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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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８日记者节由来    

  再过３天就是记者节了。今年１１月８日，是中国第五个记者节。关于记者节，还有一段

鲜为人知的来历。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中明确规定了“记者节”。《办法》对年节和纪念日放假规定这样表述：“其他各种纪念节日

如：二七纪念、五卅纪念、七七抗战纪念、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九一八纪念、护士节、教师

节、记者节等，均不必放假。”因为当时没有确定具体日期，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一

直未过记者节。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再一次明确列入了记者

节。２０００年８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的请示，同意将１１月８日定为记者节。  

    １１月８日也是中国记协的成立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８日，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

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这是中国记协的前身。６０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国记协为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开展国际新闻界友好

往来等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确定中国记协的成立日为记者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节日里，我们翻开一幅幅老照片，“温习”绍兴新闻业的历史，老报

纸、老报人、老故事，引起我们对今天从业的体味与思考，并以此纪念我们自己的节日。  

    王子余与绍兴第一张报纸  

  说起绍兴第一张报纸的诞生，王子余算是绍兴报业的鼻祖。  

    １８７４年，王子余出生在绍兴火珠巷板桥头（现光明路木桥弄十二号、十四号）。  

    年轻时的王子余中过秀才。１９０２年，２９岁的王子余出任绍兴府会稽县学堂督办（校

长），周建人及秋瑾弟宗章等都是该校学生。当年１０月间，他在火珠巷不远的仓桥街开设进

步书店“万卷书楼”，还开设过进化农庄，大力提倡改革清装。  

    １９０３年正月，徐锡麟在府横街轩亭口开设了特别书局，双方往来密切。就在这一年，

王子余与宗加弥、杜亚泉等，组织越郡公学于能仁寺，创办了绍兴第一张铅印报纸《绍兴白话

报》，开始为旬刊，后为五日刊。他特地从上海采办了铅字印刷机器，在城内试弄创办了绍兴

第一家印刷厂，名“绍兴印刷局”。《绍兴白话报》以“唤起民众爱国，开通地方风气”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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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由绍兴印刷局承印，以“万卷书楼”为总发行所，致力于为革命宣传和推广白话文。  

    《绍兴白话报》用三四号铅字付印，每期先出８页，后改出６页，逢五出刊，约３２期，

过春节前后停刊。它的“公售处”不仅及于绍兴府山阴、会稽二县城乡，而且连府属各县如诸

暨、嵊县、余姚、萧山，甚至宁波（里关前同人社）、杭州（城头巷杭州白话报馆）、上海

（棋盘街绍兴教育事务所普通学书室）、福州（石井巷采访社）、北京（南半截胡同会邑馆）

等各地设有发行所，以后销售大增，改出五日刊。  

    《绍兴白话报》篇幅虽有限，每期不过四五千字，但内容简明扼要，丰富多彩，除了绍兴

近事外，国际、国内大事也屡有摘载，且对绍兴时局较多评论，此外还有附页刊登广告。  

    １９０７年初，秋瑾从上海办《中国女报》回绍兴，接替徐锡麟任大通师范学堂“督

办”。因为都是革命盟友，又都是办报的，她曾去火珠巷板桥头王宅，共商革命大计，一同饮

酒、吟诗。  

    在《绍兴白话报》第１３１号上（１９０７年）还刊有《大通学堂第二次招生广告》，说

明该校“已于二月初十开校，十三日开课”，正在继续招收“年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

青壮年入学。”秋瑾还在《绍兴白话报》上发表评论，《论绍兴当兴女学》及《劝女子亟宜进

学堂》等。  

    这年七月，徐锡麟的“皖案”、秋瑾的“大通学堂党案”相继发生。７月１５日凌晨，秋

瑾英勇就义于轩亭口。王子余的亲戚何某于当天敲开城门进来，特先到火珠巷报信，王子余听

了极为赞叹“真是了不起。”当天，浙江巡抚大肆缉拿徐、秋“同党”。王子余闻讯后，匆匆

在《绍兴白话报》上发了一条消息，说“六月初七日，山阴县在大通学堂搜获枪械、子弹很

多，并不是五月初三当场搜出来的。这种证据，真正是指鹿为马，见了风就是雨。”大胆斥责

了清政府。  

    为了暂避风头，王子余也一度离绍逃亡上海，以后得悉秋瑾生前始终守口如瓶，因此他没

有受到半点牵连，于是很快回到了绍兴。  

  绍兴新闻史上的中国之最  

    《越铎日报》最早加入报界俱乐部的日报  

  １９１２年６月４日，绍兴《越铎日报》加入中国报界俱乐部，成为我国最早的全国性新

闻职业团体会员。  

     

  《越铎日报》是鲁迅等人发起创办的一份民办进步报纸，１９１２年１月３日创刊于绍

兴，日出对开两大张，１９１７年增出４开４版，附报《小铎》一张。该报先由绍兴印刷局承

印，后自设印刷所，社址设在绍兴大善寺内，后迁往上大路日晖弄口。鲁迅、宋紫佩、王铎中

等参与筹备《越铎日报》。鲁迅担任该报名誉编辑，负责人初为宋紫佩，后为王铎中、孙德

卿。在该报创刊号上，鲁迅以“黄棘”的笔名发表了《越铎出世辞》，阐明了报纸的宗旨。鲁

迅还建议开辟《稽山镜水》栏目，并经常为它写文章，讥评社会不良倾向。  

     

  １９１６年８月１９日，孙中山偕胡汉民、陈去病等游历绍兴，《越铎日报》发表社论

《欢迎孙中山先生》，并详细报道孙中山在绍兴的活动。孙中山亲书“博爱”两字赠《越铎日

报》，书“大同”两字赠《越铎日报》总编辑孙德卿，并察看报社情况。  

     

  “五四”期间，该报对绍兴的爱国学生运动和衙前农民运动，以及下方桥纺织工人的罢工

斗争，都作了报道。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４日，北伐军抵达绍兴，《越铎日报》因改为《绍兴民国日报》而终

刊。  

     

  《儿童时报》中国第一张儿童报  

  １９３０年６月１日，我国第一张儿童报———《儿童时报》在绍兴创刊，著名教育家经

亨颐为该报题写报名。  

     

  《儿童时报》由绍兴教育局视导员田锡安和高天栖、翁天寥等人发起，高季琳（柯灵）、

宋梦岐、李伯康等先后任编辑。  

     

  《儿童时报》文字浅显，版面活泼，发行范围遍及浙江全省，并销至上海、江苏、福建等

省市中小学。１９３１年９月迁往杭州，易名《中国儿童时报》，其影响远播国外。不少旅居

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的华侨儿童，直接汇款订阅。１９３５年，部分留日中国学生组建了《中

国儿童时报》东京分社。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报经常刊登抗日文章，声誉较高，销量猛增到

２．５万份。１９４６年，该报参加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书报展览，英国伦敦的一家儿童报纸发

专文介绍《中国儿童时报》。  

     

  １９４９年５月，诞生了新的儿童报刊，《中国儿童时报》终刊。  

     

  童兵 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  

  童兵，原名童宝根，１９４２年生，绍兴城区人。１９６８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分

配到锦州铁路局工作，１９７２年调至锦铁消息报社，任编辑记者，１９７８年考入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８４年起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８８年，童兵通过博士论文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奠基——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研究》的答辩，获新闻学博士学位，

成为我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  

    他著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新闻事业概论》、《新闻理论简明教程》、《新

闻学大辞典》等，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务院新闻传播学

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绍兴历史上的报纸与报人  

    绍兴主要的老报纸２０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夜，国内革命团体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先后

竞相办报办刊，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为推翻清王朝作舆论准备。  

    绍兴是光复会的主要据点，光复会、同盟会成员王子余１９０３年创办了《绍兴白话

报》，开了绍兴新闻报业风气之先。这一时期先后创刊的还有《越报》、《商业杂志》等７种

报刊。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胜利，民心大振，一些革命青年效力于新思潮的宣传，促使绍兴出现

短期办报办刊热潮。１９１２年１月，在时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的周树人（鲁迅）参与

下，绍兴革命文学团体“越社”创办了《越铎日报》和《越社丛刊》。这是鲁迅在国内最早参

与的办报刊活动。这一时期全市创办的还有《越州公报》等代表各种思潮的报刊２４种。  

    “五四”运动爆发后，《越铎日报》、《越州公报》等报刊，连续报道了绍兴学生反帝反

封建和新文化运动，同时，相继出现了绍兴学生办报刊的热潮。１９２４年２月，中共党员王

 



孙纬等在五中学生何赤华的主持下，以“觉社”的名义，创办了绍兴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觉悟》半月刊。这一时期，绍兴新创办的报刊达９１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绍兴县党部接收了《越铎日报》，改组

为国民党机关报《绍兴民国日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绍兴民国日报》被改组，成

为国民党右派的喉舌。１９２９年，绍兴各县党部设立了新闻检查机构，绍兴报业进入低潮时

期。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进步，１９３４年，绍兴创办了第一家民营无线电广播电台———《陶

乐广播电台》。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杭嘉湖，一江之隔的绍兴成了抗战的前线，大批共产党员和进

步人士聚集绍兴，掀起了创办抗日救亡报刊的热潮。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０年３年间，绍兴以

及各县先后创办的抗日救亡报刊达４０多种。１９４１年４月后，绍兴及各县先后沦陷，所有

报刊全部停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绍兴报刊事业一度趋向繁荣，绍兴及各县先后创办了《青年时报》等３

４种报刊，建立了３０多家新闻通讯社。但随着内战爆发，到１９４８年大部分报纸相继停

刊。到１９４９年绍兴解放前夕，公开发行的只有５种报刊。  

    从１９０３年到１９４９年，绍兴地区共出版报纸１１５种，刊物１８２种，通讯社４８

家，广播电台３家。这在全省各地市中仅次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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