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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西省军政府建立至“五四”
运动爆发，山西期刊出版较少，据现
有资料，出版的期刊有《新社会杂志》
《宗圣汇志》《山西教育公报》《山西模
范示教杂志》《政谭》《山西公报》《山
西区村正杂志》《山西警察周刊》《山
西农业浅说周刊》《山西商业杂志》等
10种。“五四”之后，山西期刊以崭新
的姿态出现在晋阳大地，1933年，山
西省图书馆馆藏书目登记，“五四”之
后山西出版刊物 97种。又据南京出
版的《内政年鉴》登录，1935年山西上
报国民政府的期刊数为 44种。至日
军占领太原，这期间先后出版的期刊
约有百余种。

《国鸿》又名《国鸿旬刊》，创办于
1925 年 11 月 20 日。社址在楼儿底，
晋新书社负责印刷。每册定价一角
八分，全年六元。省内外学生订价按
八折收费，每三个月收费一次。

《山西教育研究》创办于 1932年 6
月 1日，山西教育改进研究会编辑股
编辑，社址在新民中正街，西肖墙德
和信印刷厂代印，零售价一期一册一
角。

《新农村》月刊，创办于 1933年 6
月 15日。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发行，
农村教育改进社社址在精营西边街，
后改迁龙王庙街。逢每月 15日出版，
定价一角五分。

《中华实业季刊》创办于 1934年 1
月 1日，为中华实业协会会刊，1935年
7月，变为《中华实业月刊》，每月 1日
出版。1937年 7月 1日，该月刊第 4卷
第 7期出版后，于日军侵占太原前夕
终刊。中华实业协会于 1934年元月
成立，总部设于小东门街，后迁新民
北街，三迁海子边。

《西北实业周刊》创办于 1946年 4
月 1日，西北实业公司编审委员会主
办，社址在典膳所，由西北印刷厂印刷，
西北实业公司发行。经售处有西肖墙
的商务印书馆、红市街的黄河书店。

《妇女月刊》创办于 1947年 1月 5
日，社址在按司街，代售处有红市街
黄河书店、楼儿底觉民书报社、柳巷
复兴书报社、桥头街青年社。内容为
妇女运动理论，妇女通讯，各地妇女
动态，妇女工作经验等。

《山大学报》创办于 1947年 5月 1
日，由国立山西大学文、法学院合编，
该校出版委员会出版，社址在侯家巷。

《警民》创办于 1947年 10月 5日，
山西省警民出版社编印，社址在活牛
市街。《汾河月刊》创办于 1948年 1月
1日，社址在新城北街。晋兴出版社
承印。

风云际会中的山西报刊馆
介子平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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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钟楼街及其周边地区，集中了太
原市乃至山西省最主要的报社、杂志社、通讯
社。至抗战前夕，太原城内共有报刊社 42 家，
通讯社 10 家。其中，设在桥头街的有山西公

报、太原日报；设在郭家巷的有富强周报社、小
孩报社；设在棉花巷的有醒农半月刊、改造教
育杂志社；设在南肖墙的有新中报、新中通讯
社、生生杂志；设在新民头条的有山西日报、太

原晚报社；设在新城北街的有并州新报社、新
新通讯社、乡村建设通讯社；设在新道街的有
华闻晚报社、华闻通讯社；设在东缉虎营的有
山西党讯、双十通讯社。

山西最早的报纸为《晋报》。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李提摩太建立山西大学堂之时，时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同
意创办一份报纸，取名《晋报》。《晋报》主持人为程淯，江苏
阳湖人，生卒年月不详，曾任李提摩太中文秘书。李提摩
太来山西后，支持程淯担任《晋报》主笔，在衙门中挂职为

“补用知府”。《晋报》作为山西近代史上最早的报纸，具有
开先河的引领作用，使得山西在这一时期报刊发展迅速
上升，先后出现《并州官报》《晋阳白话报》《晋学报》《第一
晋话报》《晋阳公报》《国风日报》等一大批报刊。对觉醒
中的山西民众，起到了重要作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
月，《晋报》增办一份《山西白话演说报》。随着程淯的离
晋，两报年底终刊。翌年，《并州官报》创办。

《山西日报》创办于 1918年 6月 20日，是山西军政两
署的机关报，社址在新民头条。负责人王青田为阎锡山
的机要秘书，其后的负责人为赵望生、赵效复、张夷行
等。日出对开一大张半，日印五千份左右。报社有对开
印刷机四部，除自印报纸，附印《太原晚报》。1937年 10月
间，太原沦陷，报纸停刊。

据《聂荣臻回忆录》载：1935年“9月 19日，我和林彪
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甘肃岷县南），在这里我们得到
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
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
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
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 3 月
版，第290页）另有书籍记载：聂荣臻与林彪跟随红二师的
部队进驻哈达铺。警卫员小吾知道聂荣臻爱吃当地回民
的大烧饼，行李一放，就到街上买了几块大烧饼，顺手抓
过烧饼摊上的一张《山西日报》一包，兴冲冲地捧到聂荣
臻面前：“政委，这是老乡刚烙的烧饼，还热乎乎的，你快
吃吧！”聂荣臻接过纸包，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一边翻看
那张国民党编的《山西日报》。他看到这张《山西日报》的
标题：《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率领国军进攻刘志丹
部，陕北红军的根据地又受到围攻》，便马上叫通信员：

“小吾，小吾，快找一匹马来，立即把这张报纸送给毛泽
东、党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由于受到敌军围追堵截，多
次改变行军路线，苦于找不到一块理想的根据地。这是
党中央和广大红军指战员都很焦虑的一个问题。从《山
西日报》发现刘志丹在陕北有一片根据地，似在茫茫大海
中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参见《共和国十大元帅——聂
荣臻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73页）毛泽东
在这张报纸上获悉刘志丹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
后，极为兴奋。当时的中央红军总部作战参谋孔石泉在
《确定长征最后落脚点目击记》中写道：“这个消息给历经
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
茫茫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彭德怀高兴地对叶剑英
说：“这张报纸来得太及时了，下一步就到陕北去，找刘志
丹！”

《并州日报》创办于 1914年。经费自筹，日出对开报
纸一大张。报社原址在小海子，后在开化寺购置新址。
惜于日本侵占太原时，被迫停刊。

《太原日报》的前身为《山西政报》《山西公报》，由山
西公报馆主办。《山西公报》创刊于 1913年，月出一册，专
载法令。1928年北伐时期，始出版《山西政报》，为山西省
机关报。1932年 2月 1日，改为《山西正报》。1934年 2月
1日，改名《太原日报》，附设在山西公报馆内，社址在桥头
街。该报原为阎锡山的叔丈人徐一鉴设立，改名后由阎
的秘书方闻掌管，社长先后有赵正楷、方闻、徐培峰等，总

编辑先后有张慎之、吴晓芝等。该报日出对开八版。
1937年 10月底，日军攻陷太原前夕，《太原日报》和“太原
通讯社”同时停办。

《小孩报》创办于 1925 年 9 月，四开两版，逢周六出
版，单面印刷。社址在郭家巷。其主要刊有学生修养、儿
歌、故事、校园生活等。

《民话》创办于 1927年 5月 1日。报社设在新城街，日
出四开一张。

《民国日报》创办于 1930年，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
党报，社址先在大袁家巷，后在西肖墙。1939年春，该报
转移陕西秋林复刊，并改名《国民日报》。1945年 9月，报
纸迁回太原，社址在钟楼街。1949年太原解放后停刊。

《太原晚报》创办于 1931 年 9 月，是太原第一家晚
报。设址初在太原二府巷，后迁龙王庙街，三迁新民头条
山西日报社院内。报纸为四开，多发社会新闻，日发行约
千份，最高曾达 8000余份。

1937年夏，“七七事变”尚未发生前，日本在太原新满
城即设有领事馆。驻在太原的日本浪人，常在街上寻衅
闹事。一次，该报刊登了一则日本人在新满城制造车祸
的消息，日人看报后，即纠集了一些浪人，乘坐汽车气势
汹汹来到报社质问。当时社长牛青庵外出不在，报社以
负责人不在拒绝答复。翌日，数名佩带手枪的日人又乘
车前来寻衅闹事。报社人员只好约定于次日上午让负责
人在编辑部专候。一个日本人在临走前写下一个便条：

“你所载新满城事件云云，纯属虚构，应登谢罪之广告而
更正之，否则予以断然之处置。明午见分晓。”牛青庵得
悉此讯后，于次日晨前往报社，一面派人复查车祸经过，
澄清事实，一面准备应急计划。考虑到如应允更正，便是
屈服于暴力，有伤民族尊严，如拒绝更正，日寇势必开枪
杀人。权衡得失，牛青庵当即写就一纸绝命书：“头可断，
民族尊严不可污；血可流，中华男儿不低头！”并将绝命书
交给总编辑张夷行，嘱张如日人肇事，可将此书制成铜
板，分寄全国各大报，以唤醒民众，一致抗日。候至中午，
日人未来。到十二时半，外勤记者杨怀丰归来告说：“日
本人不来了，关于我社稿件事，已列为涉外事件解决。”一
场风波，方告平息。《太原晚报》于 1937年太原沦陷前停
刊，1946 年 6 月 6 日由原报社同仁复刊，社馆在唱经楼
街。1949年 4月太原解放时停刊。

《华闻晚报》创刊于 1931年 12月 31日，社址在新道街
十字路口，为一家私人晚报，日出四开四版一张。初办时
日发 1800份，1934年后，因其编排新颖，售价便宜，消息灵
通，日印 4000份。至 1936年，达日行 8000份。除在本市
发行外，远销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和西北、东北各大城
市，日本也有发行。

报纸之外，这里还集中了一批通讯社。如大同通讯
社，成立于 1931年，社址先在新道街，后迁二府巷，三迁楼
儿底。该社为太原首创的通讯社，也是最大的通讯社，刊
发稿件，以供各报社采用。

1949年 4月 24日，太原解放，晚 6时，创办《山西日报》
的队伍随军进驻桥头街 75号，对原复兴日报社及其印刷
厂进行了军事接管。作为当时中共太原市委机关报，于 4
月 26日出版创刊号。1948年 10月，太原战役打响后，华
北局即派遣组建一支 30多人的新闻队伍，前往前线，创办
一份新的党报，遂请毛泽东题写报头，当时拟就了《新太
原报》《太原日报》的报名供题写时参考。结果，毛泽东题
写的报名是《山西日报》，由此明确了其党报性质，报头由
专人送到榆次。

棋布星陈的报社 鳞次栉比的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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