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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绍兴出版首份报纸‘绍兴白话报》。此后，境内报刊业堪称

兴旺，至1949年，先后出版报纸105种、杂志170种，井设通讯社47家，数量之多在省

内仅次于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绍兴各县均创办县报；1968年，出版地区报《新

绍兴报》f 1980年起，陆续出版中共绍兴市委机关报‘绍兴日报》、市文联杂志<野草》和

绍兴师专校刊《绍兴师专学报》等53种报刊。1990年，调整至34种，其中内部发行的28

种，形成以党报为中心，多层次，多品种的报刊网络。

绍兴有许多报刊于革命浪潮中应运而生．推动了革命。辛亥革命前后，一些进步团体

和爱国知识分子继创办‘绍兴白话报'之后，陆续出版‘越锋日报》、‘越州公报》、‘绍兴

教育杂志》和由其改刊的<浙江学生联合会周刊》以及‘诸暨民报》、‘上虞声》等。第一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王承纬于民国13年(1924)2月以。觉社”名义，创办绍

兴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半月刊‘觉悟>。次年8月，共产主义青年团绍兴独立支部出

版首份青年团报‘琴心》。抗日战争爆发后，绍兴有抗日救亡刊物40余种。创办于浙东革

命根据地的<金萧报》、《路东简讯'、‘浙东简讯》、<火花》等报刊，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

坚持办报，直至绍兴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绍兴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

新闻事业建设，报刊得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绍兴文化积淀深厚，人文荟苹，具有举办报刊的社会基础和人才优势。许多有远见卓

识之士参与或支持报刊出版，推动报刊业的发展。辛亥革命时期主要有秋瑾、徐锡麟、陶

成幸、蔡元培、陈仪、王子余、刘大白等；。五四”运动前后主要有鲁迅、何赤华、王承

纬、董秋芳、胡愈之、夏吗尊、朱自清等l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有苫天风、骆宾基

����x



第一章报 刊

绍兴报刊事业萌芽早，发展快．出版数量多，大抵随着社会大变革而出现创刊高瑚。

不少报刊勇于为革务或改革制：害舆论。在垒省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

第一节 主要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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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白话报*

《绍兴白话报》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创刊。创

力-人为光复会会员王子余．徐锡麟、陈仪参

与其攀。编辑及主要撰稿人有蔡谷卿(蔡元

康)、王子澄、任佑扈、何屺瞻，胡钟生、沈

佑之、刘大白等。社址府城小校场(今市政

府所在地)。

办报宗旨为“唤起民众爱国．开通地方

风气”，进行反封建的革命宣传，时人评为

“鼓吹革命的先声．政治宣传之领导”。栏目

有《论说》、《大事记》、《绍兴五千年人物

谈》．《小说》、《绍兴近事》等，摘载国际国

内大事，且对绍兴时局多有评论。光绪三十

三年(1907)，登载秋瑾所撰《大通学堂第二

次招生广告》、《中国妇人会章程》、《劝女子

亟宜进学堂》等。

报纸版面长】4．j厘米、宽10厘米。每

期6页，以2、4号铅字排印。旬报。共出200

期。创刊当年由杭州马市街日本编译局代印．

翌年始由绍兴印刷局承印。总发行所设仓桥

街万卷书接．分售处遍及府属各县；外埠设

有宁波、杭州、福州、上海、北京等发行所。

三十四年(1908)，因改出《绍兴公报》停刊。

宣统二年(19lo)二月．王子余等人复

办《绍兴白话报》．“自家尽义务做文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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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铎日报》社内。

该刊第一集分“文录”、“诗录”两部分，

文录9篇，诗录58篇。卷首载陈去病的《越

社叙》、《越社第二次修改章程》，卷尾载高旭

的《南社启》及《南社第四次修改条例》。

《越社叙》和《南社启》阐明结社目的为“深

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与之同步康庄，以

挽既倒之狂澜，起坠绪于灰烬”。《越社丛

刊》的稿件均由宋紫佩送周树人编定。

第一集中，周树人分别以周建人、周作

人名义发表散文《辛亥游录》和1：<古小说

钩沉>序》；柳亚子发表诗歌《新中华报出版

寄楚伧》、《次韵答楚伧》和《哭天水王孙用

楚伧韵》歌颂革命；郁稚青发表《哀南宋》，

借以斥责清廷卖国罪行。周仲翔发表诗《流

萤》，抒发亡国的忧虑。

《越社丛刊》出版一集即停刊。

《民兴日报》

民国元年(1912)4月创刊。创办人为原

《越铎日报》编辑马可兴等。编辑李宗裕、张

警黄、郁稚青、范爱农等。社址绍兴城区丁

家弄福禄桥。

报纸以敢于揭露当地党棍、豪绅劣迹名

于时。栏目有《社论》、《小说》、《省内要

闻》、{[各县纪事》、《学术》、《杂俎》、《文

苑》、《新闻》、《要电》、《五光十色》等。对

开1张，外加4开石印画报1张。绍兴浙东

印刷局印刷，日印行300份。

·周树人关心、支持创办《民兴日报》，特

介绍族叔周仲翔任该报编辑。民国元年

(1912)4月间，周树人从南京回绍探亲时，专

程造访报社。是年5月，范爱农应马可兴邀

请到《民兴日报》任编辑。7月10日晚，范

爱农溺水身亡．周树人闻讯十分悲痛，写

l：哀范君三章》，发表于8月21日《民兴日

报》，署名。黄棘”。是为周树人首次在报上

卷38报刊 广播 电视·报刊 ·2717·

发表诗作。

民国元年(1912)11月，因经费筹措困

难，郁稚青、张警黄、马可兴等拟离职求学，

遂终刊。

《天觉报》

民国元年(1912)11月创刊。发起人绍

兴县教育会会长宋紫佩。董事长陶子璋。董

事为稽山公会(绍兴稽山一带乡董成立的十

三乡自治联合会)士绅。社长宋紫佩，编辑

严伯亮、周仲翔，新闻版主任郑漱芳，编务

毛子芗、郁稚青、李缄一，助编兼发行部主

任沈竹泉。报纸社论由社长、编辑主撰，李

宗裕、徐子淦助撰。社址绍兴城区小坊口稽

山公会内。

办报宗旨为“凡振兴教育，提倡实业，指

导社会，匡辅政府以及鼓吹尚武精神，发展

民生主义诸大端皆当竭尽绵力，敢以觉者觉

人”。周树人从北京电贺《天觉报》出版，贺

词是“敬祝天觉出版自由”。报纸日出对开两

大张。新闻占5版，栏目有《天籁》、《要

件》、《命令》、《民国纪事》、《天言》、《要

电》、《本省要闻》、《海外消息》、《越中日

札》、《丛录》和《谈天说地》等，小说附于

新闻版，其余3版为广告。

《天觉报》于“二次革命”前即进行讨袁

宣传，言论激烈。民国元年(1912)11月，

《天言》栏刊载《尊重中华民国》一文，有

“昔路易十四尝日朕即国家，今袁项城(世

凯)以摧残民意，惟受舆论之攻讦，乃复参

议院之书日尊重大总统即尊重中华民国。异

地殊世，何口吻之相同耶”?。然路易十四者

昔法兰西之专制魔王也，袁为今日中国之何

如人而学彼之口语”?“或日袁之头衔日总统，

袁之心理实皇帝”。“中华民国之共和政体被

袁玷污矣”等语。报纸常评论时局，以抒发

丧权辱国之忧恨。2年3月，刊发小言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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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墙里。

办报宗旨为“革新社会”。第一版设《社

评》、《选电》、《国外要闻》、《国内要闻》，第

二版设《本省要闻》、《国内新闻》，第三版设

《本县新闻》、{：来件》，第四版为副刊《晨

钟》。

报纸初为4开单面石印隔日报。民国11

年(1922)5月起，改为对开铅印日报。13年，

改为对开隔日报。创办初仅印60份，后期增

加至1500份。曾一度发向海外，法国勤工俭

学会、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明治大学等均有其读者。

《诸暨民报》敢于揭露官场黑幕，抨击时

政弊端，不屈服于当局的一再摧残。民国9年

(1920)，报纸以《强盗坐大堂，警察敲竹

杠》为题，载文揭露地方警署敲诈勒索的丑

行，结果报社被捣，主编徐白民被逐。11年，

主编何赤华开辟《笔枪墨花》专栏，继续揭

露官场黑幕，并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发

表《反对共产主义者谁乎?》等文，宣传革命

思想。为此，何赤华被当局非法拘捕，报社

亦遭查封。嗣后，杨则民任主编，又因刊登

社评{：青年自由之路》，被当局目为。赤化”

嫌疑。14年12月，终因揭露知事金乃光办事

不公、贪污公款等情事遭封禁而终刊。

《浙江学生联合会周刊》

民国8年(1919)11月创刊，系。五

四”运动后绍兴学生联合会受浙江省学生联

合会委托创办的革命刊物。主编何赤华、董

秋芳。社址绍兴城区绍兴学生联合会内。

刊物逢星期日出版，栏目有《社论》、

I：专电》、《评坛》、<记载》、《专件》、《随感

录》、《文艺》等栏目。发表于第4号的{：日

人在华专横的缘故》和《我的希望绍兴商

界》两篇社论，反映。五四”运动以来学生

爱国热情的高涨，也暴露学生思想观点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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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幼稚。《评坛》的许多文章，以民主主义思

想批评浙江省议会和别省军阀政府。

《绍兴新闻》

民国9年(1920)9月，孙望仁以“地方

人士贡献地方舆论”为宗旨，独资创办，并

自任社长。总编辑陈瘦崖，采访主任王以刚。

社址绍兴城区千金弄口。

报纸日出对开一大张。早期以报道社会

动态为主，较少政治色彩。栏目有《地方新

闻》、《国事新闻》、《大事电讯》、《评论》、

《社会新闻》等；所辟副刊，先后有《稽山风

月》、《笛里风声》、《菡萏》、《青藤》等；并

设不定期栏目《农艺指导》、《医药与社会》、

《民族教育周刊》、《儿童周刊》、《国学》、《社

会与商业》、《同情与互助》、《娱乐》、《戏

剧》、{：农林》、《防空专号》、《越中》等。民

国19年(1930)起，自办印刷所，增加副刊

版面，发行量由600份增至1000多份。24

年、26年先后加设《绍兴快报》和《绍兴晨

报》。20年。九一八”事变后，报纸即发起抗

日宣传活动，自9月25日起，连日开辟《抗

日救国特刊》。

民国30年(1941)4月，绍兴沦陷，停

刊。35年9月，原《越报》同人郑士伟、朱

允坚、沈振远、胡光世等复办《绍兴新闻》。

社长郑士伟，总编朱允坚，采访主任沈振远，

经理胡世光。社址迁至绍兴城区火珠巷(今

光明路)。10月1日正式复刊，日出对开一大

张，间或增出两大张。郑士伟系国民党县党

部执委，复刊后宗旨改为。发展文化，宣传

政令，阐扬党义，协助建设”。版面栏目大体

如旧，新辟副刊《鉴湖光》、《青年文艺》。36

年7日，辟《风雨亭》专栏，刊登纪念辛亥

革命文章。36年7月间起，第四版实行横排。

民国38年(1949)5月7日绍兴解放，报

纸为傅召沛、李又芬接办。是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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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刊。

《绍兴新闻》自民国9年(1920)9月创

刊，至38(1949)10月终刊，历时24年，是

1949年以前绍兴地区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

报纸。

《工商日报》

民国9年(1920)11月创刊。绍兴县商

会主办。社长章天觉。编辑李士铭、翁天寥、

方秩音等。社址绍兴城区小校场。

办报宗旨为“改良社会，注重道德，提

倡国货，开通工商同胞知识”。日出对开两大

张。栏目设置突出广告。第一版广告，第二

版要电、国内要闻及广告，第三版国内要闻、

杭州快讯，第四、第五版广告，第六版地方

新闻，第七版特载及广告，第八版副刊《越

光》及广告。报社派专人向全县工商界征集

广告用户。报纸发行对象以本县商界为主。内

容主要为商业动态及市场信息，经济信息量

大、传递及时，对促进当地商业经济发展有

一定作用。

民国11年(1922)下半年，社长章天觉

撰文讥讽蔡元培，并附以木刻插图，引起社

会人士不满，遂为徐叔荪(徐锡麟三弟，时

任绍兴民团巡缉队队长)勒令停刊。

《上虞声》《上虞声三日报》

民国10年(1921)，《上虞声》创刊。由

旅沪胡愈之、胡仲持兄弟与同乡吴觉农等合

办。办报宗旨为“开发民智，评衡邑政”，于

上海(宝山路华兴里155号)编印寄回上虞

发行。月出两小册。出版两期后，因经济困

难停刊。13年10月复刊，由小册改单张，仍

为月刊。代售处设上虞百官明强小学、下管

公立小学、杭州第一师范、南京青年会。

民国15年(1926)4月，夏丐尊、范寿

康等50余人发起，改<上虞声》月刊为《上

虞声三日报》。社址上虞百官镇旌教寺(今丁

界寺)。主编朱云楼，理事胡愈之、吴觉农、

叶作舟等，出版委员胡仲持、郑师泉、朱云

楼等。报纸4开4版：第一版《社论》与

《特载》(多转载机关文件或大报文章)，第二、

三版新闻，第四版《杂缀》(杂著、文艺、琐

闻等)及县政府批示，一、四版部分版面及

中缝刊登广告。

民国16年(1927)，社址迁上虞县城

(丰惠)。19年迁上海。20年迁白马湖。23年

6月终刊。共出838期。

《春晖》

民国11年(1922)10月创刊。上虞春晖

中学主办、发行。负责人夏丐尊、倪文宙、朱

自清、冯三昧。首任出版主任夏丐尊。丰子

恺负责插图。

报纸宗旨为向外界传达“我们的教育主

张和教授训育的方法”，。向外方同志要求批

评和指教”。栏目有《专件》、《由仰山楼》、

《五夜讲话》、《曲院文艺》、《白马湖读书录》、

《半月来本校》、《课余》、《他山之石》、《科学

常识》、《校闻》、《童话》。主要撰稿人经亨颐、

丰子恺、夏丐尊、俞平伯、朱自清、朱光潜、

吴觉农、刘薰宇。民国13年(1924)9月，倪

文宙接任出版主任；10月，朱自清接任。

报纸8开4版，逢1、16日出版。华升

印刷局印刷。民国13年(1924)11月停刊，

14年10月复刊；15年6月再度停刊，16年

底又复刊；19年下半年终刊。

《觉悟》

民国13年(1924)2月25日创刊。中共

党员王承纬等创办，是为绍兴第一份宣传马

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刊物。以介绍俄国

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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