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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浙西导报》研究 

方吉萍
1
 

(嘉兴学院图书馆，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浙西导报》是浙西沦陷区共产党控制与领导下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在嘉兴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创刊与《啸报》时期、改名与被国民党接管时期、迁社与合并时期、与国民党争夺主导权

和停刊 5 个阶段。主要创办者有吴曼华、陆欣夫、李国庆、姚逸凡、陈才庸、骆静婉、张纪斐、余天民、刘方公、

倪和民等，他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竭诚报国。《浙西导报》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大力报道前

线战况，为人民疾苦和各项救亡运动呐喊。它的存在与发展，使沦陷区民众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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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导报》被誉为浙西沦陷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为浙西沦陷区百姓的精神支撑之一。本文通过文献研究、

田野考察、归纳总结等方法，梳理了《浙西导报》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考证了创办群体，分析了内容与特色，并探究了其在

浙西沦陷时期的影响与作用。 

一、《浙西导报》及其发展历程 

《浙西导报》从 1938 年 9 月创刊到 1940 年 11 月被国民党查封，在其存在的两年零两个月里，大致经历了创刊与《啸报》

时期、改名与被国民党接管时期、迁社与合并时期、与国民党争夺主导权和停刊 5 个阶段。 

(一） 创刊与《啸报》时期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杭嘉湖地区大片国土沦陷。海宁县硖石镇吴曼华和陈才庸、张纪斐等爱国青年流亡至浙东，本打

算筹措路费去延安，却因中共地下党组织一句“浙江也需要人”的话，毅然决定回到家乡海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回到海宁硖

石镇后，吴曼华得知海宁印刷所的老板已逃亡，所里留有一台印刷机和半副铅字，便立即找人将其藏在稻草和破烂儿之中运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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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桐乡交界、交通闭塞的海宁路仲一带农村。因为那一地带属两县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既无国民党正规军，又无日寇据点，

具有办报的良好环境。 

1938年 9 月 18 日，《浙西导报》的前身《啸报》正式创刊，刊名意表“再也忍耐不下去，要起来吼叫了”[1]。吴曼华任副

社长兼总编辑，参加办报的除吴曼华外，还有陆欣夫、李国庆、姚逸凡、钱慧珠、史大雄和从硖石请来的两位印刷工人。《啸

报》为日报，每天出版 8 开 2 版或 4 开 4 版，铅印。办报方针是按“救国会”口径，重点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坚

定浙西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出版后很快在崇德、桐乡、海宁、嘉兴等地发行，最初日销两三百份，后增至 500 份，最多时达

到 800多份。“由于《啸报》报道及时客观，满足了群众对抗战消息的渴求，很快在群众中树立了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二） 改名与被国民党接管时期 

1938 年冬，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国民党绍兴专员公署的政工队来海宁、桐乡、崇德一带，发现《啸报》在浙西地

区很有影响力，为充实南渡之“功”，仗势强行接管报纸。经吴曼华交涉，双方达成协议，在宣传团结抗日宗旨不变、报社原

有工作人员不变的条件下，《啸报》由专署接办，改名为《浙西导报》，报名由当时的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所题写。胡云

翼兼任社长，吴曼华继续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姚逸凡、陆欣夫任编辑，钱慧珠负责财务与发行（此时，史大雄已参加新四军）。 

(三） 迁社与合并时期 

《浙西导报》社的影响越来越大，“民众的信仰，尤其是青年们狂热的爱护，这不得不使敌伪眼红起来。扰乱和扑灭的动

作，也加紧了”。[3]43路仲一带不再安全。1939年夏，《浙西导报》社迁移到崇德县洲泉镇郊蒋家浜。蒋家浜位于崇德和德清交

界处，一方面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暂无日寇据点；另一方面，此地创办有《无线电新闻》等抗日报刊，群众的抗日氛围特别

浓厚。《无线电新闻》创刊于 1937 年 12 月，系洲泉进步青年金文楚、吴立之、俞尚义、朱宝龙等自发创办的油印小报，专门

刊登从各电台广播记录下来的抗日新闻，次年 4 月改名为《后盾报》，不仅扩大版面、增加内容，还刊载了战事评论及抗日战

争诗文。该报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日销量也由初创时的 100余份增至 300余份。 

《浙西导报》社迁到蒋家浜后，胡云翼和吴曼华找到金文楚等人磋商，希望《后盾报》与《浙西导报》合并出版，金文楚

同意了他们的建议。1939 年 6 月，《后盾报》并人《浙西导报》后在洲泉正式出刊，“后盾”成为《浙西导报》最具特色的专

栏。虽说《后盾报》并入《浙西导报》，但《后盾报》没有一人参加《浙西导报》工作。金文楚也不是《浙西导报》的正式编

制人员，只是帮忙做些协助工作。自从有了《后盾报》的“后盾”，《浙西导报》越办越有特色，深受浙西民众欢迎，发行量

逐渐扩大至千份。 

(四） 与国民党争夺主导权时期 

1939 年初冬，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调他的亲信胡云翼担任浙西行署秘书长，仍兼任《浙西导报》社社长，《浙西导

报》即随之划归浙西行署管辖，并经中华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类报纸。由此，披上了“官办”的外衣，设施得以改善，发行

范围扩大了，但抗日的宗旨始终没有变。 

随着《浙西导报》影响的日益扩大，其鲜明的舆论导向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尤其是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

更是紧盯着导报不放，不断派来亲信，妄想控制报社，改变报纸的性质和宣传方向。起初派罗越崖任副总编辑，有一次罗越崖

趁吴曼华外出之机，擅自刊登张君励的一篇反共文章，诬蔑共产党“游而不击”，遭到吴曼华等人的坚决反击，迫使他表面认

了错。后报社人员抓住罗越崖还在报上为汪精卫叛国行径辩护的事实，群起而攻之，迫使胡云翼调走罗越崖。1940年 3月，《浙

西导报》党组织刚刚建立，浙西行署又派来了一个叫胡企曾的人，他想在报社工作人员中发展三青团员，但阴谋未能得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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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拨唆使一名编辑离开报社。导报特支与他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样迫使他在报社站不住脚。 

1940 年夏，国民党驻浙西的二十八军军长陶广想用武力来控制《浙西导报》社，在敌后宣传会议上，突然提出要报社随军

行动。吴曼华巧妙地利用浙西行署和二十八军的矛盾，向陶广提出了三个问题：印刷机、铅字笨重，如何随军行动？打乱了报

社发行网，怎么办？报社属行署领导，还是军队领导？陶广想想这些问题确实无法解决，只得作罢。为了控制这张报纸，浙西

行署主任贺扬灵派张国祯来当社长，坐镇报 tt。几天后，日寇“扫荡”，怕死的张国祯竟一人躲进了敌人据点，直到扫荡过后

好几天才回到报社。导报特支抓住张国桢这一事实，派吴曼华代表报社找贺扬灵交涉，要求撤换张国祯的社长职务。贺扬灵无

法否认，只得同意将张国祯调走，但又不死心，电令崇德县县长钱万镒兼任社长。钱万镒要求吴曼华办理移交，吴曼华说：“这

张报纸，浙西行署有没有出过一分钱，有账可查。机器、铅字都是凭私人关系从商人那里弄来的要归还；报社几年来前吃后空，

欠了商人一笔债，也得还清；再说报社人员的去留如何？他们不干了，你如何出报？要移交，只有‘浙西导报’这四个字”。

钱万镒哑口无言，只能打消了接管报社的念头。 

就这样，报社同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控制报社的阴谋，胜利地保卫了《浙西导报》。 

(五） 停刊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影响下，1940 年 8 月起，浙西形势日趋恶化。省政工二队被迫解散，政工队队长、中共嘉

崇桐工委书记姚旦被通缉。10 月，编辑高流在副刊上写了一篇小品文《县长太太》，讽刺崇德县县长钱万镒一家在敌扫荡时狼

狈逃命的丑态。同月，又发表了《反对反共》的社论。钱万镒惊怒之下，扣押了高流。吴曼华与之据理力争，钱万镒怕事态扩

大于己不利，不得不把高流放了出来。但钱万镒仍不肯罢休，多次向浙西行署密告导报是“共产党的报纸”。此后，《浙西导

报》处境更加困难，办报经费也无着落。 

为了报纸生存，吴曼华去天目山找贺扬灵交涉，但贺扬灵此时已认定《浙西导报》是中共在浙西敌后游击区的一个据点，

必须拔除。1940年 11 月 1日，贺扬灵诬指《浙西导报》抢先发布金华沦陷消息，电令国民党崇德县政府封闭了报社。至此，《浙

西导报》被迫停刊。 

报社停刊后，吴曼华被派到《民族日报》社当编辑，后经组织安排撤退到了苏南解放区。张纪斐被分配到民族文化馆工作，

陈才庸到民族剧团当副团长。1941 年 10 月，陈才庸突然遭到贺扬灵所派便衣特务的逮捕，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最后惨遭杀害。 

二、《浙西导报》创办群体及其抗战精神 

(―)主要创办者 

吴梅（1914 一 1985)，女，原名吴曼华，海宁硖石镇人。7 岁时因患腰脊骨结核病，落下终身残疾（驼背）。1938 年 9 月

在海宁创办了《啸报》（后改名《浙西导报》），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吴梅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

东局宣传部报刊处新闻科长、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副主任、上海《解放日报》群众工作部副部长、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部副主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顾问等职。1983 年离休后，依然以抱病之躯，不辞辛劳，编撰反映浙西、苏南革命斗争中的英雄

事迹——《救亡烈士传》，1985年 8 月 11 日在上海病逝，享年 71岁。 

陈才庸（1913—1942)，海宁硖石镇人，1938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初，受党组织指派，到《浙西导报》工作，

先后担任了《浙西导报》社中共支部、特支书记。1941 年 10 月，在天目山朱陀岭上演《日出》，被便衣特务抓走。1942 年初

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年仅 28岁，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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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静婉，浙江杭州人，1938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浙西导报》社编辑，报社中共特支宣传委员。解放后曾任上海黄浦区街

道党委书记。 

张纪斐，海宁硖石镇人，《浙西导报》社编辑，第一个进人《浙西导报》社的中共党员。 

余天民，江苏松江人，《浙西导报》社中共特支组织委员，排字工人。 

刘方公，中共党员，印刷工人。 

倪加民，中共党员，印刷工人。 

因现存资料的稀缺，其他成员情况尚未考得。 

(二）创办群体的抗战精神 

《浙西导报》创刊之初，环境的险恶和条件的艰困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当时，日寇经常下乡烧杀抢掠，参加办报的只有

吴曼华、陆欣夫、李国庆、姚逸凡、钱慧珠、史大雄等 6 个青年和从硖石请来的两名印刷工人。他们仅凭着一股抗日热情和不

怕死的闯劲，苦干硬干。无办报经验，就借鉴能收集到的各类报纸；缺前线消息，就想方设法搞来一台收音机，每天安排专人

负责收抄外国通讯社发布的前线战况；少宣传资料，就广泛收集金华、桂林和上海租界出版的各类进步宣传品；缺办报经费，

就一边常到敌占区去募捐，一边节约开支。除了请来的排字印刷工人要付给他们起码的工资和香烟钱(还要经常做些思想工作）

之外，报社的全部人员都是只吃饭（糙米饭、青菜、咸菜），没有工资。大家虽苦，但无怨言，仍积极工作。吴曼华更是面对

日伪高价悬赏人头的告示却毫不畏惧，坚持每天出报。由于报社人员不怕艰难困苦，辛勤工作，使报纸的发行范围扩大到了德

清、吴兴、武康一带，日销量达到近千份。 

在出报的同时，办报人员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为了鼓舞群众的抗日精神，吴曼华带领报社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

到 20多里外的屠甸镇去演出丰富多彩的抗日文艺节目，博得了近千名观众的赞扬，从而扩大了报社的影响，密切了报社和群众

的联系。 

“虽然历经岁月侵蚀及其他缘由，能留存下来的《浙西导报》少之又少，但对后人而言，仍可通过保留下来的部分报纸看

到前辈们在抗战岁月中顽强拼搏的不屈身影，看到不屈不挠、竭诚报国的抗战精神。”[4] 

三、《浙西导报》的内容与特色 

经实地查阅，桐乡市档案馆完好存有的《浙西导报》仅有 11期，报刊日期分别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8月 19日和民国二十

九年（1940)6月 24日、6 月 27日、6月 28 日、6月 29日、7月 1日、8 月 3日、8 月 4 日、8月 5日、9月 17日、10 月 17日，

均为两版。第一版是社论、国内重要新闻；第二版是国际新闻、通讯、各类广告及“大众呼声”“后盾”“来论”等不定期专

栏。《浙西导报》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前线抗日战况，为人民疾苦和各项救亡运动呐喊，使沦陷区民众看到了抗

战胜利的希望，坚定了抗战的决心。 

(一） 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浙西导报》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主张作为一个主要内容。《反汪运动之新阶段》[5]《开展群众性的反汪运动》[6]

两篇社论揭露了汪伪政权的卖国性，分析了其“和平救国”的虚伪性，戳穿了其“政治诱降”的罪恶用心。“后盾”专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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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活》以“斗争”开头，中间重复“斗争”二字，后面以“涌着被压迫者愤怒的吼声!”[7]结尾，战斗的鼓动性极为强烈，

是一首抗日诗歌。《战斗的歌》则更是一首出色的战歌，它满怀激情地喊道：“为了生存，为了生命，只有奋斗，只有牺牲！……

消灭敌寇，国土完整，才是尽我们这一代的责任。”[8]1940年 8月间，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发表了《反

对反共》[9]的社论，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罪行，阐明了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严正立场。10 月，鉴于浙西形势日益

恶化，又发表了一篇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内容的社论，再次呼吁国民党

政府停止反共，团结抗日。 

(二） 大力报道前线战况 

《浙西导报》大力报道前线战况，尤其是前线胜利战况，以此来坚定沦陷区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940年 6月 28日，《浙

西导报》第一版除 1篇社论外，其余 9篇均为抗战消息。9篇抗战消息中，有 6篇均为我军捷报：《我再度攻人西山向南昌猛袭》

《我神鹰空军出动轰炸宜昌附近残敌》《敌机又袭川境——我方空军猛烈进攻……击落敌机二架余皆狼狈逃去》《宜兴敌会合

伪军再犯南站潘庄——我军迎头痛击》《鄂南湘北我军奋勇歼敌——袭崇阳羊楼司毙敌千余》《地雷爆发敌车炸毁》。此外，

还积极报道各地特别是游击区惩治汉奸的消息。这些报道犹如颗颗炸弹震慑了敌伪汉奸，又似寒冬里的阳光温暖了敌后人民的

心，激发了他们起来抗争的爱国热情。 

(三） 为人民疾苦和各项救亡运动呐喊 

《浙西导报》甘做人民的喉舌，为人民疾苦和各项救亡运动呐喊。《积极补救洲泉镇临时代用券》一文阐明了临时代用券

存在的严重问题，呼吁镇商会“速即实现掉换或收还计划，以利商民”。[1()]针对镇商会对该呼声听而不应而导致伪造代用券

泛滥成灾的状况，又发表了《望洲泉商会从速解决代用券伪破问题》一文，指出：“若再置之不闻，不切实做到，我等小商民

恐难做生意过活，对于抗战大局亦有影响，望商会负责，特别注意，静待佳音。”[11]最终迫使洲泉商会着手解决代用券之事。

《洲泉各界上书陶师长——要求严惩民族败类》一文，披露了“崇德县政府政治科科长孙柳村，窃取职位，结党营私、盘剥平

民、贩茧资敌”[12]的罪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讨孙运动。强大的舆论，确凿的证据，迫使国民党当局将孙柳村逮捕并送后

方处理。 

四、《浙西导报》的作用与影响 

“《浙西导报》是浙西沦陷区共产党控制与领导下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3]在嘉兴的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

带给人民光和热，是群众的喉舌，是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是人民之声。 

《浙西导报》办报时间虽不长，但影响范围大。“这个文化的炸弹，使‘皇军’们着恼非凡，使汉奸们都惶惑得发抖！而

出赏洋，破获导报，并频加‘扫荡’和搜索……正可以看出敌人对于导报懊恼惧怕的程度。”[3]45 同时，《浙西导报》还是国

民党各方争夺的舆论阵地。为了在敌后立足，导报不得不几处挂钩，既要同浙西行署挂钩，又要同六十二师等军队打交道。《浙

西导报》就在这种三角关系中求得生存，有时找找这个，有时找找那个，但名义上是挂在胡云翼那里。在几方面都想要控制导

报的复杂情况下，由于报社人员巧妙地周旋，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浙西导报》的存在与发展，使看不清时局、对未来很迷惘的沦陷区民众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看到报纸“简直就像遇

见什么亲人似的，会感动得滚下眼泪来”。[14]一部分青年，因受到鼓舞而走上抗日战线；还有许多青年，经常为报社写文章，

供给新闻；敌区里的朋友们，用各种各样巧妙的方法，把写好的文章送出来，把导报运进去散发。不会读报的农民，就天天到

茶馆里去听人家讲前线战斗的消息。在沦陷区民众的支持和帮助下，《浙西导报》社在日伪不断扫荡的艰苦环境中，始终安全

出报，而且发行量比原来扩大了 3 倍，最多时日销量达千份。发行地区也扩大到吴兴、德清、武康一带，在浙西地区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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