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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束在重庆设判期间所写

《沁吲舂-雪》手迹。

’重

庆解放后

刨刊的中

共中央西

南局机关

报《新华

日报)。报

头为毛泽

东手书。

▲1941年】月，周恩来为揭露和抗议国民党

顽澍振袭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在熏

庆《新华g拯》上发表的手书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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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邛小平由《熏使日彳6【》

所写的报头

_左为邛小平在报纸剖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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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皿

年6月20日，

李鹏在重庆李

家沱K江大{9}

考察。

●19"98年4月15日．江

泽民在视察重庆期间，参现

^民大扎堂和人民广场。

已

▲江泽民为重庆所写的题词

多谚节T民仅译民

乏九^-二胄，j旱彳名至爱香，



▲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攒》社营业

部，《新华El报》的发行工作,l,IIxtJ'b接沿

活动在这里进行。

▲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杜址。

’重庆目报牡南坪印刷厂内景。

●重庆日报社在滴中区

解敲西路的社址。



li．《黔江日jl}》(鲧《川东

南报》)的编辑部综合楼。

●《万县13报》社大楼。

●《涪睦H报》编辑酃

大楼和印尉卓问一角。



’1944年6月．

中外记者参观圉访闽

延安。毛棹东接见外

国记者井合影。

前排：左起武

道、酱金科、爱淀斯

坦、福尔曼

后排：左起夏

南扦、史坦因、毛{军东

●1944年6月

12日，毛泽东在王衷

坪与由重庆派出的访

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参

观团中的中国记者合

影。

前排：左起孔晤

恺、毛泽东、谢辣樵、

邛友德

后排左二起

杨嘉辨、棘兆镛、榭爽

秋、周车渊(左七)、张

文伯、金东平、赵超梅

(左十一)、赵炳娘

●周恩来同志为^新华日报)|撮写社论



▲民国三十年(1941年)3月16口，重庆中国新闻学台成立太台台影
一排

左三陈沧波(中央日报杜社托

左四张季鸳(太公报主笔)

左五自同兹(中央社社长)

二排

庄四张万里(时事新撤经理)

左六高免斌c商务日报杜社长

左七曾虚白(国际宣传处处长

左八赵敏恒(路透社特碾虽

■张季弯与《大公报》同

仁王芸生(中)，费彝强(右

二)、孔昭恺(左二)台影。

排

左一马星野(中央螋性新矧系主仃

左三王甚生(大公报总编辑)

左五杜阱民(国民公报总编辑)

左六周赦岳(新蜀报总经理)

左t陈铭德(新民撤社社K)



▲1953年，重庆H报记者文

履平赴朝鲜慰问，采访=蠡愿军战

士，这是他们在朝鲜咎山郡高地

坑道里。

▲重痰日报记者采访重庆变压器厂厂长。

▲重庆日报记者在老山翦线采访

▲重庆日报记者在农村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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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重庆公开发行的部分报纸

▲万蛆n报所拱的奖jjlf和斐杯。



▲lq·91年3月参加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座谈会合影

前排左起：蒋闯仙(商务口擢控理)

温田丰f阿民公报记者)

王文彬(丈公报经理)

方家皇(重庆日报社长)

辕云阁(世界日报桂妊)

陈彝荪(国民公报经理)

冯克熙(民主拯经理)

陈理源(新民报总编辑)

雷勃(重庆日报总编辑)



编纂说明

一、《重庆市志·报业志》以文字叙述为主，力求全面反映1897至1997年这一百年来重庆

报业的发展状况，是一部重庆报业的综合性资料著述。

二、根据新闻紧密联系时代的特点，为了反映报业发展的客观实际，把演变过程划分为近

代报业、现代报业、当代报业三个时期记述。

三、现代部分以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合为一期，重点加以叙述。因为抗战期间重

庆是战时首都(并定名为永久陪都)，是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报业亦有长足发

展，由地方性转为全国性。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重庆更跻身为同盟国四强(中、美、英、苏)之一的国都，与

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更具有世界影响，为国际性大都市。不少外国通讯社设立分社，许
多外国报刊记者亦常驻采访。 ．

为了客观反映这种情况，特分专章、专节予以叙述。

四、当代报业以共产党的党报为核心，并有群众团体报、专业报、企业报、高等院校校报

等，形成多层次、多种类的网络，本志亦分门别类记述其基本情况。

五、本志上限起于1897年，下限止于1997年，唯重庆直辖后，有了较大发展和变动，有的

重大事件的记载延伸到定稿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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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第一章重庆报业概述

第一节近代报业

(1897—1937)

‘1

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交通

发达，商贸繁荣，历来是J引东地区的货物集散

中心。重庆在清代为府治，又是川东道署的

所在地，实为川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一重庆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即已辟为对外

通商口岸，开始有了近代工商业的勃兴，出现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在外来的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内部固有的封建顽固势

力的双重挤压下，不能得到顺畅发展，于是乃

有反帝、反封建的早期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

萌芽。

作为舆论导向的工具和大众传播媒介，

重庆地区所出现的早期近代化报纸，即具有

宣传进步思想，反对守旧思想的民主主义色

彩。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割地赔款

的不平等条约以来，西方列强不断侵凌中国，

充分暴露出大清帝国的腐朽和无能，出现了

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

情。一种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逐渐发

展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思潮，并在19世纪末

叶演进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

开始于1895年5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

的“公车上书”活动，要求拒约变法。虽然上

书并未取得直接效果，然维新思想却在全国

有了广泛的传播。当年，康有为、梁启超又发

起成立了第一个倡导“变法维新”的政治团体

“强学会”。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外交官宋育

仁参加“强学会”，并在会内主讲“中国自强之

学”。 ’．

．宋育仁(芸子)是四川富顺人，1886年中

进士，授翰林院检讨。1891年曾写出系统阐

述变法主张的《时务论》，受到朝野重视。。

1894年，他受任为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参

赞。他对这几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风

俗等作了多方面考察，把所见所闻写成四卷

本的《采风记》，提出必须效法西方改变中

国。这自然和变法维新的思想契合，所以他

在解职回国后就走进强学会。

1898年，四川富顺人刘光第与绵竹人杨

锐，联合时在北京的川籍爱国官绅，开办“蜀

学会”，以讲新学、开风气为宗旨，定期聚会，

商讨国家自强之策。并成立“蜀学堂”，以培

养通晓西学的人才。以后，康有为组织“保国

会”，刘光第、杨锐等14位川籍人士，不但参

加这一组织，更进而组织了“保川会”，把保国

和保乡结合起来。“百日维新”变法失败以

后，刘、杨成了同时遇害的“戊戌六君子”中的

二人。

宋育仁1896年回到四川。起初在重庆担

任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他以政府负责

官员的身份，倡导兴办矿山、工厂，发展实业，

为重庆地区资本主义新型企业的崛起，开拓

出一定业绩。更主要的则是由他倡导发起开

办重庆、也是四川全省的第一家近代报刊《渝

报》。 ’·

《渝报》是仿梁启超所办《时务报》的先

例，由同人捐资合办的民营报纸。宋育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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