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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民族最多的省份，是祖国大家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云南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解放，为了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进步
和繁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了许多优秀中华儿女，也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
今天，云南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其中的新闻业已形成一个大的产业，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已经
深入到祖国最边远的城镇、乡村，每天影响着千百万群众。
各民族群众已经把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作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
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文化建设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团体，都十分重要。
文化可以说是灵魂，是生命力。
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就难以立足于世界之林；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人民，是
愚昧无知的人民；一个企业、一个团体没有文化，就会失去凝聚力、创造力，走向涣散衰败，甚至走
向死亡。
新闻传播业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传播具有特殊性，它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对社会的影响力较
大也较直接，因此，新闻传播的重要性不同一般。
　　当今社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新闻传播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新闻传播业不发
达的国家也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所以，信息传播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繁荣经济，走向强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新闻传播业十分重要。
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过程中，办好新闻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产业，就可能带动各项文化产业的
发展，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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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新闻史话》记述了云南新闻媒体对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活动，记述了从清末到解放前夕
新闻业遭受的种种限制、迫害和摧残，也记述了解放后新闻事业走过的曲折发展道路。
宣统元年（1909）10月创办的《云南日报》，已开始设有访事员（相当于今日之记者），专职进行本
省新闻的报道。
该报对英军入侵我省片马地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表达了人民群众反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严
正立场。
《滇南公报》对片马问题也作了连续报道，披露了清廷官吏投降媚外，将中国土地随意划给英人的罪
行。
《滇声报》和《义声报》作为护国起义的喉舌，用大量篇幅报道了都督府的重要文电，护国军英勇奋
战的消息，各地民众、海外华侨对护国战争的支持和捐助；发表社论、社说、时评、文章揭露和抨击
袁世凯的卖国独裁罪行，表达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决心；两报还对唐（继尧）、蔡（锷）、李（烈
钧）提出的护国四大誓言给予高度评价。
《义声报》和《滇声报》还对云南各族群众响应五四运动，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进行了连续多天的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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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作舟，1940年3月出生于河南郑州。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
曾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多年。
云南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参加编撰《历代文学名篇欣赏》丛书，主编《宋诗讲座》（1986年）
；翻译《天线指向东方——西方国家对外广播内幕》一书（1992年）；编著教材《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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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云南第一张报纸《滇南钞报》二、革命党人创办的《云南》杂志三、革命党人创办的《滇话
报》四、《丽江白话报》五、革命党人创办的《光华日报》六、《云南旬报》及其他报刊七、第一张
《云南日报》的创办八、民办报纸《滇南公报》九、云南的政党报纸十、云南的民办报纸十一、反袁
报纸《滇声报》十二、护国起义的喉舌《义声报》十三、著名报人惠我春十四、护国运动中的其他报
纸十五、五四时期的《义声报》十六、五四时期的《滇声报》十七、五四时期的其他报纸：十八、云
南学生的办报活动十九、地下党的办报活动二十、《云南民众日报》二十一、《云南民众日报》的副
刊二十二、《云南民国日报》的创办二十三、《云南民国日报》的救亡宣传二十四、第一张晚报《云
南晚报》 二十五、第三张《云南日报》的创办二十六、《云南日报》的初期宣传二十七、《云南日报
》的副刊二十八、龚自知生平二十九、云南早期的新闻电影三十、斯诺云南行之三十一、斯诺云南行
之二三十二、斯诺云南行之三三十三、斯诺云南行之四三十四、斯诺云南行之五三十五、斯诺云南行
之六三十六、斯诺云南行之七三十七、斯诺云南行之八三十八、斯诺云南行之九三十九、云南广播电
台的建立四十、抗战时期报业的繁荣四十一、《朝报》和《益世报》四十二、《中央日报》与《侨光
报》四十三、抗战时期的《云南日报》（一）四十四、抗战时期的《云南日报》（二）四十五、抗战
时期的《云南日报》（三）四十六、个旧《曙光日报》四十七、顾建平及其《滇西日报》四十八、《
正义报》和《扫荡报》四十九、云南报纸的民主斗争五十、昆明广播电台的建立五十一、滇军抗战报
道（一）五十二、滇军抗战报道（二）五十三、滇西抗战报道五十四、美空军参战报道五十五、修筑
滇缅公路报道五十六、萧乾与滇缅公路五十七、《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五十八、抗战时期的新闻电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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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云南第一张报纸《滇南钞报》　　清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慈禧太后迫于内外
压力，不得不下令推行“新政”，允许各地设学校、开报馆。
在这种形势下，各地督抚纷纷以提倡“新政”作为标榜，以办报装点门面。
1903年，云贵总督衙门和云南巡抚衙门共同创办了一张官报，这就是云南历史卜的第一张报纸《演南
钞报》。
　　在此之前，云南只有一种由私人抄录散发的“辕门抄”，抄录一些朝廷和各地官场的消息，供各
地官员参考，很少在民间流传，所以不具有报纸的性质。
　　《滇南钞报》（即《云南抄报》之意），光绪二十九年（1903）10月9日创刊。
四开单面铅印小报。
其栏目有：谕旨恭录、宫门抄、折奏照录、文牍摘要、本省辕门抄、论说摘要、事实汇记（分学校、
交涉、军政、公务、商务、矿务几个小目）、外省新闻、各国新闻、省城市价、广告等十多个栏目。
有时增加本省要事杂抄、本省文牍等。
它的大量篇幅主要抄登当时外地报纸《时报》、《申报》、《农学报》、《外交报》、《新闻报》等
刊载的有关新闻报道和其他重要资料，也少量刊登昆明地区的商业行情及商业广告等。
这张报纸发行了四年零五个月，于1908年3月改为《云南政治官报》继续发行。
《滇南钞报》的发行使闭塞的云南得以与省外国外互通消息，增长见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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