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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 1927—1937 年的浙江新闻事业 

何扬鸣            冯章国 

【摘 要】1927—1937 年是中国大陆新闻事业发展较快的时期。然而，有关这个时期的个案研究却不多见。文章

对那个时期浙江的新闻事业进行分析，认为那个时期浙江新闻事业发展水平在全国是处于先进地位的; 同时还对浙

江新闻事业的环境作了分析，认为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不是偶然的，是与浙江比较特殊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

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而这样的环境是大部分省份所不完全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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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27—1937 年中国大陆的新闻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不少论著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但是，选择某一个地区作

具体分析的论著似乎不多。浙江历来是新闻事业的先进省份，尤其是此时，随着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在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

蓬勃发展的新闻事业中，浙江十分引人注目。
①
然而在论述该段历史的论著中，浙江总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这是十分不应该

的。本文选取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和原因作个案分析，希望能对这个时期的相关研究作一些补充和说明，试图加深人们对

这个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认识，加深学术界对这个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不论是杭州、宁波这些城市还是诸多县区，都创办了由政府提供经费的报刊，因此，这个时期浙江

省的政府报刊是比较发达的，如《浙江省政府公报》《杭州民国日报》和后来的《东南日报》《杭州市报》《之江日报》《宁波民

国日报》《宁波市政周报》《绍兴民国日报》和《浙瓯日报》等，此外，浙江绝大部分的县都有政府报纸。 

这些报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许多还有不小的来头。杭州《国民新闻》创刊于 1927 年 3 月，办报人基本上是一些军人，

报纸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蒋介石亲自通知浙江财政厅拨给其办报经费，后来该报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提供经费，月补助费 

1200 元。
②
《湖报》是湖州的第一张政府报纸，创刊于 1929 年 5 月 18 日，是湖州地区影响较大的报纸。《湖报》设有董事

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为董事长，报社的印刷设备和收音机都是他出资购买捐赠的。① 至于报刊请名人要人题写名字则更

多了，如《湖报》的报名由于右任题写; 1932 年创刊的《奉化新闻》的报头，为蒋介石所题; 1935 年 5 月 27 日绍兴第一张

晚报《绍兴晚报》的报名为陈立夫所题。 

1934 年 6 月 16 日，《杭州民国日报》易名为《东南日报》。与此同时，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也宣告成立，这在中国新

闻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1932 年，萧同兹接手中央通讯社时，曾提出新闻事业要“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经营企业化”

三大方针。
③
《东南日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有减轻政府色彩形象而增加民办色彩的本意，以扩大销售市场，也符合萧同兹所

提出的方针，不失为一种尝试和创举，开了政府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先河。 

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人们纷纷投资入股，其中有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张治

中等。
④
更令人关注的是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有张道藩、陈布雷、陈果夫、叶楚伧、陈立夫，董事长

陈果夫，监事王廷扬、萧铮、郑文礼、洪陆东、潘公展。董事和监事大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浙江省党部委员。除了《中央日

                                                           
① 沙金编著: 《湖州报纸史略》，浙出书临( 92) 第 128 号，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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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之外，很少有哪一家媒体会有如此强大的政治后台。 

各种条件为《东南日报》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和机会。1936 年，在杭州众安桥矗立起一座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大楼，杭

城为之轰动，这就是东南日报社的大楼。这座大楼不仅在杭州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当时全国报社中，不仅为《申报》《新闻报》

《大公报》的报厦所不及，就连南京《中央日报》的新厦也为之逊色，是当时全国同业之首。这座大楼的造价是高昂的，其中

一部分由国民党中央党务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提请中央财务委员会补助，蒋介石也曾允诺拨助一部分。 

这个时期的报刊，并不局限于政治性的，各行各业都有，如教育方面，有《学校生活》《浙江小学教育》《浙大学生》《小学

生》《中国儿童时报》《鄞县教育周刊》等。1930 年 6 月 1 日，全国第一张儿童报——《儿童时报》在绍兴创刊，1931 年 9 月

该刊迁往杭州，更名为《中国儿童时报》。该报发行量最高达 2. 5 万份，遍及江浙沪地区，还有不少旅居日本、朝鲜、泰国及

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儿童也直接汇款订阅。1932 年，日本东京的一家刊物整版介绍了《中国儿童时报》的情况。1935 年，部分

留日的中国学生组建了《中国儿童时报》东京分社。
⑤
《中国儿童时报》在国内外的声誉不断提高。 

那么，这时期的浙江有多少报刊呢? 1934 年，冷禅统计那时浙江全省日报 92 家，间日刊、三日刊或周刊 20 种。① 1937 

年 5 月，邵力子对浙江 1934—1937 年的报纸作过统计，分别为 89 家、98 家、111 家、105 家。
⑥
这两则数字是不准确的，

因为在 1927—1937 年，仅杭州就有过七十多种综合性新闻报纸。
⑤
但是即使按照这些统计数字，浙江当时报纸数量在全国各省

市的排名中，也是一直名列第二，仅次于江苏。1927—1937 年，浙江还出版过许多杂志，前后至少在 170 种以上，②在全国

也是名列前茅。这些杂志范围很广，各个门类都有，遍布各个机关、部门、学校、团体等。 

需要指出的是，那么多报刊不都集中在几个城市里，各县甚至有不少镇，都出现过数量不等的报刊。浙江边远地区各县新

闻事业落后状态有了彻底的改变，虽然它们与发达的城市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 

报刊的遍地开花，促进了通讯社的较大发展。1927 年到 1937 年，政府或民间先后经营过浙江民国通讯社、国民通讯社嘉

兴分社、文艺通讯社、工商通讯社、商业通讯社、浙江工商新闻通讯社、工商新闻社、浙江商务通讯社、商联通讯社等十多家

规模比较大的通讯社。至于那些规模较小、影响不大、历时不长的通讯社则不计其数，遍及全省各地。据 1934 年的一个统计，

那时浙江共有通讯社 106 家，江苏共有通讯社 20 余家，这些数字也只能供参考而已，是不准确的，比如杭州就先后有过 123 家

通讯社，
⑤
新闻事业相对比较落后的温州也先后出现过 12 家通讯社。

⑦
众多的通讯社中，肯定是良莠不齐的，但是不可否认，

它们为报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行业消息和社会新闻，是各个报刊地方消息的主要来源。 

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还体现在外地报刊，尤其是上海报刊在浙江的大量发行。20 世纪 30 年代，杭州除了有外地新闻通讯

社所设的分社外，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天津的《益世报》，南京的《京报》，都在杭州设分馆、办事

处、记者站。《申报》和《新闻报》还联合起来在杭州单独出《申报新闻报杭州附刊》，日出对开 4 版，随报附送。外地报刊，

尤其是上海报刊在浙江的发行，加剧了浙江报刊的竞争，浙江报刊中一些竞争能力差的只好停刊。当然，外地报刊在浙江的发

行，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迫使浙江的报刊在质量上下功夫。那时，浙江报刊质量的较快提高，与此是有关系的。 

二 

1927—1937 年期间，内外战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停顿过，不过在浙江，原先战乱局面基本告别了。这 10 年中，工商业、

运输业等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近代化的进程加快。浙江，尤其是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温州、湖州等地，商业历来比较发

达。如宁波，药行业在 1927 年已经列全国药材业交易市场的首位;商店 1931 年有 5599 家，资金额 1400 多万元; 宁波的金

融业，尤其是钱庄业不仅列浙江省榜首，而且较之京津沪汉也毫不逊色。
⑧
湖州的经济也相对稳定，1930 年后，以蚕丝、织绸

                                                           
①冷禅: 《浙江的新闻事业》; 马元放: 《江苏的新闻事业》。刊《申时电讯社创立十年纪念特刊》，上海申时电讯社，1934 年。

②浙江出版史编委会编: 《浙江出版史料》，1994 年第 15 辑，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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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主的商品经济发展较快。“浙江财阀”甚至还左右着上海经济。 

工商业的相对发展和相对繁荣，为浙江新闻事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30 年代，浙江新闻界与商品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

主要依靠广告收入的报刊越来越多，为公司商号推广业务、推销产品的营业性广告在报刊上也越来越活跃了。1928 年夏，由杭

州各报广告部人员发起组成的杭州市日报广告联合营业社成立。该社主要承包杭州市日报广告业务，也承包各行号及其他一切

广告业务。1937 年 6 月，《浙江商报》还出版了经过一年多筹备的纯营业性广告册《浙江商报二十六年度杭州市公司行号年刊》。

30 年代，温州新办的报纸很多，都刊登了大篇幅的广告，且多占第一版，如《温州新报》《瓯海民报》《大公报》等，一、四版

全部刊登广告，二、三版还占有一定位置，有时还有标题显著、图画醒目的广告穿插于新闻版面之中，广告几占整张报纸篇幅

的一半以上。广告种类绝大多数为工商营业性广告，如商店开业、产品推销、影剧节目、医药卫生广告等。
⑦
 

这时期的新闻，经济消息、市场行情报道的比重不断增加，所以那时浙江的商业报纸杂志很多，如《绸商旬报》《民国周报》

《硖石商报》《衢民日报》《平湖商报》《新商日报》《浙江商业日报》《工商导报》《台州商报》《浙江商务》《浙江工商》《萧山县

商报》，等等。《宁波商报》内容以商业新闻和商业广告为主，设有“商情市声”、“经济新闻”等栏目，先后开辟了“杂货店”、

“十字街口”等副刊; 商业新闻将宁波渔业、药业、棉布业、金融业、粮食业等南北货业行情放在首位; 新闻短、新、快、生

动活泼，如《堪称黄道吉日，大队乌贼开到，更有黄中助威》等。该报还重视宁波外贸消息和国际经济动态。《鄞县商业日报》

也以商业新闻和广告为主，重视宁波外贸消息，《商品统计》栏目专门介绍食品等商品近期出口贸易数量，《宁波行市表》栏目

专门反映市场行情，该报还经常发表通俗商业知识文章，如《如何训练店员》《店员须知》《商品介绍》《广告的价值》《我国浴

室的副作用》等。 

工商业对新闻事业的影响，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休闲小报在城市里逐渐流行起来，如《杭州小报》《杭州午报》《杭州晚报》

《宁波午报》《宁波闲话》《宁波小报》《宁波小日报》《平湖小报》《绍兴午报》《温州小报》《温州晨报》《瓯江小报》《温州快报》

《温州游艺报》等，数量不少，这表明市民生活的改善和城市生活的休闲。 

1927—1937 年，浙江的交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浙赣铁路的建筑，形成了以省会杭州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络，除少数县份

外，全省均可通汽车，而且浙江与周边省市的公路交通网也基本形成。钱江大桥通车，杭州与东南诸省联系更紧密了。虽然交

通对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在浙江仍意义特殊。以杭州为例，杭州的报刊要冲出杭州和浙江，与上海的报纸角逐

浙江西部、东南部及东南诸省，除了要提高自身的质量外，良好的交通至关重要。《东南日报》等就是靠铁路、公路、水路交通

的改善，比上海报纸提前一二天到达发行地而打开销路，并逐步占领市场的。1937 年 6 月，当《东南日报》展望今后的发展

前景时，再次寄希望于“获日在进展中的铁路公路之营养”。
⑨
 

浙江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明显例子是，浙江广播电台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据 1937 年 5 月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广播电

台 78 座，其中民办广播电台约 55 座。这些广播电台主要分布在江浙沪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其中江苏省( 含南京和上海) 43 

座，河北省( 含北平和天津) 7 座，
⑩
浙江至少有 11 座广播电台，①地区分布于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等。考虑到排

名第一的江苏是包括了南京和上海，浙江广播电台的数量是可观的。 

1928 年 10 月 10 日，浙江省无线电话广播电台 ( 次年 11 月改名为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 ) 开播。这座由省政府创办的

中波广播电台，水平相当先进，是南京政府期间地方政府所办广播电台中最早的一家，距在南京开播的第一座全国性广播电台

中央广播电台仅仅 2个月。“省台”刚开播时功率为 500 瓦，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功率不断增加，到 1932 年为 1000 瓦，到 1935 

年达到 2000 瓦，以适应浙西山区各县的收听需要。播音时间也在不断增加，从最初的每天共两个小时，到 1935 年每天共 6

                                                           
① 吴保丰在其《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中称浙江当时有广播电台 8 座，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一书在其第 44 

页中也采用这一数字。因此有关全国广播电台的数字和浙江广播电台的数字都是不确切的。1931 年，绍兴第一座无线电台陶乐

广播电台开播，但是未得到南京政府的批准( 邵梦龙主编: 《绍兴新闻事业九十年》，海天出版社，1994 年，第 141 页) ，故

本文未将其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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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半小时。
○11
另外，嘉兴县政府也办了一座广播电台，是浙江唯一一座县级政府广播电台。当时中国还有一座县级政府办的广播

电台，为江苏武进县政府所办。
○12
 

除 2 座政府办的外，其余的广播电台都是民办的。杭州亚洲无线电公司的“亚洲广播电台”、杭州电器公司的“杭州电器

公司广播电台”、杭州敬亭无线电商店的“敬亭广播电台”、潘锡璋等 5 人合资创办的“宏声广播电台”，完全是工商业发展的

结果，它们功率不大，但是每天的播音时间却十分长，分别是 8 小时、5 小时、15 小时、11 小时。其中，敬亭广播电台是用

上海话播音，宏声广播电台是用杭州话和上海话两种方言播音。若要叙述杭州暨浙江方言节目的历史，其源头恐怕应该从这时

期开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杭州的商业活动和城市生活的活跃。随着上海民营电台的发展，宁波收听上海广播电台的人

数不断增多，有人开始创建宁波的广播电台。宁波先后有广播试验台、黄金广播电台、四明广播电台。 

20 世纪 20—30 年代，报刊的发行主要是依靠邮递，交通的好坏至关重要。 浙江许多县镇，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交通往

往不便，从杭州邮递的报刊需要半个月后才能到达读者或订户手中。广播电台的出现，极大地弥补了报刊发行过程中过分依赖

于交通的缺陷，重大政令和重大消息可以及时地传送到全省各地。如抗战爆发后，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与《东南日报》约定好，

每天下午 4 时广播该报编发的号外，如有重要消息，电台则随时播送，以最快的速度将战时消息告诉全省人民。
○13
西安事变期

间，省电台也是如此快速播发消息的。 

三 

考察新闻事业发展的因素，不外是政治环境、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程度、与造纸印刷交通有关的科技水平，等等。笔者认为，

这种做法是必需的但仍不够。以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根据常规，一家报纸要实行企业化经营，一要资本雄厚、能吸引

住人才、所在地商业和交通较发达，二要有一定宽松度的、包括众多有一定文化的市民在内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14］所以

新闻事业要发展，人的因素不能忽略。 

1927—1937 年，浙江发展新闻事业的环境虽然还有种种缺陷，不和谐的声音从未中断过，有的做法还未必合理合法。然而，

与过去相比，却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为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新闻界积极参与并宣传抗日救国，并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开放言论，保障人权”。迫于社会舆

论的压力，1933 年 8 月和 9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向各级党部、军政机关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和《切实保障新

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4 年 8 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定 9 月 1 日为记者节，得到浙江各地新闻界

的响应，也得到全国各地新闻界的响应，后又获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这是浙江新闻工作者为民国时期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

贡献。 

1935 年 9 月 1 日是第一个记者节，杭州记者公会于 9 月 1 日至 7 日举办了全国报纸展览，展品来自北京、上海、天

津等 25个省市的主要报刊( 浙江各地有 25 种报纸参展) ，共有 1455 种早期、近期报刊参展，种类有日报、晚报、期刊、画

报、影剧报、文艺小报、号外、特刊、报刊合订本、新闻学书籍、全国各报社和各地新闻记者公会送来的图表。各地新闻工作

者、新闻学家、新闻爱好者与广大市民踊跃参观，许多人对展品摄影，作详细记录。① 1931 年 8 月 8 日—10 日，戈公振曾

在杭州举办过中国第一次中外报纸展览会，但是此次报纸展览会是一次全国性的报展，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国报纸展

览会是对中国报业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一次很有成效的公关工作或者宣传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繁荣。展览会结

束后，全部展品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借去，参加该系同年 10 月举办的世界报纸展览会的展出，再次引起轰动。 

                                                           
① ②钟韵玉: 《记杭州两次报纸展览会》，《杭州文史资料》( 第 2 辑) ，第 9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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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代浙江人才之盛，主要是指历代的科名仕宦，那么此时浙江人才中有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实用人才，其中不乏

创办和经营各种媒体的人才。事实上，浙江从来不缺媒体方面的人才，只不过他们都在京沪等地创业打天下。1927—1937 年，

浙江各方面的环境大有改善，他们愿意留在浙江发挥自己的才能，许多人甚至还来到浙江展现自己的才华，浙江新闻从业人员

不断壮大，据 1934 年的一个统计，浙江新闻工作者有 3000 余人，江苏为 1700 余人。胡健中是浙江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典型，

他祖籍安徽，上世纪 20年代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浙江从事新闻工作，1928 年任《杭州民国日报》总编辑，1932 年任社长，将

《杭州民国日报》和日后的《东南日报》打造成“国内第一流的大报”，
○14
发行量居全国前三四位，能与《申报》《新闻报》相杭

衡。江苏省的报纸数量虽然超过浙江，却没有像《东南日报》这样的拳头产品。胡健中本人也被与《大公报》的胡政之相提并

论: “北胡南胡，报坛双雄”。 

为了提高浙江新闻工作人员的素质，1931 年 8 月初，时为《时报》《申报》总编辑的戈公振受邀在杭州西湖罗苑举办了一

期“杭州报学讲习所”，为浙江培训新闻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工作的人员还有浙江新闻界的知名人士项士元、王苏香、钟韵玉等。

② 

浙江还有一可圈可点之事，即近代以来，浙江人士多认为报馆与议院、学校一样都是兴国之大纲，所以设立报馆应与建学

校、设议院同时举行。这个思想在 1927—1937 年更受人重视了。“新闻事业是民众和社会底喉舌，大则足以转移时局，小则足

以振聋发聩”，这是 1929 年 7 月 1 日《镇海报》的发刊词，很能说明浙江新闻界的使命感。因此，浙江新闻工作者一方面努

力创办和经营好新闻媒体，另一方面还努力做好受众的工作，让受众了解新闻事业的意义。 

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政府当局在各县建立收音点，如绍兴的上虞、新昌、诸暨、绍兴等县政府先后配置收音机，并

有收音员负责收听记录，重要消息则缮写张贴广为传播。“省台”还在筹建的时候，各县就开始筹款装设收音机，选派收音员到

省集训后回县专职收听广播。“省台”也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中山纪念台( 现六公园附近) 设立“公共传话机”，即有线广播站，

有 200 瓦扩音机 1 台，50 瓦高音喇叭 3 只，用于转播新闻、学术讲演和播放音乐。
○12
收音机是稀罕物，据 1930 年年底调查，

杭州市区仅有各类收音机 357 台，因此杭州市区鼓励机关、团体、企业购置收音机。到 1936 年，收音机的数量大大增加，如

宁波城内的收音机已经超过了 1000 台。① 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一批无线电修理行业和供应无线电材料的商店也应运而生，

如宁波城内这时期就有 8 家这类的专门商店。 

总之，1927—1937 年，浙江新闻事业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是当时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典型。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不是偶然

的，是由各种因素促成，忽视任何一种因素都是不应该的。可惜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的登陆，浙江的大片

土地被日军占领，浙江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被打断了。在沦陷区，新闻事业更是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浙江新闻事业

的中心杭州，只有极少数新闻单位有能力随着政府机关撤退，绝大多数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均在杭州沦陷前停刊停播。这既是浙

江新闻事业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极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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