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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报纸始于近代，从1901年到1985年，先后共出版各种文字、各种

类型的报纸600多家。85年间，黑龙江报业走过了几经曲折的发展道路。

(一)

黑龙江地区近代报纸。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而发生和发展起来。1898年沙

俄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以哈尔滨为中枢修建中东铁路后，大批俄人拥入哈

尔滨兴办工商业，使哈尔滨由分散的村落，迅速形成初具规模的国际商埠。为

适应传播经济信息的需要，俄国人洛文斯基主办的俄文《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

报》，于1901年8月14日创刊。这是黑龙江报纸之始，但比全国最早的近代报

纸晚了近半个世纪。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中东铁路公司又创刊俄文《哈

尔滨日报》。继之，于1906年3月14日，由沙俄出资创办的中东铁路公司机关

报——中文《远东报》在哈尔滨出版。这是黑龙江历史上第1家中文报纸，也

是东北创刊最早的中文报纸之一。当时，俄国人办的4家俄文报纸和1家中文

报纸，垄断了哈尔滨的新闻舆论。特别是中文《远东报》，对中国政治权限隐相

干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成为沙俄侵略中国的喉舌。

为抵制《远东报》，皖南人、原哈尔滨吉林省交涉局职员奚廷黻(字少卿)

挺身而出，召集股资，于1907年7月19日在哈尔滨创办了中文《东方晓报》。

当即得到吉林、龙江两省官府的“提倡’’，既投入官股，又为其派销报纸。由于

经费来源和人事的变动，《东方晓报》先后更名为《滨江日报》、《东陲公报》，但

其抵制《远东报》的拒俄宗旨始终未变。《东陲公报》就因揭露沙俄侵犯中国主

权事和痛斥《远东报》为此进行辩护的谬论，而被沙俄迫使中国政府派员于1911

年查封。

齐齐哈尔也于1908年和1910年由黑龙江官报局先后出版了《黑龙江公

报》、《黑龙江官报》。前者是黑龙江创办最早的官报。到191 1年12月末，中国

·3。



(二)

报、3家官报，打破了俄国人垄断

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成立中华民国以后，伴随哈尔滨逐步发展为北满

第一商埠，齐齐哈尔成为工商业逐渐兴盛的城市，各类报纸相继兴起。1912年

尹捷卿在哈尔滨创刊了《新东陲报》，黑龙江咨议局在齐齐哈尔创刊了《黑龙江

时报》。仅此一年，中国人就在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等地创刊7家报纸，到

1919年4月末中文报纸就达到28家。新创刊的还有18家俄文报纸、2家日文

报纸。同时，随着报纸事业的发展，还新创办4家地方通讯社。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黑龙江报业进入现代报纸发展时期。关内一

些报人纷纷来黑龙江办报，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传入，使报纸事业更加迅猛发

展。特别是各种民办报纸，到1931年就创刊61家。这些民报多以拥护共和，改

良风气，振兴实业，指导民生为宗旨。报纸内容大体都有如下门类：论说、专

电、来件和世界消息、国内新闻、本省新闻、本埠新闻，以及小说、剧谭、花

讯等。它们多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有自发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但又慑于

地方当局的权势，有时表现激进，支持反帝爱国运动；有时表现畏缩，不敢刊

登反帝爱国文章。比较进步的《国际协报》，就因拒登反帝文章，在1930年4月，

被哈尔滨学院等校学生闯入报社，将拣排设备捣毁。在大型民报中，除《国际

协报》外，还有大力宣传反帝爱国的《哈尔滨晨光》报，坚持“反苏反共’’的

《滨江时报》、偏重‘‘为官府宣传政令一的《哈尔滨公报》等。在小型民报中，有

供人“膳毕茶香一之后消遣的《滨江午报》、自称“培植道德，挽救风俗一的

《滨江挽风报》、专门刊载“秦楼楚馆、剧场梨园一之事的《松滨花报》等。各

种民报虽然办得较多，但多数寿命不长，出版几个月，或一二年就停刊。出版

3年以上者很少。

这一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也在哈尔滨创办了一些报纸，有些中共党员还参

加了一些民报的办报活动。1923年3月，中共早期党员陈为人(化名陈涛)、李

震瀛(化名骆森)从北京来到哈尔滨，参加由几位进步青年办的《哈尔滨晨

光》报，以新闻记者身分进行革命活动。同年9月，陈为人、李震瀛又同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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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报社长韩铁声创办了哈尔滨通讯社。他们以通讯社为据点，团结一批进步青年。

并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组。同年12月，陈为人、

李震瀛因被人匿告，党组织停止活动，他们2人离哈南下。1925年6月，在哈

坚持斗争的几名中共党员又组建了中共哈尔滨组织，并于8月创刊了《东北早

报》，以民报面目公开出版，这是中共在黑龙江地区创办的第一家党报。后因中

共哈尔滨组织遭到破坏，《东北早报》被迫停刊。1926年初，吴丽石组建了中共

北满地委，并任地委书记。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们同国民党合作于同

年6月创刊了《哈尔滨日报》，仍以民报面目公开出版。后被滨江警察厅以该报

副刊“有宣传赤化性质一为名，予以查封。时隔5年之后，中共北满特委于1931

年8月，又以民报面目公开出版了《哈尔滨新报》。中共地下组织在公开出版的

报纸，几经挫折，几次创办的同时，还秘密出版了一些油印报刊，在极其艰难

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斗争。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哈尔滨的沙俄势力失去靠山。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经

济势力乘机北侵，并扩展了它在北满的新闻势力。日本人办的中文《大北新

报》、日文《哈尔滨日日新闻》等相继在哈尔滨创刊，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满

的新闻侵略工具。因此，它们不断遭到哈尔滨市民和新闻界的抵制和反对。1922

年12月，当《大北新报》创刊不久，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就发表抗议宣言，呼吁

全市各界人士抵制《大北新报》。在此期间，俄国一些革命组织和白俄也在哈尔

滨出版了许多俄文报纸。 。

从“五四一运动到“九·--A一事变的12年间，中国人新创刊中文报纸83

家、俄文报纸2家；俄国人新创刊俄文报纸80家；日本人新创刊日文报纸3家：

中文报纸1家；其他外国人新创刊英、波、朝鲜文报纸6家。这个时期，也是

通讯社发展最多的时期，中国人新办的地方通讯社和分社共1l家，外国人新办

的通讯社和分社共12家。

(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城，爆发了“九·--A一事变。日

本人办的报纸立即配合，发表颠倒黑白的新闻，进行欺骗宣传。本来是日本侵

略军自己炸毁柳条湖铁路，却造谣说：“中国军队加以炸毁破坏"；日本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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