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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炳发

盛世修志。当浩浩的历史长风把我们推送到一个伟大时代的新起点时，对

以往岁月的回顾，便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只有认真地总结过去，才能更好地

指导未来。

所以，我们修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大喜日子里，自厦门市出现新闻机构100多

年以来的第一部地方性新闻专志——《厦门新闻志》面世了!《厦门新闻志》

的出版，是全市新闻工作者向这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60周年和厦门解放6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这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透过茫茫云雾回望来路，100多年前的厦门近代历史上，仁人志士们呼唤

真理而竭力的呐喊．显得那么微弱I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着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为推翻三座大山而发出的巨大吼声，足以排山倒海、覆地翻天；在厦门的

脚步迈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60年时光中，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后，

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者是在党的领导下，一路风雨兼程、步伐坚定，奏响了一

曲气势恢宏的时代最强音，开辟出了一方举世嘱目的新天地。

厦门的新闻工作者在漫漫长夜里寻找到了中国共产党I在两种前途、两种

命运数十年兵戎相见的对决中追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的艰难跋涉和

开创新纪元的努力拼搏中，厦门的新闻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秉承优良传统。

栉风沭雨、勘勤恳恳、胼手胝足．与时俱迸，用自己的青春、汗水乃至生命，

在厦门的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难以磨灭的足迹，在厦门市的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上．记录下了一页又一页日

新月异的壮丽篇章。

这就是这本书记录的厦门新闻工作者走过的历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厦门今天的繁荣昌盛，更不会有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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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业今天的朝气蓬勃。我们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当我们用严谨的目光审视厦门市新闻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历程的时

候，一个基本的事实透过历史的烟云，凸显在我们眼前：这项事业前进的每一

步．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从本书刊列的“大事记”

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党都为

新闻工作者拨开障眼的迷雾，明确地指出了前进方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每

当新闻工作者遇到困难的时刻，都有许许多多的读者、观众、听众伸出热情的

双手，给予新闻工作者极大的支持与鼓舞。这一切，都激励着新闻工作者振奋

精神，克服困难，激扬文字，以更强的使命感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也因为如此，作为历史记录者的我市新闻工作者才能按照政治家办报、办

台、办网的要求，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

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原则，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和

职业道德，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党、敢府和人民群众之

闻，构筑起了紧密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他们胸怀大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激情澎湃地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深情地歌颂着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战线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无情地披露和抨击形形

色色的社会丑恶现象，大力促进科学发展观的树立和和谐社会的构建。他们以

敏锐的视角观寨和纪录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推动两岸关系的交流与合作，涌

现出收录在本书优秀新闻工作者名录中的大量先进人物。写出了如本书新闻作

品获奖篇目中列举的大量优秀作品，得到各级党敢领导的高度评价，受到广大

市民群众的热情赞扬。

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不朽的新闻作品。从这本志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人民群众欢庆厦门解放的欣喜若狂，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海堤建设

者战风斗浪的英勇气概，可以真切地听见。八二三”炮战震耳欲聋的轰鸣；更

可以为湖里响起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第一声礼炮而热血沸腾．为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对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关怀而备受鼓舞，为每一座跨海

大桥的建成通车而热情欢呼，为会展中心每一次。投洽会”的成功举办而充满

自豪⋯⋯新闻工作者既是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见证者，又是积极的参与者，他

们的心始终与厦门建设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

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永远是新闻工作者植根其问的沃土。人民群众的利



益和呼声始终受到新闻工作者的关注和反映。从地处偏远的海边渔村到云雾缭

绕的山间小学，从孤寡老人的床前到失学儿童的身旁⋯⋯处处留下新闻工作者

的足迹I从小区居民晨练的草坪到三资企业的厂房，从出租汽车的车厢到进城

务工人员的宿舍⋯⋯处处回荡新闻工作者细致、关切的问询。随着一篇篇报道

的刊发和播放，一个又一个劳动模范、文明市民、道德模范等成了市民尊敬和

学习的榜样，一个又一个困难群体的成员成了无数人伸手援助的对象，一个又

一个“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等民生问题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全社会的关注下逐步得到破解。广大新闻工作者不辱使命，践行职责，用自

己辛勤的劳作和无私的奉献．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合格的答卷。

实践证明，厦门市新闻工作者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

正”的队伍。

回顾历史，我们心潮澎湃I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有了这样一支队

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厦门的不断推

进，。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厦门新闻工作者必将再接再厉，政治素质

和业务水平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够更加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历

史重任，不断推出更多、更精、更加无愧于时代的新闻作品，以更加真实有力

的笔墨讴歌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以更加壮丽多彩的画面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

时代。在下一部《新闻志》中书写更加光辉灿烂的篇章。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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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系新闻专志，按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原则进行编纂。

二、编修本志旨在为各类新闻机构、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工作业余爱好者

提供相关实用与研究资料，为厦门市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料。

四、本志概括厦门诞生第一家新闻机构后100多年时间里，各新闻机构演

变、发展的史实，其历史的起始时限为19世纪70年代末，截止时限为

2005年。

五、本书注重突出时代特色与专业特色．以志文为主，采用概述、大事

记、统计表、图片等综合体裁．记述厦门新闻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全书内容按历史阶段划分。按各新闻机构所属体系，遵循“以类系事、横

排纵写”的体例结构，以条目编排。

六、本书的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体相结合，依时序如实记述历史进程中

厦门市新闻工作领域发生的大事、要事。

七、本书的人物志记述对本市新闻事业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

新闻从业者，在世人物依例不立传。

八、本志的历史纪年，一律以公元纪年。

九、本志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十、为节省篇幅，本志所用资料除文内载明出处外，不再一一加注。

十一、本志录用的统计数据．均以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

十二、本志所用字．一律按国务院1986年lO月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

表》所列简化字。

凡例·



前 言

自19世纪末．厦门诞生了第一张报纸《厦门航运报道》以来，已经一百

多年了．这本《厦门新闻志》是百年来第一次编撰出版的厦门新闻专志，不仅

记录了厦门百年的新闻历史，也反映了厦门社会这百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百

年厦门历史，跨越了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改

革开放新时期，厦门经济特区蓬勃发展地进入21世纪。

在民主革命时期，厦门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都在运用新闻报刊宣传自

己的主张．进行着尖锐曲折的斗争，而厦门新闻事业的主流，体现了厦门人民

爱国、民主、进步的历史脉络。厦门爱国人士、爱国华侨创办的报纸，反对封

建专制。反对外国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洪流中。

爱国人士连横、爱国华侨黄乃裳在1904年创办了《福建日日新闻》．办报

宗旨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外国侵略，次年就声援当年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华

工禁约运动，发表了许多抨击美国政府歧视华人政策的文章，而因此·被清朝

当局处罚金和停刊一周。停刊后，《：福建日日新闻》更名为《福建日报》继续

出版，1906年冬，又被清政府勒令停刊。有记载说，1911年由厦门同盟会创

办的‘南声日报》．系由《福建日日新闻》、《福建日报》、《厦f-j日报》演变而

来。{：南声13报》为辛亥革命大造声势，报道全国各地起义消息，抨击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后因经济困难，于1913年停刊。

厦门第一家由海外华侨筹资于1916年10月创办的《民钟报》经历更为曲

折．它以防袁世凯之流再次窃国复辟须常敲警钟而取此名。<民钟报》拥护孙

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经常刊登言论抨击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在福建的军阀统治

者．多次被勒令停刊。‘民钟报》多次停刊又复刊，最后于1930年9月被国民

党当局以“言论过激”为由标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民钟报》禁止

再刊。

厦门历史最长的民办报纸《江声报》，是老同盟会员许卓然于1918年11

奠胃一



．二2盅r1新闻志I前言

——2

月创办。许卓然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主张。为国民党右派所

不满，而在1930年5月28日被暗杀。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形势

下，《江声报》呼吁停止内战，举国一致对外，御侮救国。1932年“一二八”

事变，《江声报》每日报道十九路军孤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消息。十九路军奋

战一个月，由于蒋介石谋外交妥协，不予援助，而被迫撤离上海。《江声报》

刊登总编辑陈一民撰写的评论，指出“十九路军不败于强敌，乃败于内奸”。

痛斥“蒋介石之肉岂足食乎，蒋介石之肉岂足食乎!”表现出一个爱国的新闻

工作者的凛然正气。华侨星系报纸厦门《星光日报》在1935年9月创刊出版，

创刊伊始，就主张抗日御侮，宣传抗日言论。“七七”事变，《星光日报》派记

者赵家欣赴台儿庄前线采写《血战台儿庄》等战地通讯。还及时报道八路军

“平型关大捷”．并发表社论赞扬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抗战。抗B战争胜利后，

《星光日报》复刊，对于当时美国扶植日本重新复活战争势力的政策，多次发

表社论予以谴责。1947年1月发表社论《再论美军暴行案》。支持厦门大学学

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经济面

临崩溃的情况，《星光日报》多次发表社论予以揭露。1949年8月毛森接掌国

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大搞白色恐怖，《星光日报》主笔郭荫棠。被列入黑

名单。

共产党、革命群众团体的报刊，是民主革命时期新闻历史的重要一页。

1924年集美学校师范部进步学生团体“福建青年协进社”创办的《星火周

刊》，是厦门地区第一份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厦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遭受残害。当时在厦门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

厦门市委陆续出版《福建红旗》、《厦门工人》、《烈火》、《群众报》、《战斗》、

《实话》等秘密报刊，坚持地下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

党的报刊难以生存，但一些共产党员继续在新闻战线上坚持斗争，利用民办

《江声报》、《星光日报》以至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挥作用。如《中央日报》

的副刊是共产党员吴学诚主编的，经常刊登思想进步的文艺作品。后被中统特

务秘密逮捕，杀害在思明区公所的院子里。

这个时期的反动报刊．如日本人办的《全闽新日报》，虽然长达37年，但

是一直被厦门人民唾弃。国民党办的报纸《中央日报》、‘立人报》有反动政权

支持，但也不受厦门人民的欢迎，它们的报份远不如‘江声报>和‘星光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报》。最后，随着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崩溃。而在厦门消亡了。

在编撰这时期的新闻历史时，我们对厦门新闻工作者前辈满怀敬意，虽然

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的爱国立场、民主精神，仍值得我们崇敬。

他们新闻实践的经验是宝贵的遗产，可惜他们遗著多已散佚。陈一民先生的子

女收集整理出版的《陈一民纪念文集》，其中几篇新闻论文，颇为珍贵，略可

弥补此憾。对于新闻工作者前辈的遗文。值得我们继续寻找收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厦门新闻事业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1949年10月22日《厦门日报》创刊，12月24日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开

播。厦门新闻工作者认真执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继承党的新

闻工作的群众路线传统，成为党和人民的桥梁和纽带。《厦门日报》、厦门人民

广播电台对厦门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保卫厦门海防的斗争、社会主义改造、

厦门海堤、鹰厦铁路、杏林工业区的建设都进行了充分报道，宣传了大量建设

者、保卫者的英雄业绩，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激励厦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改

造和建设的热情。在这一时期，厦门新闻工作也受到了“左”的影响，违背了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传统，作了许多不实和错误的

报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教训极为深刻。一些新闻工作者受到错误的批判

和处理，《厦门日报》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

在我们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过程中，党与群众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

而厦门新闻宣传也存在着是否坚持办报办广播的群众路线的问题。“文化大革

命”结束后，新闻工作有一个重要的改革课题。其主要内容就是克服新闻工作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新闻工作群众路

线的优良传统。新闻宣传努力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改革开放新时期．厦门成为经济特区，发挥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排头兵”、“试验田”作用。《厦门日报》于1979年5月1日复刊，厦门电视

台于1982年10月开播。厦门新闻工作者首先面临着一个思想解放问题。从真

理标准大讨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

设为中心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带来全国思想大解放。可以说，

我们新闻工作者是被政治思想解放的第一个“解放战士”．是思想解放的先行

者和受益者。深田路厦门日报大楼顶上树起了鲜亮的霓虹灯．那八个大字就是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静膏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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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新闻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有了思想解放的勇

气和自信，努力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站在时代的潮头，努力充当思想解放的

号手。

《厦门日报》宣传个体户扁食嫂、厦门卷烟厂刘维灿“敢第一个吃螃蟹”

走中外合作生产的道路，突破公有制“大统一”的僵化思想，为引进外资，发

展多种经济成分作思想准备；大力宣传厦门企业改革者“敢为天下先”的品格

和先进事迹，营造有利于企业改革的舆论环境。这一次次的报道引起的讨论．

推动着厦门经济特区初期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

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后，厦门媒体掀起了第二轮思想解放、改革开

放的高潮。《厦门日报》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市场取向的改革，推动厦门率先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大力宣传厦门的。龙头”地位，跳出“小岛意识”，

进一步发挥厦门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对内辐射的作用，勇敢地走向国际市场，

同时努力开拓腹地，发展区域合作。正是在1992--1995年，厦门国内生产总

值持续以25％左右增长率起飞。

2005年，省委书记卢展工在我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从海峡

西岸经济区发展的大局对厦门提出要求。厦门新闻媒体阐发卢展工书记的讲话

精神，大力报道宣传厦门经济又好又快、协调地发展．弘扬一种大开发、大建

设的气魄，起了极大的思想解放和精神鼓舞作用。

从这一波波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厦门经济社会、人民生活发生

了巨大变化。厦门新闻工作者不愧是历史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厦门新闻媒体忠实地记录了厦门的巨大变化和时代进步。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厦门新闻事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多元

结构的格局。厦门媒体在广告经营和多元化经营中获得自我武装自我发展的经

济力量．厦门媒体借助市场力量不断壮大。《厦门日报》从1994年起创办了一

系列子媒体：《厦门晚报》、《厦门商报》、《海峡生活报》、‘双语周刊>、<台海>

杂志和《海峡新闻网》。厦门广播电台也从1990年代起，经济台、音乐台、闽

南之声台陆续开播。1993年厦门创办有线电视，2001年7月厦门电视台与厦

门有线电视台合并，成立新的厦门电视台。2004年6月广播电视集团成立．

2005年2月开播卫星频道《厦门卫视》．厦门广电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不断发

展，开辟了厦门广播电视事业走向繁荣的道路。



与此同时。在时代变革和舆论新格局下，厦门新闻媒体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方面，来自新闻媒体自身，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

既要创新又要坚守。创新就是面临市场抉择，如何开辟一条媒体的经营之路l

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同时进行版面改革，以争取更广大

的读者，占领尽量大的市场份额。坚守，就是在市场条件下，坚守社会主义媒

体的本质属性，即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党性立场，为人民服务

的信念，把“以人为本”这个基本观念在新闻工作中贯彻落实，警惕新闻媒体

的自由化、娱乐化、低俗化。

另一方面，来自新闻媒体的外部环境。从国内环境来说，在社会转型时

期，出现社会阶层的多元化，人们利益的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从国际

环境来说，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我弱”

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

面临这两方面的挑战，我们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要保持清醒，认识到新

闻改革创新和舆论引导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新闻工作者应该充分

认识到，新闻工作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

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我们的新闻宣传要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方面．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主流舆论方面。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我们还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

新趋势．以党报、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媒体、网络媒体多种资源，努

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在新的

形势下，新闻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精神，认清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厦门新闻媒体面临的挑战。还有比上述两方面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是

高新技术的挑战。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又决定上层建筑。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和互联网的无国

界．带来人们获取信息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这

种根本改变。对传统新闻媒体的冲击和挑战．是严重而深刻的．是世界性的。

面对新兴媒体的挑战，厦门新闻媒体如何应对，传统媒体如何与新媒体共存、

互补、融合、创新．是时代的新课题。厦门新闻媒体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举办自己的网站、手机报．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是起步是可贵的。我们相信传

酋胃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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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共存融合，一定会创造出一片新天地。

总之，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厦门新闻工作的新局面。

这部跨越百年历史的《厦门新闻志》正式出版了，它是厦门新闻历史研究

的新成果，对厦门新闻事业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希望这部资料丰富的

《厦门新闻志》，能给关心支持新闻工作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提供服务，能为

广大新闻工作者、新闻学术研究者提供帮助。我们期待着厦门的新闻历史和学

术研究．不断产生新的成果，推动厦门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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