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战时期 文化西迁视域下的

贵阳新闻止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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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西迁为贵阳的新闻出版事业培育了新型的新闻传播

者 ,形成多层次的新闻传播方式 ,莫定了广泛的受众基础 ,从而促成抗战时

期贵阳以报刊业的兴盛和出版业的繁荣为标志的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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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新闻出版事业由于受战火波及而陷人低

谷 ,但地处中国西南云贵高原东部的贵阳却是一个例外。 1937 年 11 月 ,国民

政府将政治 、经济中心迁往重庆 , 在这一政策的带动下 ,我国沦陷区及战区的

大量工厂企业 、文化机构以及高等院校也被迫往西部地区迁移 ,大量民众为

躲避战乱也选择举家西移 ,西部地区在经济 、文化 、教育事业方面迎来了从未

有过的发展机遇 。而地处西南边睡的贵州省会城市贵阳 ,凭借其西南交通枢

纽的战略地位成为战时陪都重庆的南大门 ,更在这次西迁中 ,依托来自东部

及沿海等地的文化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使新闻出版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 出

现了历史上鲜有的繁荣局面 。恰如著名报人石西民所言:“伟大的抗日战争

年代是中国新闻界大团结的时代 ,是中国新闻事业向祖国的纵深地区大发展

的时代; 是中国新闻事业破天荒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士兵 、工人 、农民发生血

肉联系的时代。, lIJ

、̀ 报 刊业的繁荣

抗 日战争期间 , 由于特殊的环境和条件 ,贵阳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 ,1937 年 4 月 ,贵阳报纸仅有 5 种 ,但到了 19 44 年已发展至 14 种 ,成为解

放前贵阳历史上办报最多的一年。这阶段出版的报纸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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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或贵州省政府主办的报纸 ,如 《贵州晨

报 》 《革命日报 》 《中央 日报 》 (贵阳版) 和《贵

州日报》等.一种是民营报纸 ,女既力报 》 《人报》

《贵州工报 》和《小春秋报 》等。[2] 抗战时期贵

阳的报纸除《贵州晨报 》 《革命日报》 《黔风报 》

《晨光 》 《民声日报》等外 ,大多是陆续由沦陷区

迁来或战时创办的 。战时由全国各地迁来的报

纸有: 上海的《大夏周报 》 ,长沙的 《力报 》 ,河南

的 《大刚报 》 ,武汉的 《中央日报 》 《大汉晚报 》 ,

广西的 《小春秋 》和 《中正日报 》 ,湖南的 《大华晚

报 》 ,江西的《扫荡报 》等。 战时贵阳新办报纸

则有 《建国评论 》 《抗战教育》 《时论》 《民众旬

刊》 《贵州商报》 《星报 》《西南日报》 《抗建文艺》

《七七 》 《前进周刊 》 《贵州日报 》 《贵州青年 》 《南

明晚报 》 《抗建 》 《火柴头画报 》 《黔灵晚报》 《力

行报 》等 ,其中 , 由西迁至贵阳的文化人参与 、指

导或直接创办的报纸成为当时档次较高 、发行

量较大 、影响较大的报纸。

报业的兴盛还直接得益于 1935 年初国民

党 中央人主贵州后建立的中央通讯社贵阳分

社 , 该社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 。叭 94 0

年后 , 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紧张 ,来自各战场的

电讯稿增多 , 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设立了专用

发报台以保障与中央通讯社总社及各地分社之

间的通讯以及国内外新闻专电的抄收与拍发 ,

从而成为抗战时期贵阳乃至西南地区重要的新

闻来源 ,加强了战时贵阳与外界的联系 ,有力地

宣传了抗战 , 推动了以贵阳为核心的贵州报业

的新发展 。

抗战时期除报纸之外推动抗战宣传的另

一个舆论阵地就是期刊 ,这时期贵阳出版的期

刊呈现种类多 、门类广 发行量大的特点 , 其中

一部分为进步团体 ,西迁的党 、政 、军各系统的

业务刊物 , 以及西迁文人创办的学术专业期刊 、

抗战宣传刊物 、文艺刊物等 ,例如: 贵州省学生

救国联合会创办的《贵州学联 》 、赛先艾编辑的

《每周文艺 》、谢六逸主编的 《文讯 》月刊等。 在

这一时期的刊物中以西迁至贵阳的高校编辑的

期刊占据较大份额 ,主要有大夏大学历史社会

研究部编印的 《历史社会季刊》 ,商学会主编的

《商学 》 ,新大夏月刊社编印的《新大夏 》月刊 ,

文史研究室编印的 《文史 》半月刊 ,四月}学会研

究室编印的 《蜀锋 》 , 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的 《中

央陆军测量学校校刊 》 (月刊) ,防空学校的《防

空军人》 , 湘雅医学院的 《湘雅医学院院刊》 , 广

西大学的《新黔青年 》等 。另外 ,贵州本省高校

在贵阳出版的期刊有:贵州大学的《贵大学报》

(月刊) ,贵阳师范学院的 《教育学术 》 (月刊) 以

及贵阳医学院的《贵阳医学院院刊 》 (月刊)等 。

这些期刊凝聚了广大师生的抗 日热情 , 鼓舞了

士气 ,为贵阳的期刊出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这时期的贵阳期刊还有一个重要构成—

以颁布国民党政府指导各地方工作的政令 、法

规为办刊宗旨的官办期刊 ,主要有 《贵州高等法

院公报 》 《贵州省政府公报 》 《贵州文献汇刊 》

等。 此外还有由贵阳进步团体或进步人士主办

的民办期刊 ,有衣抗敌 》 《抗敌画刊 》 《文讯 》 《十

月旬刊》等。

二 、 出版业的盛况

抗战时期 ,贵阳图书的出版发行也因为宣

传抗日救亡的需要而呈现出令人欣喜的盛况 。

抗战爆发后 , 以上海为代表的战区各省市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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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出版社和书店相继在贵阳开设分局 , 西迁至

贵阳的文化人也先后开力、了一批出版社和书店 ,

改变了长久以来贵阳图书出版业只文通书局一

枝独秀的局面 ,呈现出空前繁荣 。

文通书局是抗战时期贵州最大的书局 ,一

直以来它主要出版政治 、历史 、经济 、科技 、文学

等书籍 ,也翻印过部分历史文献 ,出版了部分译

著 ,如莎士比亚戏剧等。 “七七事变 ”后 ,文通书

局开始筹建编辑所并设立总管理处 ,建成集编

辑 、印刷 、发行为一体的出版机构 , 强化了大后

方的出版发行工作 ,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

出版社之一 ,对贵州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

发展 ,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女以贵州省志》

记载:“文通书局所出版的 50 0 多种图书 ,绝大

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的 ,贵州的图书出

版业呈现空前的兴盛 。”t4J 除文通书局外 ,还有

火柴头出版社 、今日文艺出版社 、释路出版社以

及各种期刊社 ,他们坚持编印期刊 、出版图书宣

传抗日救亡 , 与此同时 ,一些报社也编印出版图

书 ,如中央日报社编辑出版的 《新贵州概观》。

早在抗战以前 ,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世

界书局都已在贵阳设立分局 , 但影响不大 。抗

战爆发后 , 全国性书店纷纷在贵阳开设分局 。

抗战初期 , 国民党官办的中正书局在贵阳设立

分局; 1938 年 , 总店设在上海的开明 、生活两

家书店开设贵阳分店 , 当年还成立了军用图书

社贵阳分社 ; 1939 年 ,全国较大的私营出版发

行机构新亚书店贵阳分店开业 , 由读书出版社

和新知书店联合经营的贵阳读新书店开张 。

此外 ,相继创办的书店还有:贵阳文风书店 、贵

阳自力书店 、贵阳青鸟书店 、贵阳进修书店 、群

智书店 、贵阳同泰书局 、贵阳正风书店 、贵阳拔

提书店及七联处等 。外地书店(书局)迁人贵阳 ,

既把最新的知识和文化带到了贵阳 ,也推动了

以贵阳为中心辐射贵州的新闻出版事业的发

展 ,促进了贵州文化的繁荣 。以开明书店为例 ,

众多著名作家沈雁冰 、叶绍钧 、巴金 、朱自清 、

冰心等的作品 , 均由开明书店出版和发行 , 并

在贵州销售 ,以 《中学生 》 《开明少年 》等书和

杂志为代表 ,经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之后在贵州

经年畅销不衰 。

:-、 贵阳新l务水圣、版净f业发展的思考

首先 ,文化西迁培养了新型的西部新闻传

播者。 在文化重心西迁的过程中 , 贵阳从以往

的封闭状态进人一个移民社会 , 各种观念 、思

想产生激烈碰撞 , 文化移民将先进的新闻出

版理念和抗日意识传播给以贵阳为代表的西

部人民 , 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 , “激活了西部文

化 ,淡化了狭隘的地域观念 ” ,l5] 使得贵阳的新

闻出版事业以国家 、民族利益为根本 , 在现代

化的新闻出版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着新闻实践 。

例如 ,随大夏大学西迁后回到贵阳的谢六逸 ,

以其独特的行事风格将文通书局带人了历史

的辉煌期 。

其次 ,文化西迁促成多层次 、多维度新闻

传播方式的形成 。战前 ,西部地区因信息闭塞 ,

新闻事业也相对滞后 ,其传播方式主要表现为

由中心信息源逐级向外层结构单向传送 ,各层

分支机构缺乏主观能动性 ,只能单一听从来自

权力中心的指令 ,新闻传播只能是官方权威意

志的体现 , 不可能实现新闻出版的双向互动 。

抗战爆发后 ,一方面部分素质较高的文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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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人贵阳 ,另一方面大量东部新闻机构的西迁

及分部的设立 , 催生了大量报刊 、图书 ,将单向

格局击破 ,形成多层次 、多维度的新闻传播方

式 。在这一崭新的新闻传播格局中 ,来自不同

阶层的社会力量都可以参与新闻出版 ,社会互

动增强 ,不同阶层的话语权都得到了尊重和实

现 , 形成强大的新闻舆论力量 , 在呼声与要求

的传递中新闻事业形成多层次的表述 ,来自官

方 、军方和民间的声音构成抗战时期贵阳新闻

事业的复调格局 。 同时因政治倾向的差异性

形成多维度的表征 。 以贵阳为例 , 民营书店贵

阳读新书店直接受中共贵州省工委和中共贵

阳县委领导 , 《贵州晨报 》作为国民党贵州省

党部的报纸则代表国民党政府及军方的利益 。

文化西迁孕育了广泛的受众基础 。 新闻

出版必然以受众为最终归宿 ,受众的多与少直

接影响着新闻出版事业 规模的大与小 。 1937

年 , 贵阳人口数为 12 1304 , 161 此时贵 阳地 区报

纸发行种类仅有 5 种 ,到了 194 4 年 ,贵阳人口

数为 2 80 956 , [91 而报纸发行种类已发展至 14

种 。 文化西迁不仅为贵阳的新闻出版奠定了

受众的数量基础 , 也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受

众的接受能力 。 西迁中的文化移民一方面为

贵阳带来了新文化 、新思想 , 另一方面为贵阳

引人了新的生活习惯 、新的思维方式 , 进而扩

增了贵阳人已有的信息量 , 开阔了眼界 ,理解

形势得以深人 , 从而为新闻出版的接受活动构

建了较好的受众基础 。

【本文为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基

金项 目 “黔 学研究与国学传播 ' 《黔省专合字 201 0一

133 号) 研究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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