐天复⋯．．．·“一甲⋯⋯⋯⋯⋯⋯⋯⋯⋯⋯⋯⋯·

。四孙中山创办的反袁英文报纸⋯⋯⋯⋯⋯⋯一⋯⋯⋯⋯

+， 第三节《时报》与《时报》特色，⋯⋯⋯⋯⋯⋯⋯⋯⋯⋯⋯
： j⋯《时报》的创办与《时报》的特色⋯⋯⋯⋯⋯⋯⋯⋯⋯⋯⋯⋯

二《时报》的主办人——狄葆贤⋯⋯⋯⋯⋯⋯⋯⋯⋯⋯⋯，⋯”

∥三‘申报》、《时报》总主笔—T陈景韩⋯⋯⋯⋯⋯⋯⋯⋯⋯⋯
．一四民国初期的《时报》⋯⋯⋯⋯⋯⋯⋯⋯⋯⋯⋯⋯⋯⋯⋯⋯⋯

。第四节戈公振及其报学研究。⋯．．．⋯⋯⋯叫⋯-．．⋯⋯⋯
。，：一．戈公振与他的报学著作⋯⋯·?⋯⋯．．．．，．⋯·．．⋯⋯⋯⋯⋯⋯·

t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三戈公振的遗著《新同学》⋯：⋯⋯⋯⋯⋯⋯⋯⋯⋯⋯”：⋯⋯”

(281)

(281)

(282)．

(283)

(285)‘

(286)

(287)

(290)

(290>
。’

(292)

293

293

299

304

·”‘第四章，。五四”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苏报纸编辑业 。

，。 。．⋯?⋯⋯⋯?⋯：!⋯⋯⋯⋯⋯：⋯⋯⋯”一⋯⋯⋯⋯⋯⋯⋯⋯⋯⋯··(309)
’

r|

一 ×第‘节上海《民国日报》与它的副刊《觉悟》⋯一⋯．．．·?(311)
，

‘

j。+．一‘上海《民国日报》的编辑概况⋯⋯⋯⋯⋯⋯⋯⋯一．．．⋯⋯⋯⋯(311)“

，√n二．邵力子与《觉悟》副刊的编辑活动⋯??⋯⋯⋯⋯⋯⋯⋯⋯⋯·(313)

三，，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_《觉悟'⋯⋯⋯⋯”⋯⋯⋯⋯⋯·(316)．
·．÷第二节《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中⋯⋯⋯⋯⋯⋯⋯”(323)’
t：。．一‘时事新报》与其编辑上的改新⋯⋯⋯．．．⋯⋯⋯⋯．．，⋯·v⋯(323)

‘． ，：二。四大副刊”之一的《学灯》副刊⋯⋯⋯·；：⋯⋯⋯⋯⋯⋯⋯”(327)7

-．，． ：第三节，，五四”时期的青年报纸．一⋯⋯⋯．．．⋯⋯⋯：¨⋯·(335)
‘

■一。．复旦青年师生主办的《平民朔附刊⋯一⋯⋯⋯⋯⋯⋯⋯⋯“(336)
√：：：j‘二．朝鲜爱国青年创办的《震坛》⋯⋯⋯⋯：⋯：．．⋯⋯⋯⋯⋯⋯·．(342)

：’ 。

√第四节“五四”时期江苏妇女解放运动报纸．⋯⋯⋯．．．⋯(345)‘．
j 一

． ，-’一《妇女评论》的编辑活动⋯⋯⋯一⋯·一⋯⋯⋯⋯⋯⋯⋯⋯一(345) 。

： 一 ’二t《现代妇女》的编辑活动⋯⋯⋯⋯一⋯·一⋯⋯⋯⋯⋯⋯⋯·t(350)
．i}三一《妇女周掇》的编辑活动⋯⋯⋯⋯⋯．．．”⋯⋯·一⋯⋯⋯“．”．(351)



第五节“五卅运动’’时的爱国报纸和《热血日报》。⋯⋯

’一。五卅运动”中创办的爱国报纸⋯⋯⋯⋯⋯⋯⋯一一⋯⋯⋯·

=社会各界对。印刷附律”的抵制⋯⋯⋯⋯．．．⋯⋯⋯⋯⋯⋯⋯

第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苏报纸编辑业⋯⋯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下的江苏报业状况⋯⋯⋯⋯⋯⋯。⋯
：

一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的报业律令··：”·i”016 oral⋯⋯⋯⋯⋯⋯

：<锡报'的遭遇⋯⋯⋯⋯⋯⋯⋯⋯⋯⋯⋯⋯⋯⋯⋯⋯⋯⋯⋯

三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创刊与发展⋯⋯⋯⋯⋯⋯；⋯⋯⋯⋯“

第二节江苏主要民营报业及其编辑特色⋯⋯⋯⋯⋯⋯·
一史量才与《申报)glI,DIg 006⋯⋯⋯⋯⋯⋯⋯⋯⋯⋯⋯⋯⋯⋯⋯

二成舍我与南京‘民生报'⋯⋯⋯⋯⋯⋯⋯⋯⋯⋯⋯⋯⋯⋯⋯

三．‘新民报)在南京创刊⋯⋯⋯⋯⋯⋯⋯⋯⋯⋯“⋯⋯⋯⋯”

(356)

(356)

(360)

(366)

68

68

70

72

37

37

38

38

．第三节江苏地区早期中共报纸的编辑活动⋯⋯m⋯“(393)
一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上海报'⋯⋯⋯⋯⋯⋯⋯⋯⋯⋯·一(393) ，

二 中共江苏省委系统的其他报纸⋯⋯⋯⋯⋯⋯⋯⋯⋯⋯⋯“(396)

第六章抗战时期的报纸编辑业⋯⋯o⋯⋯⋯⋯⋯⋯⋯⋯”(401)

+第一节国民党战时报业政策和迁移的报业中心⋯⋯。(403)
。

一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报业政策⋯⋯⋯·：·1·⋯o⋯⋯⋯⋯一(403)

’二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西迁和出版⋯一⋯⋯⋯⋯．．．⋯⋯⋯⋯(405)- ．

三抗战时国民党的军队报纸⋯⋯⋯⋯⋯⋯⋯⋯⋯⋯⋯⋯””·(409)
’四‘新华El报'的创办⋯⋯⋯⋯一⋯⋯⋯⋯·．!：．．．⋯⋯⋯⋯⋯”(412)

五抗战时<新民报>西迁与发展⋯⋯～⋯⋯⋯⋯⋯⋯⋯⋯⋯⋯(414)

第二节江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业⋯⋯⋯⋯⋯⋯”：⋯⋯(417)

一中共中原局的机关报‘抗敌报>(江北版)⋯⋯⋯⋯．．⋯⋯⋯(419)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张党报《江淮日报>⋯⋯⋯⋯⋯⋯”(421)
三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的机关报《新华报>·⋯⋯⋯⋯⋯⋯⋯”(423)

’四抗战时新四军军中报——‘先进报>⋯⋯⋯⋯⋯⋯⋯⋯⋯⋯(424)

五根据地中共苏中第三地委机关报《江潮报)⋯⋯⋯⋯⋯⋯⋯(425)

六根据地的通俗报‘江潮大众》⋯m⋯⋯⋯⋯⋯⋯⋯⋯·⋯⋯·(429)
七盐阜区党委的机关报《盐阜报>⋯⋯⋯⋯⋯⋯⋯⋯⋯⋯⋯⋯(430)

J ，

6
‘

●

‘ ‘●

．

。

‘●

^



，

，

●

v

‘

八抗战时期的‘盐阜大众>报⋯⋯⋯⋯⋯⋯⋯⋯⋯⋯⋯⋯⋯⋯(431)

九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的党报‘新华日报>(华中版)⋯⋯(432)
一 第三节汪伪政权下的江苏报纸编辑业⋯⋯⋯⋯⋯⋯⋯⋯(434)

一汪伪政权的报业⋯⋯⋯⋯⋯⋯⋯⋯⋯⋯⋯⋯⋯⋯⋯⋯⋯“(434)
’

．+ 7二江苏地区的抗日宣传报纸⋯⋯⋯⋯⋯．．．⋯⋯⋯⋯⋯⋯⋯⋯(437)

： ’， 第七章解放战争时期江苏报纸编辑业⋯⋯⋯⋯⋯⋯⋯⋯。(440)，

第一节国民党统治区的江苏报纸编辑业⋯⋯⋯⋯⋯⋯．(441)
，’ 一抗战后的国民党的报业律法⋯⋯⋯⋯⋯⋯⋯⋯⋯⋯⋯⋯⋯(441)

二抗战后国民党党营报业000 Oal Oral ODO OOG⋯⋯⋯⋯⋯⋯⋯⋯⋯⋯(443)

三抗战胜利后改名的‘扫荡报》⋯⋯⋯⋯⋯⋯⋯⋯⋯⋯⋯⋯”(448)
四‘新民报'外迂兴办⋯⋯⋯⋯⋯⋯⋯⋯⋯⋯⋯⋯⋯⋯⋯⋯⋯(449)

： 第二节解放战争时期江苏解放区的报纸编辑业⋯⋯“(451)
j 一从<群众导报)到‘前进报)的变迁⋯⋯⋯⋯⋯⋯⋯⋯⋯⋯”(452)

‘

二东台县委机关报‘东台大众)⋯⋯⋯．．．⋯⋯⋯⋯⋯一⋯⋯⋯(456)‘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盐卓大众)报⋯⋯⋯⋯⋯⋯⋯⋯⋯⋯⋯一(458)
．“

‘ 四‘江海导报)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的复刊⋯⋯⋯⋯⋯⋯一(459) ，、

i 。．7 参考文献⋯．．．⋯⋯⋯⋯⋯⋯⋯⋯⋯⋯⋯⋯⋯⋯⋯⋯一⋯⋯⋯⋯一(462)
· ，’

‘

。
●

一 ；：1 ‘’i
．．

’

；
。

- ’

●J’ ．|
·

’。●

●
。 ， 。

’



编



‘j “j
。 一 ’ 、。。。

L “ t!‘‘·

?i j j
‘．，”、． 第一章绪论‘’ _一，

n ，
。 。

。 ．

^ ；
j

：

i
。

。 1

、．?
：

7．。，-～．
，!j 0 一

．

，J、；

。 ”报刊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的诞生与发

展使其在文献中出现一种十分重要的类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报刊逐渐成为大众传播印刷媒介的中坚，其社会功能越来越显著。
．

^々w ·

●

‘’¨I：t‘。第一节’报刊名称及其区别。．。， 。

J|‘，

、

- ’}’ -。

报刊是一种重要的编辑出版物类型，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联系极为紧密，因而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与人们的注

目。报刊编辑学也随之发展成为编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i”

．t，+：， ．，、一
‘·

‘一
，

．： ：一报刊名称 ．

_
‘

’! 二
：

’’
。“

，

1
：

报刊，通常包括；“期刊”(Periodical),"报纸”(Newspaper)两

种。然而，早期的“报”与。刊”是难以区别的。世界上最早的刊物是

’’我国古代的政府官报，其名称繁多，有“朝报”、。邸报纾、“邸钞”、“条

报”、“京报”等名称，但一般都可以通称为“邸报”。现在社会上流行

的。期刊”这种编辑出版形式，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将。期刊”译成

j。杂志”(Magazine)，初见于日本庆应三年(1867)柳河春三刨办的

。《西洋杂志》(月刊)。该刊认为：。本杂志创刊的目的，乃类似西洋渚

国月月出版的马卡仙，广集天下奇谈，应能一新耳目，加益万民之

诸科学和百工技艺，包括所有译说，将不惜版幅，搜集汇纳。”当然，

“杂志”一词，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也曾出现过。如涛代王念孙

(1744 生前就著有《读书杂志》一书，这是一部校正文字、阐_1832)

明古义颇有创见的论著。说明“杂志”一词，很早就在江苏学者著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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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只不过这里所说的“杂志”，系指杂说、杂考的普通论丛，而

并非指“期刊”而言。。Magazine”一词，源出于法文“Magasin”，法

文原意应为“仓库”、“知识仓库”等，音译为“马卡．仙”。清代中文‘：杂
志”的名称，初称“统纪传”(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

月统纪传》)，后又有的称“丛谈”(如《六合丛谈》)等。，’

在编辑史上，尤其是在古代与近代编辑史上，往往“书”与

“刊”、“报”与。刊”的界限容易混淆。：。‘j ，’
．

．÷

。

j -
，’ ．．，

：

‘ 1’
‘’二书刊的划分、

、’

7·

’

造成图书与报刊难以划分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概括地说来主

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

“+

(一)古代报刊数量较少，难以独立成类。§”。。 。。

‘我国古代报刊虽然历史悠久，但相对于图书而言其数量较少，

难以独立成类。例如，邸报无论是在汉代刘歆(?--23)编撰的我国、

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中，还是在成书于清乾隆四

十七年(1782)的《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中，均无独立类耳。

．，(二)近代以来书刊出版者的交叉_， 4：：¨-．、 ≥，。

’近代以来报刊的编辑与出版，一般都设立有独立的报社、杂志

社，并相应建立各自的编辑部。但是有的报社、杂志社依然同时出

版图书，例如，申报馆自民国21年(1932)7月起编印{：申报月刊》，

并从民国22年(1933)6月起又陆续编印《申报丛书》。而一些图书

出版社同时又编辑出版期刊。例如，商务印书馆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3月便创办了《东方杂志》；又如，中华书局于民国元年

(1912)出版《中华教育界》，民国3年(1914)1月1日又同时出版

了{：中华实业界》、誓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

连同民国4年(1915)1月出版的《大中华》、《：中华学生界》、《中华

妇女界》，并称中华书局民国初年的八大期刊。 ．

：、(三)现代书刊出版物名称的交叉．：，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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