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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宁波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分析

蔡　罕

摘　要：将近代以来宁波的新闻事业分三个历史时期进行探究。１８５４年至１９１８年是宁波创立近代新

闻事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在甬外报的创办、宁波人自办报刊的发轫与辛亥革命前后宁波资产阶级政

党报刊的出现，构成了这一时期宁波事业发展的主线；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７年，宁波的新闻事业与当时高涨的

革命形势一样，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新气象，宁波的新闻事业由此迈入了兴盛期；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４９年，国共

两党各自发展新闻事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抗日战争中斗争、合作。与此同时，宁波民营新闻事业在政

治、经济社会的搏弈中，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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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８５４—１９１８年宁波的新闻事业

（一）在甬外报的创办

从１８５４年到１９世纪末，在甬外报主要有 《中外新报》（１８４５－１８６１）、《宁波日报》（１８７０）、《甬

报》（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德商甬报》 （１８９８）等。从 《中外新报》到 《德商甬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

甬外报呈现着诸多的变化和发展。

首先，在甬外报的办报主体经历着由传教士创办到中外合办的过程。早期在甬外报 《中外新报》、

《宁波日报》创办者是清一色的传教士。而１８８１年出版的 《甬报》，在名义上则是由英国牧师阚斐迪携

手宁郡太守李小池创办，并聘请慈溪人徐漪园担任主笔。创办于１８９８年的 《德商甬报》也聘请慈溪人

王恭寿为总编辑。

其二，在甬外报的传播内容也有不同的变化。早期在甬外报具有较明显的宗教色彩，如 《中外新

报》提出 “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而 《甬报》却只字不涉宗教宣传，它以 “客观”、“公正”的新闻

观相标榜，力图将 《甬报》办成 “雅俗共赏”、“家家可购”的 “能广行之”的读物。这反映出至１９

世纪８０年代，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统治的稳固，他们已毋须借助 “宗教”的力量进行殖民活动，

而是联合地方官员，躲在幕后，暗中指使地方文人按照他们的 “旨意”行事。

其三，《德商甬报》则在办报的理念、报纸的形式、报道的内容和经营的方式上均比 《甬报》先

进。德国人白鼐斯创办 《德商甬报》的目的则是为了德国洋行适应宁波作为商业大埠的信息传播需要。

从报纸的形式上看，《德商甬报》是一份正式的近代报纸，先前的 《中外新报》、《甬报》则是采用线

装书的形式，更像是一种期刊；就报纸的内容而言，《德商甬报》以报道社会新闻、市价行情为主，反

复议论发展商业，繁荣经济的重要，主张提高商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报刊的经营上，该报靠增加

“告白”（商业性广告），来维持报纸的正常出版与运营。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商甬报》开创了宁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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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报刊的先河。

在甬外报的出现，是在不平等的 “五口通商”背景下，宁波备遭西方列强殖民文化侵略的产物。

但是，近代报刊毕竟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不仅开风气之先，带来了西方先进的传播媒介，传播

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制度和管理经验，为封闭已久的宁波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和开发民智的

窗口，而且也使宁波人看到了报纸在迅速传递信息和制造舆论上的作用。不久，宁波人就走上了自主

办报的发展之路。

（二）宁波人自办报刊的发端与初步发展

宁波人自办报刊的第一站是在上海。１９０３年 １１月，曾赴日本留学的慈溪人陈训正在上海创办了

《宁波白话报》。这是甬人独立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刊。

宁波人在本土的自办报刊略晚于上海的 《宁波白话报》，其中有两份报刊值得我们关注。一份是

《宁波新报》，它创刊于１９０６年４月，主编为袁荷龄 （一说 “洪佛矢”），一年左右即停刊。另一份是由

甬上名流张让三于１９０８年创办的 《甬报》，出刊约四个月后即停办。两份报纸存世短暂的原因可能与

当时宁波受上海报业影响，本土报刊缺乏读者市场有关。２０世纪初上海已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工

商业都市，这也使得上海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中心。宁波靠近上海，因此上海报纸对宁波的影

响就非常大。这使当时甬人订报，多选上海 《申报》，宁波本地报纸反而受到冷落。

直到１９１０年 《四明日报》的创办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四明日报》从创办到停刊，共持续了１７

年，成为宁波本地第一张有较大影响的民营商业性报纸。从辛亥革命前夕到 “五四”运动之前的１０年

间，宁波除 《四明日报》外，先后还出现不下２０种的报刊，如 《方闻报》、 《堇江潮》、 《明州繁华

报》、《兰江报》、《小甬报》等，但大都昙花一现，唯独 《四明日报》特立独行，“成为宁波舆论权威，

社会骄子”［１］。究其原因，主要是 《四明日报》的经营不单靠地方财团的支持和报纸发行的收入，而且

还千方百计地去拉广告，扩大报社的经济来源。从另一方面来看，民国初期宁波本土的工商业有了较

快的发展，近代城市文化开始涵育，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宁波的各行各业和民众都有发布相应的广告

和获取相关新闻信息的需求。这就使得宁波本土报纸具备了商业化运作的客观条件，并促使宁波自办

报刊开始走上发展之路。

（三）辛亥革命前后宁波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出现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同盟会甬籍会员在上海和宁波创办了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报刊，如

１９１０年汤寿潜、陈训正在上海创办 《天铎报》。在宁波，陈训正、范贤方等同盟会会员于１９１１年９月

创办了 《武风鼓歙》，它以 “阐明武德，激扬武风”为办刊宗旨，提倡练武救国，激发同仇敌忾之革命

意志，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此外，还有１９１１年６月天恨 （应彦开）创办的 《朔望报》。

辛亥革命后，宁波的同盟会会员卢浩、钱衍等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怒潮中，纠合同志，于

１９１５年创办了 《浙东公报》。该报鼓吹民权，笔伐奸佞，敢于揭露和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丑行与卖国阴

谋，唤起广大革命党人和进步民众积极投入反袁斗争的行列之中。

宁波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所创办的一系列政党报刊，以言论见长，其文章以鼓吹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宣传革命动态、唤起民众的爱国激情、宣扬民权和针砭时弊为主要内容，这

对于宁波辛亥光复运动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光复后宁波军政分府的各项工作的开展起着有力的服

务和支持作用，对于宁波开展反袁复辟、拥戴民国的斗争起着重要的舆论导向和宣传作用。在当时，

《武风鼓歙》等政党报，宁波各界人士、青年学生，莫不争相订购，先睹为快，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这

为即将到来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在宁波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政治

基础与文化基础。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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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１９１９—１９２７年宁波的新闻事业

（一）“五四”运动影响下的宁波新闻

１９１９年５月７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宁波，甬城的青年学生、店员工人们奋起响应，成立了

“宁波学生联合会”和 “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组织，他们揭露奸商，抵制日货。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

动中，宁波的新闻事业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首先，各种爱国报刊应运而生。“宁波学生联合会”创办了 《宁波学生联合会周刊》，效实中学学

生会自助会编印了 《效实中学生自助会周刊》。至 １９１９年下半年，仅半年时间，宁波就先后出现了

《救国》、《良心》、《民意》、《火花》、《天鸣》、《救国要览》等白话刊物。这些报刊宣传爱国排日，提

倡科学民主，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第二，《四明日报》一改平素 “水火盗贼报”的作风，在进步青年乌一蝶的主持下，一度成为甬城

排日运动的舆论阵地。

第三，宁波的青年知识分子建立了自己的舆论基地——— 《时事公报》。该报奉行救国团 “爱国抵

货”的宗旨，高举反帝爱国的大旗。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时事公报》还一度在副刊为宁

波的青年知识分子谢传茂、潘念之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开了绿灯。［２］（２４）

第四，宁波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创办自己的报刊。１９１９年１１月 《宁波工厂周刊》创刊，该刊从谋

求民族资本自身发展的目的出发，打出了 “振兴工业”的旗号，反映了当时宁波民族资产阶级对时局

的态度。

第五，开始出现了由各种进步团体组织所创办的文艺报刊。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宁波的青年学

生也闻风而起，他们纷纷组织起文学与进步团体，创办了各种报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其中主要

的有１９２３年４月由 “春风学社”编辑出版的 《春风周刊》；１９２３年７月由 “剡社”创办的 《新奉化》

年刊。这些刊物对于新文化运动在宁波的开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大革命时期宁波报刊活动的蓬勃发展

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 “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革命随之进入轰轰烈烈的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宁波的各种政党和群众报刊也相继创办，它们

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与持不同政见的报刊展开论战。

首先，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报刊在宁波开始发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宁波评论》

和 《火曜》等。

第二，宁波国民党报刊在中共党员的鼎力支持下也开始创办。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５日，国民党宁波市党

部早期机关刊物 《甬江潮》创刊，它由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常务委员蒋本菁 （共产党员）任主编。这标

志着国民党报刊在宁波正式发轫。该刊虽然仅出一期，但它喊出了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混战、

声援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正义呼声。１９２７年北伐军入浙，宁波国民党由地下状态转为公开。３月１日，

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 《宁波民国日报》创刊。这些国民党报刊均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宁波宣传战

线上的结晶。

第三，其他各色政治派别也创办了相应的舆论阵地，其中以李卿、陈东荪等为首的 “新国家主

义派”在宁波比较有影响。１９２５年，他们窃据 《四明日报》，作为宣传国家主义思想的舆论阵地。北

伐军入浙后，李卿把持下的 《四明日报》被宁波市国民党取缔停刊。

第四，大革命时期，主张新文化和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报刊、图书在宁波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各类

民众报刊也纷纷涌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步报刊在宁波各校的师生中广为传播，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种进步组织、社团所出版的刊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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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方阵地。当时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出现的各种进步学生刊物多达３０余种，这些刊

物对于宣传马列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提高青年学生觉悟起过积极的作用。

二是宁波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所办的文艺刊物、进步报刊也令人瞩目。中国文学研究会宁波分

会于１９２４年７月创办了同人刊物 《我们》，第一辑 《我们的七月》在宁波编定，由上海亚东书局出版。

这是宁波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此外，还有张超主编的 《月霞》，乌一蝶主编的 《苍蝇》，

宁波氛星社出版的 《春光》，余姚楼适夷、郭静唐创办的 《余姚青年》、《余姚评论》，奉化肖王庙 “桃

源社”创办的 《桃源》，王任叔主编的 《锦溪》，镇海李仲瑜主编的 《浃滨旬报》等，都是当时宣传新

思想、新文化，抨击时弊的进步报刊。

三是宁波的工人报刊、妇女报刊也崭露头角，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呼声。１９２５年５月１日，宁

波钧和印刷公司的印刷工人集资创办了 《劳星》月刊；１９２７年１月 ８日， 《宁波妇女》问世；４月７

日，宁波总工会创刊 《宁波工人》，第一期编发了 《工人应有之觉悟》、《帝国主义者的反攻计划》等。

但此时距离大革命的失败已为期不远。

（三）民营商业性报纸的此长彼消与缓慢发展

在 “五四”运动之后至大革命时期，除上述 《时事公报》之外，宁波还有许多新的民营商业性报

刊出现，但大多持续不久，呈此长彼消之势。譬如，１９１９年出版的 《明州报》与１９２０年创刊的 《宁波

小报》，都昙花一现，无足轻重；１９２２年问世的 《宁波新报》，因销数不大，不到一年即停刊；《宁波

商报》于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创刊后，曾自置印刷机，日出３大张，但也终因发行量少，于１９２６年４月停刊。

这一时期，宁属各县的商业性报刊也开始出现，但持续时间也同样不长，如 《慈溪周报》 （１９２５年１０

月至１９２６年５月）、《姚江周报》（１９２３年冬至１９２７年４月）等。

虽然各种民营商业报纸立足不稳，发展困难，但金臻庠创办的 《时事公报》却一枝独秀。１９２０年

６月 《时事公报》创办后，因地方新闻内容丰富，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有重要消息及时报道，因此受到了

广大读者欢迎，销数不断增长，并一度造成上海的报纸在宁波发行数骤减，“《申报》减百分之六七，

《新闻报》减百分之四五”［３］（６）。而老牌的 《四明日报》为了要和 《时事公报》竞争，也曾经有过一些

革新，但终究由于其 “编辑人员都是年老的保守派，所以形式上虽有些改革，而内容上并无出色的改

变，销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从１０００份以外减少到１０００份以内。”［３］（７）这一时期，宁波第一个新闻通讯

社———宁波新闻社也于１９２５年１月成立。

总之，从 “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宁波的新闻事业在轰轰烈烈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不断发展，

并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这主要表现在：（１）创办报刊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它由外国传教士、地方士

绅、资产阶级同盟会会员为主的办报主体，转为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各界人士所组成的各

种组织团体、政党为创办报刊的核心力量；（２）各种组织团体、政党所办的报刊已发展成为三种阵地：

一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化阵地；二是成为各政党组织宣扬其政治主张，

干预社会发展的舆论阵地；三是这一时期的进步报刊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舆论阵地，其中 《宁波评论》、

《火曜》等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刊物，成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先锋力量；（３）在宁波的新闻史上，国共

两党第一次携起手来在宣传国民革命的舆论阵地上结成了统一战线；（４） 《时事公报》开始替代 《四

明日报》成为宁波民营商业性报业的龙头，同时 “宁波新闻社”的成立也使近代宁波的报刊事业在本

地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体系。这些发展特点都足以说明宁波的新闻事业在１９１９年５月至１９２７年

４月进入了兴盛期。

三、１９２５—１９４９年的宁波新闻事业

（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宁波新闻事业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

１２



浙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１８卷

１宁波市、县两级国民党机关报的建立

从１９２７年４月到 １９３７年 ７月，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其宣传力量，加强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当时，

《余姚民国日报》和宁属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机关报，如 《奉化新闻》、《宁海民报》、《慈溪公报》等

在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５年相继创办。受国民党控制，大肆鼓吹反共主张的 《宁波大报》于１９３４年９月创办。

这表明国民党在宁波域内建立了由其严密控制的新闻传播网，占据了社会舆论的统治地位。

２宁波民营商业性报纸的新发展

首先，新的民营商业性报纸在宁波不断涌现。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宁波报人袁关福创办了 《商情日报》；

１９３２年３月金梦麟创办了 《宁波商报》；尤其是１９３５年的一年中，宁波就有 《明州报》、《宁波鸣报》、

《宁波新闻报》、《四明日报》、《商业周报》、《大报》等问世。这些商报均以报道国内外电讯、本土新

闻、商业行情和广告启事等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宁属各县的商业性报纸也层出不穷。在镇海有

《镇海报》、《新闻公报》、《镇海民报》等；在慈溪有 《慈溪民众》、《新慈溪报》、《慈溪市报》等；奉

化有 《奉化报》等；在宁海则有 《宁海周报》，象山有 《石浦公报》、《象南民报》、《石报》和 《象南

新闻》等。以上各种报纸存世的时间大多不长，它们或因经费支绌、经营不善而停刊，或因非议国民

党、出现 “赤化”而被查封。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宁波的民营商业性报纸比起前一时期有了发展。这

说明当时宁波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商业性报纸来传递商情市声，报道国内外形势和本地新

闻，这就给宁波民营商业性报刊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其二，以 《时事公报》为首的宁波商业性报纸为了与 《宁波民国日报》和国民党控制下的报刊进

行竞争，不断地在新闻报道和报业经营上下功夫，在舆论控制的夹缝中求得自身的发展空间。这一时

期，《时事公报》社长金臻庠坚持 “为民众作喉舌”的办报方针，能客观地反映普通民众的苦楚和愿

望。他重视新闻报道的快速、准确，重视对本报独有新闻的奖励，并在本市新闻中另辟 “商情”专栏，

及时报道市场行情、交易所买卖等情况。这使得 《时事公报》的发行量不断上扬。据记载，１９２７年，

《时事公报》“每日平均销数３２７１份”，到１９３５年，“每日平均销数４１３３份”［４］。１９３６年底 《时事公

报》还建立了电讯室，能抄收国民党中央的 Ｂ种新闻稿。这使 《时事公报》对国内外新闻的报道更加

及时，内容更加丰富，更受人欢迎，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明显增加，报社的人员增加，规模进一

步扩大。［５］

其三，名目繁多的各种专业报刊和休闲性小报纷纷涌现，这些专业报刊和休闲性小报是当时宁波

民营报刊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专业报刊来看，主要是文艺类专业刊物。如： 《绿野》文艺月刊

（１９３０）、《出路》文艺半月刊 （１９３１）、 《宁波文艺》月刊 （１９３４）、 《垦荒》新文学月刊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７年又有 《新篁》、《小战士》、《新生》等文化刊物相继出版。与此同时，宁波各种形形色色的休闲

性小报也层出不穷。如 《小阳秋》、《间闻》（１９２８）；《社会》、《宁波午报》（１９３０）；《星聚》、《宁波

时报》（１９３１）；《宁波闲话》、《珍报》、《紫光报》、《小花园》 （１９３２）；《大晚报》、《宁波大公报》

（１９３３）；《中南日报》、《可报》（１９３５）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期宁波专业报刊和休闲性小报的大量出

现是宁波近代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宁波市民文化不断繁荣的一个重要

标志。

此外，这一时期宁波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也趋活跃。主要有 《宁波三日刊》 （１９２７年９月由郑伯

埙、李远鉴创办）、《上海宁波日报》（１９３３年８月由张静庐、洪雁宾创办）等。这些报刊均以报道宁

波新闻、沟通旅沪同乡消息为宗旨。

３广播电台、新闻通讯社在宁波的出现与发展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初，上海兴起了一股兴办私营电台的潮流，由于宁波当时在政治、经

济、文化、亲缘等各个方面与上海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用收音机来收听上海的广播在宁波开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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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成为一种时尚。这使广播电台在宁波的建立具备了传播基础。１９３２年５月，宁波业余广播爱好者潘

也鲁安装了０５瓦发射机，在砖桥寓所试办无线广播。［２］（６６）同年，在宁波和义路口经营电器的 “上海电

料行”老板袁士川为了扩大电器生意影响，在商店楼上办起了一座试验性的 “黄金广播电台”。［６］１９３５

年，林肯堂等在冷静街又开办起一座 “四明广播电台”。由于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和其他方面的原因

的限制，这些电台存世时间短则数月，长则二三年。这些广播电台，以播放娱乐性文艺节目和商情为

主，四明广播电台也播放新闻性节目。

与此同时，宁波的新闻通讯社也有了新的发展。１９３５年４月，翁农如、李敬梁等开办了 “大通新

闻社”。同年８月，象山通讯社创立。这些通讯社存在的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它的出现，既是当时宁

波民营报刊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宁波报刊业发展的结果。

总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期广播电台、新闻通讯社在宁波的出现与发展是宁波新闻事业的一大进

步。报刊、广播电台、通讯社三位一体，构成了宁波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格局。

（二）抗战时期的宁波新闻事业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１宁波抗日救亡报刊的兴起与沦陷前的新闻媒体

１９３７年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与上海有着深厚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宁波就

深受影响，各界群众的爱国情绪顿时高涨，抗日后援工作蓬勃开展，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骤然兴起。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１年宁波沦陷前夕，宁波市区和各县先后出现的抗日救亡报刊

达４８种之多，并表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这是在宁波掀起的一场有组织的全民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主办这些报刊的主要是抗战兴起

后宁波各县、各界组织起的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与宁波在大革命时期的报刊活动相比，这次报刊活动

的受众面更广，它不仅面向社会各界，而且还对妇女、少年儿童进行了爱国主义和抗日救国的教育。

第二，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在宁波抗日救亡报刊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中共浙

东临时特别委员会成立后，非常重视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工作。因此，在宁波的抗日救亡报刊中，有些是国共两党合作开展抗日宣传的结晶，有的则是在中

共党组织或中共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创办的。譬如，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创办的 《野战》，是国共联合建立的抗

日游击武装 “飞鹰团”的团刊，其创办人是中共党员朱鉴。

第三，宁波的有些抗日救亡报刊不仅在当地发行，而且还寄往延安等地，故其鼓动抗日宣传的影响

力已超出了宁波本土。如１９３８年５月，由奉化进步青年胡华等创办的 《战时大众》不仅为当地群众所

喜爱，而且还得到毛泽东来自延安的亲笔表扬信。

第四，尽管当时国共两党已实行第二次合作，但在抗日救亡的宣传中，国民党反动派仍害怕 “赤

化”，对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宣传，或由中共党员创办的抗日报刊进行了限制或取缔。如 １９３８年 ３月，

“飞鹰团”被国民党当局俞济民强令解散， 《野战》在出刊 ２期后也为国民党所接收，改名 《迅雷》；

《战时大众》也遭国民党奉化当局的干涉而停刊。

与宁波沦陷前抗日救亡报刊轰轰烈烈的创办相呼应，宁波的新闻媒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宁波民国日报》等国民党政党报刊以民族大局为重，暂时收敛起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

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捍卫民族主权的宣传之中。

其二，利用广播这种新媒体进行抗日宣传。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宁波地方政府为了顺应全国人民抗

日救国的潮流，于１９３８年在四明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办起了鄞县县府广播电台。电台在当时为唤起宁波

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促进抗日斗争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以 《时事公报》为首的宁波民营报纸也大力鼓吹救亡图存，积极宣传抗日，及时报道抗战

形势和前线将士的抗日事迹。为大力宣传抗日救国，金臻庠还将副刊 《珊瑚网》改名为 《挺进》。《宁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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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商报》也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起，开办短波电讯，报道抗战消息，并增辟 “抗战”、 “抗战民众”栏目，

加强抗日宣传。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宁波的新闻媒体和各种抗日救亡报刊在宣传抗战，服务抗战工作，报

道抗日战讯，慰劳和激励前线将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２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１９４２年夏，中共浙东区党委建立了接收延安新华社电讯的新闻电台，将接收的新闻电讯选编成

《电讯稿》，这标志着浙东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在战火中诞生。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浙东抗日根据地

新闻出版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艰难创业阶段 （１９４２年７月至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二是

反顽坚持阶段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４年３月）；三是走向胜利阶段 （１９４４年３月至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期

间，浙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 《时事简讯》 （１９４２年 ７月出版）、 《浙东报》 （１９４３年 ６月试刊）、

《战斗报》（１９４３年８月创办）、《新浙东报》（１９４４年４月创刊）等。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是抗战时期宁波新闻史上最光辉的部分。尽管当时根据地的环境

十分恶劣，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其所办的抗日救亡报刊始终坚持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贯彻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方针；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进行了

坚决的斗争；为坚持敌后抗战，获取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３宁波沦陷后的国民党新闻事业

宁波沦陷后，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坚持与日寇展开游击战，而且在艰难的条件下，宁波国民党政府

机关在宁海、天台一带坚持敌后抗日宣传工作，尤其是作为国民党鄞县县党部的机关报——— 《宁波日

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成为宁波抗日救亡新闻宣传工作的中坚力量。它不仅及时报道了

宁波本土的战讯、时事，而且也非常关注国内、国际的形势，经常发表对时局的评论。

除了报刊，宁波敌后的新闻工作者还创办有各种通讯社。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新潮通讯社”，在抗

战期间，它与浙西 “民族社”、浙南 “建国社”鼎足为三，深受当时报界的信任。

（三）解放战争时期宁波的 “两极”新闻事业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

１动荡时局和高压管制下的宁波国统区新闻传播业

抗战胜利后，宁波的新闻传播业在总体上有所恢复。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９年全市包括

各县共有报刊５０余种，先后出现１６家通讯社”［２］（４２），３家广播电台。但由于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萧条，

加上国民党政府对新闻传播实行高压的管制政策，宁波新闻传播业呈下滑之势，并在１９４８年以后迅速

走向凋敝。这种每况愈下的新闻传播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民党宁波政府机关报 《宁波日报》由盛而衰，由衰而败。抗战胜利后， 《宁波日报》于

１９４６年春，改由国民党鄞县县党部主办而进行改组。但由于主力人员流失，经营不善，时局动荡，经

济困难，报社一度出现亏空负债、人心涣散的局面。１９４７年秋 《宁波日报》濒临倒闭，由沈友梅任社

长对 《宁波日报》报业实行改革，一度起死回生。但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崩溃离析，《宁波日

报》终于在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３日宁波解放前夕撤往定海，定海解放又迁往台湾。

二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新闻管制、动荡的时局和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宁波的民营报业举步维艰，恢复

艰难，有的被迫停刊，有的惨遭查封。１９４５年９月，《时事公报》以 《宁波时事公报》之名复刊，重

新成为宁波报业的领头羊。但国民党当局却处心积虑，伺机对之实行政治打压。１９４８年１０月 ２４日，

浙江省保安处长竺鸣涛抓住 《宁波时事公报》报道失实的把柄，以 “造谣惑众”的罪名，责令其停刊。

同样，因报纸言论 “失检”而停刊封闭的还有 《宁波商报》和 《宁波晨报》等。此外，后因经费困难

而停刊的有 《宁波晚报》等。至宁波解放前夕，宁波的民营报刊已所剩无几。

２浙东游击根据地的新闻传播业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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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期间，浙东游击根据地，于１９４７春至１９４９年２月，先后办起了 《新华电讯》、《四明

简讯》、《浙东简讯》、《战斗报》等报刊。在解放战争时期，坚持斗争在浙东游击根据地的中共浙东临

委在紧张、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始终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不断加强对党报工作的领导，重视新闻舆

论在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创办 《浙东简讯》的过程中，中共浙东临委宣

传部号召各级党委加强对党报的学习和研究，并联系自己的实际工作。同时，还特别指示：要 “发展

与培养大量的人民新闻工作干部”，“责成各级党委给记者以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的领导、

帮助和照顾”［７］。浙东游击根据地党的新闻队伍建设的加强，为宁波解放后建立人民的新闻事业奠定了

坚实的干部基础。

３宁波国统区的 “反蒋”新闻斗争

１９４６年６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战斗在宁波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在白色恐怖的环境

下，在新闻战线上开展了各种 “反蒋”的新闻斗争。他们在宁波国统区开辟浙东根据地中共党报的地

下传播渠道；利用合法的新闻媒体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和新闻斗争。如１９４７年秋中共宁波地下党组织指

示地下党员葛堂槐利用担任 “正风通讯社”宁波分社社长，后担任通讯社副社长的契机，组织起一支

新闻报道队伍，深入敌人要害部门进行采访，开展党的地下情报活动；同时，还积极争取宁波新闻界

的开明、进步人士，开展有策略的 “反蒋”斗争。《宁波时事公报》复刊后，中共宁波地下党指派专人

做金臻庠的思想工作，使之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间接指示和教育，在办报上走出自己的路，不与国民党

同流合污。此外，中共地下党还组织、领导学生创办进步学生刊物，如 《燧火》、《曙光》等。这些刊

物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了进步的思想和文化，使青年学生看到光明与希望。

解放前夕，宁波新闻界的开明、进步人士也与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和新闻管制展开斗智斗勇的抗

争。当时，《宁波日报》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报务员反对内战，经常将收自 “新华社”的电讯戴上 “中

央社”的消息头，曲折地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宁波的民营广播电台也同情中共，拒绝与反动

军队合作。１９４９年２月 《宁波晨报》创办后，连续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神速发展的形势，揭露了国民党

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各种现状，并以犀利的言论，抨击反动当局，最终被国民党宁波城防

指挥部武力查封。

解放战争时期宁波的 “两极”新闻事业及其斗争，最终以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０日宁波的解放，宣告国民

党新闻事业在宁波的彻底失败。６月１日，《宁波新华电讯》的出版，标志着宁波从此开始了人民的新

闻事业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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