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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及其机构、大批工厂企业、高等院校等内迁重庆,许多期刊也内迁重庆,共计 194 种。 文

章集中描述 194 种期刊内迁重庆出版时间、原出版地、迁移路线、在重庆持续时间等几项基本信息,主要结论如下:1938 年期

刊内迁重庆达到顶峰;南京、上海、武汉、北平 /北京等地内迁重庆期刊最多;迁移 1 次的期刊最多;内迁重庆期刊持续时间普

遍比较短暂等。 期刊内迁重庆是内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和重庆地区的文

化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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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hil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its institutions, a
large number of factories,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moved to Chongqing, many journals
moved to Chongq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has been made on 194 kinds of journals, time of publication in
Chongqing, original publication site, migration route, and duration in Chongqing.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year of 1938 was a peak time of moving to Chongqing; most journals from Nanjing, Shanghai,
Wuhan, Beiping / Beijing and other places moved to Chongqing; the most journals moved only once; the duration
in Chongqing of journals moved from other places is generally relatively short. The movement of journals into
Chongqing i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movement to Chongqing and an organic part of the Chinese People蒺s anti鄄
Japanese war. The journals蒺 movement to Chongqing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Chinese People蒺s
anti鄄Japanese War an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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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抗战时期期刊内迁重庆的背景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冶,开始了长达

14 年的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冶后,日本强占东

北。 此后连续侵占北平、天津等华北各地,并在上

海制造事端,意图进犯上海。 1937 年 8 月,日本大

举进攻上海。 很快,上海、南京相继沦陷。 1938 年,
日本陆续占领徐州、开封、武汉、广州等地区。 随着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深入,东北、华北、华东以至华

中、华南等很多地区相继成为战区、沦陷区。

早在“九一八事变冶后不久,国民政府即开始筹

划部分内迁工作。 “卢沟桥事变冶后,日本大举侵略

中国,南京形势非常危急,国民政府于 1937 年 11 月

迁都重庆。 为保存抗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成立资

源委员会、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全国战时教

育协会等机构,负责迁建工作,组织大批工厂企业、
高等院校等内迁。 随着国民政府等组织或机构的

内迁,大批文化名人和文化青年为躲避战乱也迁移

到西南、西北各地,“据统计,先后迁入西南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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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56 所,教师学生达 2 万多人,国民政府的主要

科研机关也大量迁往内地冶 [1]。 内迁以重庆为重

点,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中心。

大批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学术团体、文化名人

内迁重庆,为期刊的内迁提供了可能,也促使出版

者、发行者、印刷者等影响期刊出版的各种要素力

量内迁。 内迁重庆后,他们紧紧把握抗战救亡的时

代主题,结合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或创办期

刊,或把期刊迁往重庆发展,或在重庆复刊。 重庆

成为抗战时期出版期刊最多的地区之一。 本文主

要介绍内迁重庆的期刊,包括迁重庆发展的期刊和

在重庆复刊的期刊。
从以往的研究看,抗战时期工厂、高等院校、人

口等的内迁研究成果较多。 笔者以“内迁冶 “抗战冶
为主题检索词,在中国知网共找到 719 条结果(截
至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在 719 条结果中,没有一

条是研究抗战时期内迁期刊的。 又以“期刊冶 “抗
战冶为主题检索词,在中国知网共找到 482 条结果

(截至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在 482 条结果中,无系统

介绍抗战时期内迁期刊的著述,但有涉及到内迁期刊

的论文,如邓国琴和赵明惠的《时代的印记:抗战时期

贵州期刊教育资料整理述评》、陈桂香的《抗战时期重

庆地区稀有期刊荟萃》、刘威的《抗战时期重庆地区期

刊窥探———以 1938 年迁渝期刊为例》等。

2摇 抗战时期内迁重庆期刊的统计分析

抗战时期内迁重庆期刊 194 种,包括在重庆再

版发售的期刊 1 种。 本文主要收集内迁重庆期刊

的刊名、内迁重庆出版时间、原出版地、迁移路线、
在重庆持续时间、出版机构等基本信息,汇入一张

EXCEL 总表,再按内迁重庆出版时间、原出版地、迁
移路线、在重庆持续时间分类,最后按类进行统计

分析。
2. 1 内迁重庆期刊出版时间统计分析

抗战时期,期刊内迁重庆一直在进行,从未停

止过。 如图 1 所示,1932 年和 1935 年内迁重庆期

刊分别是 1 种和 2 种。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冶至

1937 年“七七事变冶期间,日本的军事侵略主要集

中在东北地区,所以内迁重庆期刊较少,但这些期

刊依然具有鲜明的抗战特征。 1937 年有 8 种。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国

立中央大学率先内迁重庆,内迁重庆期刊数量逐渐

增多。 1938 年有 75 种。 1938 年,北平、天津、上海、
南京等地相继成为沦陷区。 国民政府积极组织工

厂、学校的迁建工作,沦陷区的工厂、学校及工作人

员纷纷迁往更为安稳的重庆等地。 随着政府、工
厂、学校、人口大规模内迁重庆,内迁重庆期刊数量

迅速增加,达到历史最高峰。 继 1938 年的内迁高

峰后,1939 年内迁重庆期刊数量继续保持高位,居
第二位。 1940-1943 年的战略相持阶段,期刊继续

内迁重庆,数量比较稳定。 1944-1945 年,抗战进入

战略反攻阶段,期刊每年内迁重庆数量与战略相持

阶段每年内迁重庆数量一致,没有出现较大变化。

!

图 1摇 内迁重庆期刊出版时间分布图

2. 2 原出版地统计分析

原出版地,是指期刊的创刊地。 图 2 是根据期

刊的原出版地统计,中间的迁移地不统计入内,如
《中苏文化》在南京创刊,后迁入汉口,再迁入重庆,
图 2 只统计原出版地南京一次,不重复统计。 原出

版地出版内迁期刊 2 种及以下不统计入图 2,成都、
无锡、浙江分别有 2 种期刊内迁重庆出版,江西、贵
州、泸县分别有 1 种期刊内迁重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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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原出版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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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出版地主要是战区和沦陷区,东至上海,南
至桂林、香港,西至陕西,北至北平、天津,共计 17
个省市。 其中南京、上海、武汉、北平 /北京内迁重

庆期刊最多(如图 2 所示),分别是 65、37、36、15
种,共计 153 种,占总量的 79% 。 究其原因,主要有

三:第一,战前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重心在

上海、南京、武汉、北平等东南沿海和沿江各地以及

华北地区。 第二,经济的不平衡,进一步导致工厂、
高校、人力资源布局的不合理。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

区。冶 [2]“战前我国高校布局不尽合理,90% 的高校

分布在东南沿海和沿江各地以及华北地区。冶 [3] 第

三,抗战前,南京、上海、武汉、北平等地的期刊较其

他地区,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超出数倍。 随着国

民政府组织的内迁,这些地区的期刊也内迁到重庆

继续出版。
广西、香港、广东、湖南、天津、陕西、云南,内迁

重庆期刊分别是 6 种、5 种、5 种、5 种、4 种、4 种、3
种。 相对于南京等地期刊的迅猛发展,桂林等地的

期刊发展比较缓慢,期刊数量和种类都没有可比

性。 而且广西、陕西、云南等地地处抗战大后方,相
对安定,期刊也不用为了躲避战乱内迁重庆。 香

港、广东等地初期是安全的后方,后期才沦为战区。
2. 3 迁移路线统计分析

迁移 1 次是指从原出版地直接内迁重庆。 如

《战时青年》1939 年从汉口内迁重庆。 如图 3 所示,
迁移 1 次的期刊 143 种,占 73% ,表明大部分期刊

是直接内迁重庆。
17!,

34!,

143!,

图 3摇 迁移次数分布图

有些期刊却是一迁再迁,一波三折。 迁移两次

是指从原出版地迁到汉口、湖南芷江、香港等地,再
内迁重庆。 迁移 2 次者有 34 种,占 18% 。 其中 17
种期刊是先迁到汉口、武昌等地,再内迁到重庆。

迁移 3 次及以上有 17 种,占 9% ,其中 8 种期刊途

径武汉。 经统计,25 种期刊途经武汉,武汉成为抗

战时期期刊内迁中转站,主要原因是抗战初期,国
民政府低估了日军的军事能力,对战争严峻形势估

计不足,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英美调停上,认为武汉

离前线较远,比较安全,等英美调停后就地妥协。
所以最初在选择内迁目的地时,国民政府明确规定

内迁目的地是武汉。
迁移次数最多的期刊是《海潮音》。 《海潮音》

于 1920 年在杭州创刊,抗战期间编辑地(不包括印

刷地和发行地)先后迁往上海、武汉、重庆、云南、重
庆、成都、湖南、贵州、重庆等地。 该刊在抗战开始

前和抗战胜利后不停迁移,但一直克服困难,始终

未曾停刊。
2. 4 在重庆持续时间分析

如图 4 所示,194 种内迁重庆期刊抗战时期于

重庆终刊的有 92 种,占 48% 。 近半数的内迁重庆

期刊,在重庆出版短短几年即终刊,这表明在内外

双重困境下,内迁重庆期刊命运波折,在重庆的出

版时间短暂。 民国时期,战争频发,社会动荡不安,
人民奔波流徙,人力和经费长期得不到有力保障。
尽管期刊出版者百折不挠,努力克服千难万苦,尽
力恢复和发展困境中的内迁期刊,但许多内迁期刊

仅仅出版几期就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难以为

继,不得不宣告终刊。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终刊的有

8 种,占 4% ,其中包括一些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期

刊完成历史使命,宣告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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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在重庆持续时间分布图

在重庆停刊,在外地继续出版的期刊 76 种,占
39% 。 该类期刊中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返回原出

版地复刊。 1946 年,国民政府及其机构返回南京,
许多高等院校、工厂、人员纷纷返回南京、上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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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待他们返回后,纷纷在原出版地复刊。 然而,
有些期刊不是返回原出版地,而是随着期刊出版者

到了其他地方出版。 如在汉口创刊的《教育通讯》,
1938 年内迁重庆,1946 年迁南京出版。 又如汉口

创刊的《群众》,1938 年内迁重庆,1946 年迁上海出

版等。
内迁重庆期刊在重庆出版不详的有 18 种,占

9% 。 这里的出版不详,主要指在重庆持续时间不

详,如 1938 年内迁重庆的《华侨动员》和《农情报

告》,1940 年在重庆复刊的《战时儿童》等,从已有

的信息无法推断出在重庆的停刊时间和终刊时间。

3摇 抗战时期期刊内迁重庆的意义及影响

抗战时期期刊内迁重庆,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

的光辉一页。 期刊内迁重庆是内迁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中国人民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 期刊内迁重

庆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和重庆地区的文化发展都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3. 1 积极宣传抗战,以“笔杆子冶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期刊内迁重庆后,围绕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
积极宣传抗战,唤起最广大民众的抗日救亡激情,
使抗日救亡呼声传遍重庆乃至整个大后方,有力支

援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内迁期刊通过刊登一

篇篇饱含激情的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文章、图
片等,激发重庆、大后方和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团
结一切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坚定中国抗战必胜的

信念。 如早在“九一八冶事变后不久,内迁重庆的

《青年世界》即刊载了描述日本侵略东北的《东北游

记》。 1941 年在重庆复刊的《文艺阵地》,宣称“这
阵地之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

抗战的统一战线!爷……这阵地之上,将有各种各类

的‘文艺兵爷,在献出他们的心血,这阵地上将有各

式各样的兵器,———只要是为抗战,兵器的新式或

旧式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 我们且以为祖传的旧

兵器亟应加以拂拭或修改,使能发挥新的威力……
这阵地之上,(我敢断言),又将有新的力量,民族的

文艺的后备军,来增长声威,补充火力。冶 [4] 该刊刊

登了《落后与进步》 《未爆发的夜》 《夜桂林》 《战长

沙》等许许多多传播抗战救亡的文章。
3. 2 保存新闻传播力量,促进重庆地区新闻传播业

发展

来自 17 个省市的 194 种期刊陆续内迁重庆并

继续出版。 内迁重庆的期刊种类齐全,包括政治、
经济、文艺、军事、史地、教育、医学、民族以及综合

性期刊等。 内迁期刊种类之广,发行量之多,史无

前例。 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新闻传播业遭受了巨

大的损失,但大量期刊内迁,避免了在沦陷区遭日

本侵略者的魔爪蹂躏,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力量得到

了保存。
抗战时期期刊内迁重庆,为重庆期刊业的发展

繁荣带来了机遇。 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学术

团体等纷纷把期刊内迁重庆,重庆地区的期刊数量

由少到多,种类由简到繁。 这些期刊传播了新的知

识、技术、观念与风气、新的风俗与习惯等,冲击着

重庆地区落后、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 这些期刊

启迪思想,传播文明,宣传先进思想和文化,促进了

重庆地区的新文化传播和人民认识的不断提高。
这些期刊既满足了战时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又促

进了重庆地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加快了重庆地区

的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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