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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价值、存佚与整理研究1 

凌冬梅 

(嘉兴学院图书馆，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近代嘉兴进步报刊具有丰富的党史史料和革命精神彰显价值。分析了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存佚情况及

现存报刊存在“老化、脆化、酸化”的保存危机和“藏用不通”的矛盾，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检索工具书的编制、

影印出版、数字化建设等整理与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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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报刊是革命文化营垒的生力军。嘉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其进步报刊文化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特殊意义。近

代嘉兴进步报刊诞生于 1897年，历经清末、民国初年、五四至大革命、大革命至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六大跌宕起伏

的阶段，至新中国成立踏上新的征程。[1]近代嘉兴进步报刊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极高的史料和精神引领价值，惜至今未对其进

行系统整理与开发，实为遗憾。本文通过调查与分析，试图厘清其出版与存佚、现状与问题，并切合实际提出保护与开发策略，

期望引起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 

一、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价值 

（一）史料价值 

近代报刊的史料价值为学界共识，近代以降的诸多报人、学者如章太炎、唐才常、史量才、戈公振等多有精辟论述，当代

学者倪俊明更指出近代报刊的史料价值是其他类型文献所不能替代的。[2]近代嘉兴进步报刊除具近代报刊史料价值的共性，更兼

地方文献、革命史料的双重属性，着重体现为地方党史、革命史研究的不可或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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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原总编沈耕霖将地方报刊作为地方党史原始资料的三大来源之一，[3]进步报刊则是其中主体。故近代嘉兴进步

报刊是嘉兴乃至浙江省党史、革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如《新乡人》第 2期刊有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我们为什么

读书》《诚实》《去伪》、沈泽民《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等文章，是研究沈氏兄弟早期思想的重要史料。1923 年 5 月 4 日，

《微光报》刊出《今日为中华新文化运动纪念日即五四运动纪念日》[2]的通栏标题，为县级新文化运动研究提供了佐证。《少年

新媵》的主办者（亦是撰稿者）与样代英等中共早期党员有较早接触，并先后加入共产党，其中沈春晖还是 1925年 3月成立的

共产党嘉兴独立支部的三位党员之一，[5]220。该刊对研究嘉兴地区党的历史及早期中共党员的意义颇大。1938年 9月创办的《浙

西导报》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进步报纸，并秘密成立有《浙西导报》党支部，是研究嘉兴乃至浙西沦陷区进步文化的重

要史料。1949 年 5 月 11 日，《嘉善商报》“号外”刊发了嘉善城解放的报道和毛泽东主席像，以及解放军执行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加之嘉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上述内容不仅可丰富嘉兴地方党史史料，亦可为中共创建史研究添

砖加瓦。 

2.订正与校勘作用 

因历史资料缺失等因素，当前一些文献记载有待商榷。以马克思主义在嘉兴早期传播问题为例，据《新滕镇志》记载，《新

藤半月刊》是最早在嘉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它“经常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颂扬列宁精神，传播马克思主义”
[5]64

，

倡导革命青年到苏俄去接受十月革命新思想“[5]57。《嘉兴市志》认为《新塍半月刊》与《少年新塍》都是最早在嘉兴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报刊：“《新塍半月刊》《少年新塍》是嘉兴最早宣传共产主义的报刊。它提倡新文化，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6]1887

而上述两份报刊不存在办刊时间的交叉，故此说法不够严谨。笔者通过对现存《新塍半月刊》《少年新塍》的深入研究，发现《新

媵半月刊》虽宣扬劳动神圣，但刊发的《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劳动》《五月一日的回顾与希望》等文章仅停留于弘扬劳动神圣、

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推崇合理劳动，尚未将劳动与人的最终解放结合起来，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虽倡导妇女解放，但

刊发的《女子应该要经济独立》《什么是女同胞底一线希望？》《对于妇女的解放与改造谈》等文章局限于探讨妇女经济独立、

教育平等、婚恋自由、独立人格等具体方面，没有找到导致具体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亦非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少

年新媵》则通过刊登《到德俄两国留学去》《巨星陨了！》《列宁的精神——青年们！你有没有？》等文章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传播。

同时，通过对主办者、创办地、创办目的、受众等要素分析，可认为两者是同一报刊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即《新塍半月刊》是

新文化传播阶段，《少年新塍》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阶段。[7]此外，《嘉兴市志》《浙江省出版志》《浙江省新闻志》等文献均记载《新

塍半月刊》仅出刊 10 期，据调查所见其现存 17 期。可见，这些珍贵报刊的面世可为我们校勘、订正相关讹误提供确凿有力的

文献支撑。 

（二）彰显革命精神 

近代嘉兴进步报刊史是近代嘉兴儿女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报刊奋斗史，每一份都彰显着报刊人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1.劳动奉献 

首先体现在劳动的无私奉献上。大部分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编纂并非工作人员的本职，他们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8]

的责任感下自发、义务地投入工作，如《新乡人》《新塍半月刊》《少年新塍》《无线电新闻》《新声报》等都属此列。在《无线

电新闻》创办中，金文楚为收听、编辑抗战消息，每天凌晨 4点钟就起床收听、记录大后方电台广播的战争新闻和国内外大事。

这份报纸初办时每天只印 100 多份，后来增加到 300 余份，洲泉、新市等地读者争相传阅。金文楚现象并非个例，而是近代嘉

兴进步报刊编纂工作之常态。 

2.经济奉献 

近代嘉兴进步报刊大多自筹经费。茅盾在 1963年 1月 1日复翟同泰信中说：“第一期的《新乡人》的印刷费是我掏腰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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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作人员全义务劳动，《新乌青》仍需创办者自掏腰包：“出版一年，迭蒙本镇及外埠诸君交相称许，收誉良多，其精神上

之快乐固堪自慰，唯一年来物质上因此所受之牺牲亦正不少。故年终结算，诸多赔垫。”[10]至于报刊人补贴办报刊，自己却生

活俭朴的现象更司空见惯。据记载，朱聚生到嘉兴找人商量关于《行报》印刷事宜时，“一中年妇女把朱聚生上下打量了一番，

见他上身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对襟短衫，下身穿黑色中装长裤，脚蹬一双元宝口布鞋，以为是个不三不四的人，竟然不让朱聚

生多作解释，便将他推出门外”。①2创办于五四时期的《新媵半月刊》就是典型，不仅经费自筹，还免费赠阅，其创刊号言：“本

刊为非卖品，全数分送……本社一切经费，均由本社社员分任。”[11] 

3.生命奉献 

一些报刊人甚至为创办进步报刊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使《火花报》及时出版，徐德鸿不顾肺疾、坚持拖着疲惫的病体每天

工作至深夜，终因身体不堪重负，于 1938年 9 月与世长辞。1939 年 1 月，《西塘晨报》主办者干季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

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我们的生，不是'醉生梦死'，也不是苟延残喘。我们希望生，当然也不怕死。许多革命烈士的死，它的

价值是超过‘生’的。许多活着的汉奸走狗、贪官污吏，他们的生比‘死’还要臭。”[12]上文出自朱聚生发表于《生报》上的

《生的真义》，这不仅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近代嘉兴进步报刊人群体的写照。 

可见对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挖掘、整理与研究，有助于我们铭记、弘扬先烈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

弘扬正能量。 

二、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出版与存佚 

（一）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出版与存佚调查分析 

1.各阶段的出版与存佚 

1897 年至 1949 年 9 月间，有据可查的嘉兴地区创刊、嘉兴籍人士创办于外埠但以反映嘉兴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报刊至少有

170种（含副刊），目前存 26种，占总数的 15%。从历史阶段看：1）清末嘉兴创刊的进步报刊数量最少，仅《平湖白话报》（1897）

和《善报》（1910）两种，但都具有开先河之意义，目前存《善报》1 种；2）民国初年创办有 4 种，存 1 种；3）五四至大革命

前嘉兴的进步人士、爱国团体、青年学生及各党派竞相创办报刊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创办进步报刊计 14种，以宣传民主、新

文化、新思想为主要特色，存 6种（含《少年新藤》）；4）大革命至土地革命时期，前期在国共合作下宣传国民革命的报刊如雨

后春笋，同时马克思主义开始通过《少年新滕》《秀水花》《吟啸月刊》等报刊在嘉兴传播，后期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遭遇严

重挫折，其时创办进步报刊总计达 36 种，存 4 种；5）抗战时期，县城出版的报刊随嘉兴各县的沦陷而全部停刊，但不屈的嘉

兴人在民族存亡之际坚持武装斗争和文化救亡，总计创办有 90余种抗日进步报刊，形成了新滕、凤桥、乌镇、日晖 4个抗日报

刊中心，但受战争影响，许多报刊仅出版一两期便停刊，留存下来的凤毛麟角，现存 8种，以《浙西导报》《嘉兴人报》为著名；

6）解放战争期间，进步人士不仅利用编辑等身份通过国民党主办的报刊发表进步文章，同时自办报刊进行斗争，总计创办 24

种进步报刊，存 6种。 

2.现存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珍品举隅 

（1）《新藤半月刊》。1921年 2月 16日创刊，是以青年为受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传播新思想的新文化刊物。设言论、

评论、小说、随感录、常识、诗歌等栏目。设有《妇女问题专号》《劳动节纪念号》专刊。1921 年 8 月 4日第 11 号进行改组，

刊发《本刊改组宣言》阐述了改组的原因及今后走切实、切要的路线。1921年 10月 10日更名为《三十两周刊》。嘉兴市档案馆

                                                        
2 ①中共海盐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生的真义：纪念朱聚生烈士》，20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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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第 1—13期，嘉兴私人收藏家王金龙藏有《三十两周刊》4期。 

（2）《秀州钟》。1922年 4月 1日创刊，为秀州中学校刊。刊物提倡新文化、传播科学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辟论述、

文苑、记载等栏目。除抗战期间停刊 1期外，至 1946年共出版 18期。其中第 1—15期和第 18期印刷精良，第 16和 17期因处

抗战时期，条件艰苦，为手写体，不附图片，印刷质量不佳。嘉兴市档案馆馆藏《秀州钟》在 2002年被评为首批浙江省档案文

献遗产。 

(3)《微光报》。1922年 10月 20日创刊，4开 4版，周刊，初为石印，后改铅印，副刊《小微光》。以“俾恶痹而善彰，揭

重重之黑幕，吐露一线之光”为宗旨。辟时评、新闻、广告、杂说等栏目。1923 年 5 月 4 日刊登“今日为中华新文化运动纪念

日即五四运动纪念日”大字纪念五四运动，5月 8日刊登《明天是国耻日》告诫人们勿忘国耻，只有励精强国才能避免亡国奴的

命运。面对日本人残杀我国同胞，它发出怒吼：“日人恣行强暴，始则殴我留日学生，继则杀我宜昌同学，今日舰又在长沙枪

杀市民矣。蔑视我主权……奇耻大辱至斯已极。我人民若非急起直迨，努力奋斗，尚安有立足地耶！”[13]为此它发起签名运动，

并向全国发出告国民书，要求惩办凶犯，嘉善县有 1560 人签名。嘉善县档案馆藏有 1922-1923 年的部分《微光报》，惜部分已

残破。 

(4)《浙西导报》。前身为《啸报》，以宣传团结抗日、鼓舞同胞为主要宗旨。1938年 9月创办至 1940年 11月被国民党查封

的两年零两个月间，经历了与日寇、敌伪斗争，与国民党顽固派争夺共产党对报纸主导权的艰苦历程。它表面上受国民党控制，

事实上为共产党所领导，以无畏的战斗精神报道真实新闻、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方针政策、鼓舞人民抗日斗志，使沦

陷区人民在混沌的时局中看到了希望之光，被喻为“浙西地区抗日宣传的一面旗帜[14]。刊头系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题写。桐

乡市档案馆藏有 1939-1940年的部分报纸计 12张。 

（一）现存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现状与问题 

据调查所见，现存近代嘉兴进步报刊馆藏分散且多缺页，没有从创刊号到停刊号完整保存者，还面临严峻的保存危机和“藏

用不通”的矛盾。 

1.”老化、脆化、酸化”的保存危机 

因用纸质量较差、存放环境不妥、相关保护修复技术滞后等因素，近代报刊的“老化、脆化、酸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2]

即使是馆藏条件在国内领先的国家图书馆，其所藏近代报刊按照目前的老化速率，“25 年后将有 40%的报纸耐折度将低于 2

次……50年后，有 30%的图书、报刊纸张将毁于自身的老化过程之中”[2]。酸化亦是突出问题，国家图书馆所藏早期报刊都已严

重酸化,[2]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近代报刊酸化程度已处于“遗体保护状态”[2]。虽因技术问题无法测试 PH值，但现存近代嘉

兴进步报刊最早的距今已有 107年，最晚的亦有 68年，酸化、老化、脆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除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等较注重近代报刊的保护外，大多数小型收藏机构限于技术、资金、人力等，尚未采取相应保护措施。且嘉兴地处北纬 30~31°,

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本身多雨潮湿，加上现代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更加剧了所藏近代报刊酸化、老化、脆化

程度，如《微光报》等破碎不堪者不在少数。 

2.“藏在深闺人未识"的藏用尴尬 

尽管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文献价值很高，但因收藏机构分散，加之人力、财力、技术以及收藏机构工作重心不同等因素，

这些珍贵文献“藏在深闺人未识”者居多。即使是注重文献开发与利用的图书馆系统，将近代文献以目录形式呈现在公开目录

上的也仅有少数，做得较好的有浙江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近代嘉兴进步报刊作为其馆藏近代报刊的一部分可以在其网站馆

藏目录中进行查检。档案馆以及博物馆系统则因工作重心不同，进行近代报刊目录编制的更是凤毛麟角，现有嘉善档案馆、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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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博物馆、嘉兴市档案馆等少数几家在其网站上有公开介绍(或部分)。所幸部分档案馆编制有检索指南，如《浙江省档案馆

指南》等对馆藏进行了一些介绍，自然也涉及部分馆藏报刊。但以进步报刊专题进行目录编制的尚未见。上述情况直接导致这

些珍贵报刊藏在书库无人问津，而真正需要的研究者则无从获知所需报刊文献信息，不仅无法发挥报刊文献的应有作用，更不

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 

三、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整理与开发探讨 

（一）近代嘉兴进步报刊检索工具书的编制 

报刊检索工具书是查检报刊的重要工具，具体如索引和目录。一是可综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调研，编制《近代嘉兴进步报刊

名录》(包括散佚者)；二是在前者基础上，通过对流布进行全面调研，编制《现存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目录》，内容包括每一现存

报刊的名称、创办者、创(复、停)刊时间、刊期印式、主要内容以及详细馆藏地等信息；三是在前两者基础上，通过对具体报

刊的内容整理与挖掘， 

编制以文章标题、作者为主要字段的《现存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索引》。上述三者必将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 

（二）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的影印出版 

影印出版是一种因原件残破而不能轻易提供给读者但又能呈现文献原貌的最佳方式。对近代报刊的影印出版至 21世纪进入

鼎盛阶段，并朝着以题材为单位的汇集多种期刊的大型丛书发展。2014 年，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藏：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下文简称《红藏》)系统整理、影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机构、组织、团体主办，或在

其领导下创办的进步期刊 151 种，计 428 册 3 亿余字，抢救性地保存了近代红色报刊遗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

模整理早期进步出版物，被誉为“功在千秋的事情”[16]。《红藏》聚焦全国，收录的都是影响面广泛的较大型报刊，对于地方性

报刊的关注则较少。近代嘉兴进步报刊并未收入于《红藏》，这虽是遗憾，但也是对其进行整理的意义所在。 

（三）近代嘉兴进步报刊数字化建设 

对报刊文献数字化加工不仅可实现报刊文献的存储、检索、阅览、传递自动化、快捷化、便利化，在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

也保护了原始文献，是一种再生性保护和整理的有效方式。近代嘉兴进步报刊数字化建设可向《民国时期期刊篇名数据库》《晚

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商业数据库，以及《宁波图书馆馆藏地方老报纸数据库》等自建数据库学习

取经，通过主要部门牵头，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收藏机构的通力协作，至少可从《近代嘉兴进步报刊篇名库》《近代嘉兴

进步报刊全文数据库》两方面进行建设，实现按报刊名、创办者、创(停)刊时间、创办地等字段进行检索。 

四、结语 

近代嘉兴进步报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尤其在丰富、订正、校勘地方党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它们的整理、研究

可彰显革命精神。现存近代嘉兴进步报刊馆藏分散、不完整，面临“老化、脆化、酸化”的保存危机与“藏用不通”等问题，

有待学术界、业界及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全面整理、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在整理方面，至少可从近代嘉兴进步报刊检索工具书(索

引、目录等)的编制、影印出版以及数字化建设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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