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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根据地和解放区红色报纸的整理与利用

□张丽静　郑清文∗

　　摘要　高校图书馆藏革命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应加大力度整理、揭示与利

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更好地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根

据地和解放区出版了大量红色报纸,这些是重要的革命文献.文章从学术界对根据地和解放区

报纸的研究现状调研分析入手,基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以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为主的根据地和解放区

红色报纸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实践,介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红色报纸概况,揭示其馆藏特点,并分

析研究这些红色报纸的出版方式与刊载内容,进而阐述了挖掘与利用红色报纸的时代价值与实

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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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

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１].”
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在«关于充分运用革命文物资源

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文物革发

〔２０２１〕２５号)中强调:“高校博物馆、校史馆、档案馆

和图书馆应依托自身革命文物资源,创新服务思政

课程的工作载体,积极打造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的主题活动[２].”高校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丰富,
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汇聚交融

于此,实现以文化人是高校图书馆立德树人的特色优

势[３].革命文献是许多高校图书馆的珍贵馆藏,具有

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高校图书馆应加大力

度整理、揭示与利用好革命文献,深挖其中所蕴含的

革命精神、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让用户在阅读感悟

中汲取文化养分和精神力量,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

色基因,更好地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红色报纸是指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的地区出

版的报纸,是一种重要且极具特色的革命文献.报

纸作为近现代社会重要的信息载体,与历史息息相

关,其中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红色报纸更具有其特殊

的历史意义.它以其独特的形式,从不同侧面和视

角真实记载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生活,生动全

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在政治、文化、军事、生活等方

面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些珍贵的革命遗产历经沧桑,得以长期保存至今,
极为难得,为党史、军史及相关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

量、详实的一手资料[４],也为当代思政教育和党的红

色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目前,国内学术界从图书馆视角出发对革命文

献挖掘与利用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而针对根据

地和解放区出版的红色报纸的整理与研究更有待加

强.本文在梳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北京大学图

书馆(以下简称为北大图书馆)挖掘与整理馆藏根据

地和解放区红色报纸①的实践为例,介绍了北京大

学图书馆藏(以下简称北大馆藏)根据地和解放区红

色报纸概况,并对其加以揭示,解析其内容特点,进
而阐述了挖掘与利用根据地和解放区红色报纸的时

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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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北大馆藏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时,还包括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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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从学术论文发表情况透析根据地和解放区红色

报纸研究现状

笔者于２０２２年７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
“解放区”“边区”和“根据地”为检索词,分别组配“报
纸”“报刊”和“出版物”等检索词,在题名字段中进行

检索,对当前红色报纸研究的期刊论文的发表情况

进行调研,以期了解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的研究现

状.对检索结果分析总结得出:
(１)从文章发表的数量和时间跨度来看,１９６１

年翟准发表的«我所知道的“边区群众报”»为第１篇

文章,到２０２２年王飞发表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

报纸出版宣传研究———以‹解放日报›和‹新中华报›
为主的考察»为本次检索的最新１篇文章,两者相距

６１年,期间共有１１３篇文章发表.从中可以看出,
虽然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研究的起点时间较早,但
就专题领域研究而言,研究文章总产量并不高,研究

成果也不多,尚未形成研究热点.
(２)从文章研究内容来看,百余篇研究文章中,

主要以对某一根据地或解放区报纸的介绍居多,比
如对陕北、华北、川陕、山东、晋察冀、陕甘宁、晋绥等

地的报纸均有介绍,或以某一两种有代表性报纸的

具体介绍较多,如«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冀中导

报»«边区群众报»«抗敌报»«晋绥日报»«江淮日报»
等,研究内容较单一.此外,谈及报纸的作用则多着

眼于对当时抗战和爱国精神等宣传作用的描述,但
对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作为革命文献对于当今思政

教育的作用与价值挖掘得不够.如何更好地整理和

研究这些报纸,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研究提供史

实资料;如何充分挖掘与利用这些第一手史料,为新

闻出版行业发展提供宝贵的思想源泉;如何更好地

将其用于当代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大学思政课堂,对
以上这些内容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比较少.

(３)从系统完整地介绍机构收藏情况来看,综观

所有研究文章,整体介绍某一机构馆藏根据地和解

放区报纸的文章非常少,仅检索到国家图书馆有馆

藏报纸情况的大体介绍.国内许多图书馆或多或少

都收藏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出版的红色报

纸,应加强整理与挖掘这部分馆藏,掌握图书馆整体

收藏情况,揭示与利用好这一珍贵革命文献,不仅方

便同行间了解和馆藏相互补充,同时也利于教学科研

之所用,真正发挥图书馆藏革命文献的价值和作用.

２　北大馆藏根据地和解放区红色报纸的梳理统计

与特点揭示

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是一部内容丰富、真实生

动的历史长卷,翔实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那个特殊

时期的历史原貌,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北大图书

馆收藏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８８种①,已经形成了

较为完整的红色报纸馆藏体系.其馆藏的主要特

点为:
一是收藏报纸的种类比较齐全.各根据地和解

放区的报纸都或多或少有所收藏,特别是陕甘宁、晋
察冀、华中、东北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报纸都有收藏

且较齐全.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

鲁豫、冀热辽、山东、晋绥、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
南、皖中、广东、湘鄂赣、鄂豫皖、河南等抗日民主根

据地,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中、晋冀鲁豫、中原、山
东、晋察冀、东北、陕甘宁、晋绥等解放区,都纷纷创

办报纸.以下主要按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

期,以陕甘宁、华北、华中、东北局、中原局、华东局等

区域划分范围,统计出北大馆藏红色报纸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报纸在各大根据地如雨后

春笋般迅速创办起来.这一时期各根据地创办的抗

日报纸,北大馆藏主要包括:(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

陕甘宁边区创办的报纸,有«解放日报»«群众日报»
«新中华报»«大众报»等５种;(２)八路军创建的华北

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和山

东四大分区出版的报纸,如«人民日报»(晋冀鲁豫)、
«新华日报»(华北版)、«北岳日报»(晋察冀边区)、
«察哈尔日报»(晋察冀)、«抗敌报»«冀鲁豫日报»«太
岳日报»«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大众报»«晋绥日

报»«大众日报»«胶东日报»«渤海日报»等３７种;(３)
新四军建立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报纸,主
要有«江淮日报»(江淮解放区)、«江海报»(华中分

区)、«新华日报»(华中版)、«人民报»(华中)、«淮南

日报»等１２种.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当时社会局势的需要,先后

建立了东北、中原、华东等解放区,解放区各部队陆

续改称人民解放军.这一时期解放区报纸的出版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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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凡是报纸名称和主办单位有更改或有变化的,如１９４０年晋察冀边委会机关报«抗敌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则计为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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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新的势头,主要有«东北日报»(山海关)、«辽南

日报»(瓦房店)、«大连日报»(大连)、«辽西日报»(锦
州)、«吉林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西满

日报»«江汉日报»«中原日报»等２９种.
根据国家图书馆杨宝青的«民国时期解放区报

纸的历史价值及馆藏介绍———以国家图书馆馆藏为

例»[４]文章内容,查得国家图书馆收藏解放区报纸

１２９种①,并核对其文章中提到的解放区重要报纸,
北大图书馆大部分都有收藏原件或影印件,其中有

些报纸如«冀南日报»(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人民日报»
(华北局)、«新华日报»(太岳版)(华北版)原版的部

分年月会对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解放区报纸缺省部分

有所补充,可见北大馆藏红色报纸的种类较为丰富.
二是报纸收藏的时间范围比较长.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期间,各年出版的红色报纸大都有所收

藏,且有些报纸从创办开始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期,即
使有些月份馆藏无原件,也有影印件作为补充,如
«大众日报»(山东),馆藏从 １９３９ 年创办起直到

１９４９年２月,再如«解放日报»(延安)影印件和原件

互为补充,也是完整收藏.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红色报纸,按

北大馆藏每种报纸的创办年份统计得出,在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年间创办的报纸品种相对要少一些,主要有

«解放日报»(延安)、«抗敌报»«晋绥日报»«冀中导

报»«盐阜报»«东北日报»«人民报»«冀南日报»等,这
段时间正处于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抗战的艰苦条件

所限,不易保存,能留存下来的报纸本来就不多.而

馆藏的创办于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的报纸品种相对较多,
仅１９４９年就创办了２３种解放区报纸,且这一段时

间内出版发行的解放区报纸数量也为最多.这一时

期正处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解放战争

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不断巩固与扩大,共产党领

导创办的报纸,不仅报刊种类和发行份数有了大量

的增加,而且在报刊内容和编印技术上,都提高到一

个崭新阶段,政治宣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５].因此,
这一时期出版的红色报纸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

都远超抗日战争时期.
三是收藏的报纸原件比较多且保存现状尚好.

北大馆藏８８种报纸中除了«北平解放报»«抗敌报»、
«人民日报»(晋冀鲁豫)外,其余８５种报纸均有收藏

年份的原件.另外,这些红色报纸虽然纸张及印刷

质量较差且经过战争洗礼,但由于及时加装保护装

具,大部分至今保存尚好.

３　北大馆藏根据地和解放区红色报纸的出版方式

与刊载内容分析

北大馆藏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红色报纸出版时期

特殊,承载着鲜明的时代背景特点,其创办目的、刊
载内容、主办群体,以及报纸的印刷及发行方式,都
有着独有特点和时代烙印.

(１)在印刷出版方面,形式不一且印制质量差.
报纸基本为四开大小,有的是日报,有的则两三天出

版一次,出版频次不固定,有铅印、油印和石印.由

于受战时条件和环境所限,以及印刷技术落后和纸

张来源不同,导致红色报纸具有报名不断变更、社址

不断变迁、刊期不定、纸张不一、印刷方式不同、印制

质量较差等特点[４].如«冀中导报»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０
日在河北省任丘县创办,四开四版,隔日或三日刊,
最初为铅印,１９３９年为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改为

石印,间或油印,因随军出版,社址不定.１９４２年５
月后,又因抗日战争转入半地下状态,该刊一度停

刊,１９４６年又复刊,铅印出版[６].«新华日报»１９３８
年１月１１日在武汉汉口创办,随着抗战战局的变

化,报社随八路军办事处迁往重庆,后随着战争形势

发展,出版了不同版别称谓的«新华日报»,即«新华

日报»汉口版、重庆版、华北版、太行版、太岳版、华
中版.

(２)在主办群体方面,注重群众参与办报.报刊

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同群众的紧密联系,这也是根据

地和解放区红色报纸的生命所在.报纸代表群众意

见,读报的人就是办报人,报纸比较地方化,也通俗

易懂,可以消除编者与读者间的隔阂,读者的意见也

能够及时反映到报上,成为编者的意见,政府根据报

上读者意见,检查和改进工作[７].真正做到了要为

人民办报,要靠人民办报.如«晋绥日报»就强调是

为晋绥边区人民办的报纸,根据民众需要而办报,服
务根据地广大工农兵群众,以报道晋西北根据地的

建设以及人民生活为主要内容,在广泛征求读者意

见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办报质量,充分体现了为人民

办报的宗旨[８].西安«群众日报»辟有“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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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提及的解放区,为广义的说法,包含了本文所述的根据地和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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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答读者问”等专栏,回复群众关心的问

题,体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３)在报道内容方面,记载真实且丰富生动.报

纸按战时需要而创办,报道内容十分真实,因大多作

者撰写的就是本人的亲身经历,阅读起来有一种亲

切、朴实感.这些红色报纸详实报道了军民英勇杀

敌战况、重要历史事件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策和

会议资料等,记录了人民的生活场景,并真实地反映

了人民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画

面.如«东北日报»紧跟斗争形势,把军事宣传报道

放在突出地位,以消息、通讯、评论、每月每周战况、
图片等多种形式,内容涉及军事分析、胜利捷报、功
臣英雄介绍、拥军爱民等,如实报道了东北人民解

放战争中的重要战斗和感人细节[９].«解放日报»
专门开设“边区生产运动”栏目,大力宣传劳动模

范,组织劳动竞赛,推动大生产运动迅速展开,在
克服经济困难、指导群众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独特

的作用[１０].
(４)在宣传作用方面,成为抗敌有力武器.红色

报纸作为抗日民众的喉舌、党联系群众的纽带,起到

了很好的红色宣传作用,为民众正确认识中国共产

党、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了报纸组织群

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作用,也发挥了团结人民、
教育人民的作用,同时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

开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１１].
如«江淮日报»的发刊词表明其既是党报,又是华中

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众的喉舌,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广

大群众的桥梁,是与敌伪顽势坚决斗争的有力武器,
该报的任务是发动和支持民众抗日运动,团结各抗

日阶层,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１２].
«晋察冀日报»主要刊登国际、国内消息以及边区消

息和言论,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及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同时利用社论、评论提出并解决

军民思想认识问题,对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宣传与

指导作用[１３],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中,作出了重

要贡献.

４　根据地和解放区红色报纸的时代价值挖掘与利

用实践路径

４．１　为史学研究提供原始资料,服务学科建设

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是记录根据地和解放区真

实社会现状的一个重要资料库,其详实记载了战时

在历史、军事、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

真实内容.这些保存至今的珍贵史料,是了解和研

究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重要参考资料,通过这些报纸,
可以回溯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过去,真实还原那段时

间的历史原貌.如山东«大众日报»从解放战争开始

时的苏中战役,到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
良崮战役、南麻临朐战役、胶河战役、潍县战役、兖州

战役、济南战役等都作了全面系统、集中突出的报

道[１４],为研究这些军事战役和山东解放史,提供了

真实的一手资料.
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所记载的内容是很好的研

究史料,可为史实考证提供依据.为了更好地服务

于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研究,高校图书馆

应加大力度挖掘和梳理馆藏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
同时根据相关学科发展需要,组织力量就某一主题

进行全面挖掘和深入揭示,做好专题研究和学科服

务工作.实践中可采取充分掌握和跟踪本领域相关

研究人员的研究动态,主动提供有价值资料,适时介

入其研究和教学之中,不仅馆藏根据地和解放区报

纸得以充分利用,同时助力教师开展的研究;此外,
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整理揭示基础上,可按照报

纸地域、时间或主题分类,逐步数字化扫描,据调查

了解,图书馆界现尚未建成根据地和解放区红色报

纸专题数据库,可采取馆际互补合作建设方式,建成

全文数据库,也可在注重研究者个性化研究需求下,
就某个主题进行碎片式数字加工,采取边建设边投

入使用的建设模式,建成专题学术数据库,真正方便

研究者所用.

４．２　为新闻出版提供行业史料,服务行业发展

不同时期的报纸印刷出版各具特色,无论在纸

张材质上,印刷方式上,人员构成上,办报政策、方针

和原则上,还是报纸创办的复杂经历,都记录着党的

新闻出版工作的发展历程.一份报纸与现代报纸的

继承和延续关系,记录的创办时间、创办单位、创编

人员、战地记者等信息,以及报社承担的新闻教育事

业,都值得新闻出版行业深入研究和学习,有益于现

代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如从报名的不断变更和合并

中得以延续,从中了解一份报纸的创办史,«群众日

报»前身为«边区群众报»,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０日,更名

为«群众日报».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０日西安解放后,接
收了国民党的«西北文化日报»«建国日报»«西京日

报»等,１９５４年又改名为«陕西日报»,成为中共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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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机关报[１５].再如可从记者报道中研究新闻工

作者的敬业精神,著名军事记者张帆始终活跃在华

北和西北战场前线,从绥远到冀、察、热、辽,深入连

队冒着生命危险到处采访,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

役、解放兰州、解放宁夏诸战役,写下了大量新闻和

通讯[１６].此外,从报纸刊载内容中了解新闻教育事

业,发现其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战胜利后,解放

区的新闻教育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趋势,陆续开办

短期训练班和新闻学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华中新

闻专科学校与华北联合大学新闻系,讲课任务和主

持日常工作主要由«新华日报»(华中版)和«晋察冀

日报»等工作人员承担[１７].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每种报纸无论在报名、印刷

方式、出版形式、刊载内容还是编辑人员组成上的变

化或改革,都记录着新闻出版工作的发展历史,值得

研究.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的出版研究实践途径,
可采用图书馆与高校院系协同合作模式,可与高校

新闻传播等相关院系合作,教师从专业角度协助馆

藏资源梳理,馆员从资源发现角度为教师提供研究

资料,助力研究人员开展红色报纸研究;也可招募对

此感兴趣的师生开展专题研究,以设立课题形式完成

研究任务.研究可从影响力较大、延续时间较长,且
与当代报纸有着继承关系的红色报纸入手,研究报纸

创办出版、编辑印刷、记者编者、发展沿革等内容,从
历史中汲取有益经验,助力新闻出版行业的发展.

４．３　为思政教育提供丰富素材,服务立德树人

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红色报纸都是按照战时

需要在不同地区创办的,报道的内容紧密跟踪与直

击战争现场,其中记录着许多著名战役、英雄事迹、
典型人物,是原始、真实、丰富的红色革命传统教育

材料.如对其价值加以深入挖掘,将在红色基因传

承、革命资源研究、革命文化传播等方面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１８].如１９４７年２月初,几乎每份解放区

报纸,都登载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晋绥日报»以
«向刘胡兰同志致敬!»为题发表评论.山东«大众日

报»也注重英雄模范事迹的报道,如对鲁南平邑一区

的陈毅担架队、滨北黎玉运输队、飞行爆炸大王左太

传爆破队、莒南钢铁担架运输队、滨海高广珍爆炸大

队、沂南子弟兵团、鲁中高运成与金维三爆破射击大

队等先进模范单位的英雄事迹重点宣传[１４].«解放

日报»则特别宣传劳动模范,最初见报的是劳动英雄

吴满有,还有马丕恩及其女儿马杏儿、退伍军人杨朝

臣、模范共产党员申长林、工业劳动英雄赵占魁、模
范医生阮雪华和白浪、模范小学教师陶端予等[１０],
讴歌了一大批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各行各业英雄

人物和他们的感人事迹.
红色报纸中报道的大量革命英雄事迹和人物,

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可以很好地

融入思政课堂,也可以作为服务社会的鲜活素材,作
为图书馆助力全社会开展爱国教育,推动民众进行

道德建设的教科书[１８].图书馆应组织力量,加大挖

掘整理这部分红色资源的力度,提取红色报纸中的

经典红军故事、抗战英雄人物、群众典型事迹,做成

红色人物库或故事库,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素

材,与学校部门或院系联合,有机融入到大学生思政

教育体系中,也可放入到学习强国等平台上,服务于

社会.北大图书馆结合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革

命文献于２０２０年创建大钊阅览室,大力传承大钊精

神,积极弘扬革命文化,探索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特色

文献服务相结合、“四史”学习书籍的信息组织与专

题陈列相结合的合理途径[１９].同时不断推进对革

命文献的整理与挖掘,加强其深入研究与实践利用,
通过举办革命文献展、革命人物宣传学习、诵读红色

经典等主题教育活动,以及与学校人文学部和教务

部联合开展“传承北大人文精神”强基计划人文学生

工作坊,积极探索融入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思政教

育活动,以期实现革命文化教育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力争成为大学校园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高校图书馆

可根据自身及馆藏特色,挖掘与揭示革命资源为思

政教育提供素材.

５　结语

总之,用好革命文献,弘扬革命文化,推进以文

化人,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职责和使命.高校图书

馆要加快对包括红色报纸在内的馆藏革命文献的梳

理与揭示,加强阐释性研究和创新性利用,提炼和弘

扬革命文献所蕴含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赓续红

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更好地服务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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