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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史的研究有了蓬勃的开展，

其中，地方薪得史的研究一枝独秀，进展尤为迅速。继东

北、河南、湖北、察哈尔、武汉、成都等省市地区的新闻史志和

新部史料专辑民世之后，现在又有《杭州i报刊史概述》一书

付棒，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没有一

个好的基础，一部完整的高原量的中国新闻史是难以完成

的。要打好这今基础，首先要抓好重点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工

作。中国这么大，各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又不平衡，只有把

重点地区的薪留史研究工作挺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这一基
3圃'画E

础作用，才能得到保证。就少N地区就是这样一个重点地区。

近一个世纪以来，抗丹: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殊，教育发达，

人文苔萃，不仅历年出题的扳手j众多，商豆相当多的援手j在

华东乃至于全国都具有重大影响。研究好杭州地区的援手j

史，对进一步开展中昌新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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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代久远，文献失缸，研究这一地区援刊的历史有

一定的璀度。但运嘉、萍萍两位再志并没有困此而却步。他

们知难商进，从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始，查阅了大量

的报刊档案资料，访闰了众多的前辈报坛香宿，发伏抉微，

提要钩玄，付出了珉亘菇辛勤的劳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

部《攘述>>，就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受客观条件的摄制，这

部《概述》还不免有所携夫，这是难免的，通过不断的补充

和订豆，可说使它逐步撞得到完善。

对所有关心抗判地区新闻史、出版史、文化史的研究工

作者说来，这部《模述》都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们

的劳绩是值得感谢的。

方法毒

1989年 2 月 17自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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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雪在反挟从1897年至1987年的九十年间，就好i地区

报刊事业的历史和发展轨迹，~及与此相夫的人和事。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新国事业才开始萌芽。而中

国人从事系统的新闻学研究，则始于1918年。这一年出版的

徐宝璜著《新闻学揭要)>，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新吕学著

作。至于报刊虫的研究，首推戈公振先生。戈公振先生作于

1926年的《中国报学虫儿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报纸历史前著

作。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首次在学术界确立了报刊

史研究的地位，确认了报刊支研究是一门学问。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教授所著的《中国近代摄刊

虫儿亢称巨壁，荣获吴玉章奖金新商学一等奖。地方报if!J

史的研究，则以浙江项士元〈慈吕〉先生为先。他1930年所编著

的《浙江新闻虫儿开地方报刊虫研究之先泻。由于历史条

件的限制，项先生此书，小有谁误。但五十余年后重读此

书，幻;毒获益匪浅。

报和刊，从涎生至今，没有严格分清过。有人按形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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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人按手j期长短区分，这些区分法，并不桔当。早期的

报纸，如《经世援以《抗如i 白话报>>，从形式到手i期，都

与现在的报纸差别甚大，很象杂志，但由容却是提道新闻

的，列入摄纸类较妥享有些虽然形式与刊期甚至名称都象摄

纸，如《浙江新潮儿《拉炖故事报》、《中学语文报>} • 

徨内容却无新闻性，完全是杂志性庚的。贤以，本书区分报

与刊，主要依据它的内容是否以提道新闻为主，而不拘混于

予j期与形式。本书在论述上以报业为主，腰及杂志，所以书

名定为"报刊史P ，雨不是"报业史"。

本书力图客观、公正地介绍杭州地区的报刊历史，展示

其发展规律，全书大体镜照近代史的分期，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自清朝末年就卅第一张近代报纸出现始，至19垂9年 5 月

拉用解放声下编从杭州解放始，至1987年止。对其间存在过

的报纸，不管其政洁领向如旬，只要确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

嘀前，都作了如实记载，以保证史料的完整性和史实的准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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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清末至杭州解放时的报刊事业

( 1897年-...1949年 5 月 3 E ) 

第一章坑州近代报刊的萌芽和发展

概述

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有它特定的经济、政治、思

想、文化条件。一般说来，工韭、商业的发达，市场竞争的

形成，政治开明，思想活跃，群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是近

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雷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曾出

现过一次办报高潮。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己出统一的封建制

度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洋务涯办的宫镣资本工商业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工商业都有了一是程度的发展，封建

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清王朝接连失

默，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族灾难深重。在严酷的现实面

前，封建统治集民中的一些人和爱霞的知识分子都想改变现

状。怎么办呢，太平天国的做法她们接受不了，准一的办法是

向侵略者学习， 必9市夷之长挨以告tl夷"。于是，前者成了洋

务涯，后者走上了撞新变法的路。为了宣传他们的主张以

圭



"开民智" ，她们非常注重舟、摄纸。维新探领袖康有为于

1894年 5 月 2 13 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上书洁廷

〈即有名的必公车上书" )提出变法图强的条拣，其中就有

开设报馆一条。同年 6 月 30 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清帝，进

一步揭述了舟、报纸的重要性，指出"设报达嚣纱，使"百僚

或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 0 1896年 1 月，康有为等人

在上海办《强学报>>，在这张报纸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开

设按常议>>，指出创办报纸的六大好娃z

"一、士夫可逼中外之故，识丑日广，人才日练，是日广

人才E 二、公卿耳目渐广，兵事敌情靖熟，办事立约，不致

大误，是日保疆土F 三、变法当颗人心，人人以为然，那令

若流水，是日助变法z 四、士夫终日从公，余赔酣酷，绝无

瑕日读书，有报周每日一张，各学皆有，日日增长，是曰增学

问 z 五、吏畏上阁，不敢作好，是B除舞弊z 六、小民疾

苦，纤悉皆知，是日达民隐。有此大利，急应举行。由此推

广直省郡县，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其于风化，为益大

矣。"

维新派人士大部身体力行，百茹不瓷地办报纸。也们的

主张和行动影响全国各地。 1895年前后，各地的近代提纸给

纷涎生，这是变法维新思想的传播和维新派人士努力的结

果。

抗舟的近代摄剖，也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产生的。杭州i

作为沿海省分曲首府，深得风气之先，又素称文住之邦，从

办报的时前来说，早于内地省分，但又返于上海、汉口、广

州、北京、天津等城市F 从发刊报纸的种类来说，多于内地

省分，但又不及上述的城市。从时i司和数量上比较，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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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名列前茅，只是中间锦上。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坑州有

它自己的特定条件。第一，就知是沿海省分的首婿，不算闭

塞，但从鸦片战争以来，并不象广州、宁泼、上海、青岛、

娼台、天津、大连、族跟这些城市那样，受到侵略者在文

明好的冲击，它自足然是清廷统治浙江的政治中心，控制秦

严，穗一不馍，即可能指成文字狱。而在上海、广州、天津

这些地方办撮，可以托庇于租界，借洋人的势力以自探。第

二，拉热文人苦萃，不乏办报的人才，但当时的知识分子视

科举仕富为正途，就是累科不中，亦逗雨著书讲学，t{立命

弱名。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把办报看成必贱业拧，认为是有损名

誉的事，不仅官场中人鄙挠，就是社会上一般人也表示轻

薄，以致有左宗棠骂"江新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

路"的话。文入中这种思想的扭转，是在维新思想广泛传播

以后。第三，浙江和拉井i出了不少维新派人物，如拣址、抗

辛斋、汪康年、章太炎等， {亘在雄新变法失政主i前，他们主

要在北京、汉口、上海等地活动，还颐不上就知这块地盘。

第四，上海近在咫尺，那里办报条件大大优于就州，吸引了

一批新江籍的知识分子到上海去办报。清朝末年，在上海办

报的浙江籍人士就有夏曾指〈杭州λ 汪康年〈拢到〉、袁翔甫

〈杭州〉章娟麟〈余抗λ 蒋智由〈诸暨〉、马叙俭〈拉姆〉戴

季陶(吴兴〉、陈但怀、 5在布雷〈慈溪〉和秋瑾、黯伯平、

马一浮、何桂笙〈器人均绍兴〉等一大批人。上海布拉判1可就

形成了月明丽星稀的技态。这就是为什么杭州直到1897年夏

天才出现第一份综合性新闻报纸一一《经世报》的特殊原因。

从1897年杭州第一错综合性新闻报纸诞生算起，到19垂9

年 5 月拉到解放止，杭州共出版过报刊四百多种，其中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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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新闻报纸一百五十余种。这些报刊，大部随政局变动商兴
一可

衰..地方报刊的出版与存办，除了自身的经济、人事原因外，

常常与地方政校的更迭密费梧关。例如清末拉姆有报刊卜余

种，但辛亥事起，就炜光复，除了《全黯公报》等三种报刊

外，其余的者在停刊了。三十年代，就好i报刊鼎盛，纵然有

G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历史跨入拭目战争的酷段，但对

就州报刊影略不大，直到是年12月 24臼杭壤沦路，大小报刊

才统统浩失。所以，本幸在分结拉好i报刊发展情况时，既大

体接近代史分段法分段，又跟及杭州政权更迭的时间，作了

这样的划分z 清草草末年F 辛亥革命就州光复到国民革命军

〈北伐军〉攻克就知，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到抗日战争中梳

步1'\沦陷章制战争时期z 抗日战争胜手指至杭州解放?将
分别介绍。

一、清朝末年抗娟的报刊

( 1897年 8 月一-1911年11月〉

这一阶段是拉到报刊萌芽时期。它裙菊豆接受维新深思
-.:........麟

想的影响，从事报业的人有许多是维新派人士。后期，光复

会，浙学会等革命援人士参与办报，鼓吹民族革命，为撞翻清

王朝制造舆论。

这一段时间出版的报刊约三十种，有报载，有杂志，也

有校刊。

从已发现的藏报资料看， <<经世报》是抗:Hi出版的第

一份综合性新闻援纸，创刊于1897年 8 月 2 日〈光绪二十三

年七月初五日〉。每刊。社址为抗如i上扇子巷，是兴描会办

的报纸。创办人是出阴胡道南〈钟生〉、新昌童学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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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 ，担任编撰的有幸太炎、 5在主L、宋恕和瞿昂来、董祖

寿。《经世报》出到年底，最迟到第二年裙就停刊了。

与《经世报》同年剖刊的是《拭报》。因为它是以日本

富人如藤能言的名义在哥本国驻捷满i领事馆登记立案的，所

~人们习慎地称它为" EJ 离拉报"。它§锐才1手刊习茸j于1897年1口1月 2却e 
击〈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旦〉λ，日 f可1j ，

一张综合性新闺臼报，社址拱庭替，在三元坊开设分馆。经

理马绩甫，主笔秦瑾生。这张报纸出版时间也不长。

从1898年初到1901年 6 月《杭州白话报》创刊前的三年

多时间里，杭州报坛一片沉寂，只出了两张小援。一张是

1898年的《笑林提问据老报人回忆是秦瑾生历编的消闲小

报，专刊奇酒酬酵，风花雪月的文章，不久就得手j了，一张是

《觉民报>>1900年创刊，项士元《浙江新闻支》和《中外目

提>>1902年 4 月庆出的《时务汇编· 1872---1902年新18各报

存吕表》上均提到它。

这三年多的沉寂，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坠的政局动荡』这

就是"吉日维新"和 4戊戊政变P 两件大辜的影璃。 1898年

6 月 11 吕先绪帝于"明主国是月话，开始实任新政，把国内

维新派人士的注意力都段引到了北京，在其他地方的活动梧

对减弱。 9 月 21 日，叶藏那拉民发动政变，国先绪帝于潺

台。维新涯的领袖人物，杀头的杀头，通缉的通缉，康有为

等人所著的书摄，尽行销毁。报纸是维新派人士所特射看重

的，因此也是叶赫那拉民持到仇视的。她发动政变后的第五

天( 9 月 26 日) ，就封禁了《时务官报)); 10月 9 日，又领

旨查禁各省报信，严拿各报主笔，雨不前这些报纸的政治领

肉。钳制翼诠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谁还敢办报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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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叶赫那拉民和

光绪西逃，签订"辛丑条约P 等一连串的事，搅得南北各地

不得安宁。 1901年 1 月 29日，清政府再度宣示预约变法，对

言论的控制不得不放松一些。这年夏天， <<拉州白话报》缸

刊。

《拭判白话报》是继《无锡白话报>> ( 1898年〉之后创

刊的中国最旱的白话报之一，又是杭州第一扮自语报刊，它

对其后各地所出的白话报刊影确银大。《杭炖白话报》创刊

于1901年 6 月 20 日〈先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初为旬刊，

出后改为周刊、三 S flJ 、 Sì音。创办人是项藻馨，以后由哥、

翼中主持。这份报纸部刊之韧，言论未膜维新改良的樊篱，

孙翼中接壳、以后，反清员族革命的色影目益放厚，言论激

进，成为光复会的舆论机关。这份报纸出版时坷将近十年。

继《杭州白话报》后，在杭州又出版了两份自语报，一

份是《白话新报>>，一份是《黯江白话报 >>0 <<浙江白话

报》出许祖谦创办主《自活新报》由坑辛斋创办。据《汉民

a 报>>1911年12月 6S 广告， <<白话新报》因毁于火灾，曾

宣告暂时停刊，后复刊与否未详。

《溺江日报 )>1908年 5 月 24S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

五日〉创刊。这是就州第一份以《浙江日报》为名的报纸。

创办人贵林〈字黯香) ，满族，举人出身，精通文墨。先后

在主笔的是胡晴波、孙佑臣。社址在拱宾桥大马路，事务所

设在保佑坊大街。日刊，日出对开两大括。这张报纸的主要

政治馁向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出的民族革命。对于地

方上的贪宫污吏，各种弊端，揭敢于揭露抨击。文字比较严

肃，在高aflj上亦没有秽文，正如编者普宣示的那样: "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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