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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传媒》

内容概要

《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丛书以八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指挥中心——
重庆为历史背景，以不同的分类，从不同角度对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鲜为人知
的历史人物、事件、佚闻、风俗等的串联，展现给我们一幅幅鲜明的、立体
的历史画卷。丛书内容并茂，许多珍贵历史图片、史料属首次公开发表，对
于我们了解和感受那段特殊的历史，走进那些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解读这
座充满传奇的城市，无疑是一套极具可读性，集阅读、收藏于一体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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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传媒》

书籍目录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1937-1945陪都媒体报刊广播一时之盛舞都灯塔《新华日报》陪都私
营大报《大公报》老牌渝报《新蜀报》飞入民家的《新民报》中央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国民党机关报
《中央日报》军方机关报《扫荡报》康氏民营报《国民公报》商会喉舌《商务日报》孔系报纸《时事
新报》报业巨子一代报人张季鸾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陈舍我和他的《世界日报》邹韬奋在重
庆范长江跑新闻张友渔写社论长衫社长潘梓年《大公报》台柱王芸生名编名记副刊大王孙伏园章回小
说大家张恨水副刊圣手张慧剑报坛多面手张友鸾赵超构与《延安一月》廖沫沙写军事评论国际述评专
家乔冠华特殊新闻工作者龚澎报坛女杰浦熙修豪气干云彭子冈乐观达命姚苏凤浩烈之徒杨刚报坛轶闻
张季鸾身后获殊荣孙伏园与毛泽东的文字缘陪都报坛两“马褂”待漏斋与北望斋报人戏作题壁诗“开
天窗”与“挖墙脚”《中央日报》换总编“红色老板”熊瑾汀贤内助——邓季惺陈望道复旦讲学温田
丰访毛泽东报纸义卖与献金活动日军投降捷报广播中央社首发日本签字投降消息抗战时驻渝外国记者
附录　抗战时期报刊通讯社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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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传媒》

章节摘录

　　陪都媒体　　报刊广播一时之盛　　现代报纸在重庆出现，始于19世纪末期　　1897年出版的《
渝报》，为我市第一家近代报刊。继《渝报》之后，《重庆日报》、《新蜀报》、《商务日报》也应
运而生，成为本土地方报纸发行时间最长的新闻报纸。　　八年抗战，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报人
汇集，报刊林立，极一时之盛。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在重庆发行过报刊的报社、通讯社就多
达200余家，约占全国的一半。这些报纸，大多数以主城区为依托，当时的渝中半岛就有新闻出版单
位165家，一下子成为了大后方乃至全中国的新闻中心。这众多的报纸，细分归类，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是重庆地方原有的本土新闻媒体，如《新蜀报》、《商务日报》、《大江日报》等；二是抗战爆发
后迁渝的报刊，如《新民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南京晚报》、《时事新
报》、《新华日报》等；三是在陪都重庆期间新创办的报刊，如《中国学生导报》、《西南日报》、
《台湾民声报》等。　　与报纸有极密切关系的出版书刊的出版事业也是盛极一时。据抗战时经国民
政府图书审查处注册审批的出版、发行机构，总共有404家，若加上那些未经登记注册而出版的单位，
总共大约为644家，出版期刊近2000种，出书8000余种。这其中的许多出版机构都是在全国颇有影响的
，诸如生活书店、三联出版社、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群益出版社、作家书屋、良友图书公司、龙
门书局、北新书局、开明图书局、开明书店、《新华日报》营业部图书课等。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后，不仅新闻报刊、出版事业十分活跃，一些世界著名的外国通讯社及报刊，亦纷纷向重庆派出驻渝
新闻机构与记者，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合众社，法国的哈瓦斯社，苏联的塔斯社，德国的海通社，
以及英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法国的《巴黎日报》，苏联的《消息
报》、《苏联公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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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传媒》

精彩短评

1、长歌当哭
2、很早以前就读完了。可能是忘记了标记吧。本书的一大毛病是太倾斜了。也许是史料有限，但更
多是深入不够。据我了解，重庆图书馆内对重庆民国时期的报纸上保存很好的，完全可以据此作出更
好的判断和写作。
3、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只能作为业余者了解下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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