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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近现代以来历史事件的重要记录者，是
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素材和佐证。今年 4月初，由
丽水市档案馆编辑的《丽水老新闻（1871—1949）》荣
获丽水市 2021—2022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突出成果
提名，是 100 项获奖成果中唯一的学术资料整理类
成果。

《丽水老新闻（1871—1949）》的收集整理工作耗
时十余年。之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文字录入、编辑
校对和多轮修改完善后，于 2023年 8月正式出版。

全书共收录了 1871 年至 1949 年期间各地老报
纸中有关丽水（包括原处州府所属十县）的老新闻
708篇，共计 34万字，时间跨度长达 78年。读者可以
从老新闻中追寻历史的足迹，感受丽水社会的变迁。

历时十余年收集编辑成册

沧海桑田，故纸苍黄，每一张老报纸都写满了故
事，沉淀着岁月。在丽水市档案馆里，珍藏着近千份
近现代各类报刊，其中既有在全国和全省有较大影
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东南日报》《浙江日
报》等，也有地方办的《处州日报》《民生日报》《处区
民国日报》《浙南日报》。

“这些报纸中印有大量关于丽水的新闻报道，这
些新闻反映了丽水地区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
是考证丽水历史的重要史料。”丽水市档案馆档案与
电 子 文 件 登 记 备 份 中 心 副 主 任 、《丽 水 老 新 闻
（1871—1949）》的主编周率说，虽然该书是 2022 年
初被丽水市档案馆正式列入编研内容，但自己从十
多年前开始，便着手收集与丽水相关的新闻了。

2021年开始，周率对市档案馆馆藏的近现代报
刊进行全面摸底调查，翻阅了近千份报纸。由于部
分报纸没有进行数字化扫描，这给前期的收集工作
带来一定困难。他经常只能通过抄写新闻标题、全
文拍照这样的方式收集有关丽水的老新闻。

除了工作时间，周率还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埋头
于故纸堆里，从浩如烟海的报道中细心筛选，逐页翻
阅，生怕错过任何一篇有价值的老新闻。为了更全
面地收集有关资料，周率还赴浙江省档案馆、温州市
档案馆寻找丽水老新闻。“特别感谢这两家单位数字
资料库的建设，让我又快又准地找到想要的资料。”

收集这些老新闻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然
而要想将近千篇老新闻从照片转化为文字，完成文
字录入、校对与编辑等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民
国时期的新闻，其采用的繁体字、语法等与当代存在
显著差异。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老报纸上的新闻资料存在
模糊不清、字迹难以辨认等问题，这给文字录入和校
对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周率说，为了方便读者
阅读，他花费大量时间去查阅资料和文献，将原文中
的繁体字和异体字尽量转换为简体字，对无法找到
对应简体字的繁体字或异体字给予保留，同时，对原
文中的错别字、漏字予以改正并标明记号，以确保语
句的通顺和准确。

“原本拟收录的老新闻有近千篇，近 400 多页，
由于版面限制，不得不删减到现在的 307 页。尽管
有所遗憾，但仍保留了最具代表性和史料价值的新
闻内容，为读者呈现丽水一段泛黄的历史。”周率介
绍。

打开了一扇通往近现代丽水的大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报纸作为近现代信息传
播的主要渠道，以其即时高效的特性，成为记录时
代变迁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的风向标，更是我们窥探历史变迁的宝贵窗口。

《丽水老新闻（1871—1949）》一书，为我们打开了一

扇通往近现代丽水的大门。
这本书按照内容精心分类，从社会、经济、军事、

科教文卫到司法案件，每个大类下又细分小类，每一
条新闻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确保了事件的完整性
和连续性。

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近代报刊首先在我国沿
海大城市出现。丽水地处山区，但也不意味与“新
闻”无缘。周率介绍，关于丽水地区的新闻，现最早
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年（1871年），当年《申报》上刊
登了一篇题为《饬处州镇总兵赴任》的新闻，内容是
处州镇总兵方友才赴丽水上任。这一时期的新闻内
容多聚焦于官员任免、重大自然灾害或奇闻逸事，如

《军门履任》《太守视事》等，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社
会风貌和治理状况。

透过这些老新闻，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
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清朝末年的丽水，社会动荡
不安，官员贪腐成风；进入民国初年，丽水经历了重
大自然灾害的频发和军阀混战的洗礼。在抗战时
期，丽水更是一跃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和政治、文
化、经济中心，党政军动态、文化宣传活动和活跃的
工商业都成为这一时期新闻报道的热点，展现出了
丽水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如《文教
会画展会在丽水展览》《浙大龙分校演剧劳军》《省立
处州民教馆巡回讲映电影、“九一八”映最新影片》等
这些新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丽水当时文化繁荣
的生动画卷。从画展到戏剧演出，从电影放映到体
育竞技，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丽水人民的精神生活，
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抗战热情。

然而，与此同时，日军两次侵占丽水期间的暴
行、令人恐怖的传染病等也在老新闻中留下深刻的
烙印，如在《民生日报》《东南日报》的新闻标题中，频
频使用了“丽水遭猛烈轰炸、敌机狂炸丽水、敌机灭
绝人性、丽水遭空前浩劫、狂炸丽水、敌机连袭丽水”
等词语，那时丽水人民的艰苦生活，战争的残酷和无
情，也都被这些老新闻一一记录。

提供了解近现代丽水的独特视角

严格来说，《丽水老新闻（1871—1949）》并非传
统意义上的书籍，而是一部由 708 篇关于丽水地区
社会、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情况的珍贵史料汇
编。这些新闻内容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新闻报道，还
收录了一些具有较高新闻和史料价值的广告、启事、
读者来信、调查报告、评论等。

“全书收集的老新闻中，属抗战时期的新闻报道
最多。这与《民生日报》的创刊密不可分，该报于
1940年 2月 5日在丽水创刊，报道了丽水各地关于
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新闻，发表了大量
进步文章，为丽水地区的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作出
了积极贡献。”周率说，“遗憾的是，该报在 1941年 9
月因日机炸毁报纸印刷厂被迫停刊。即便如此，它
留下的珍贵报道，仍然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丽水历
史的重要依据。”

《丽水老新闻（1871—1949）》的价值在于其真实
性和客观性，这些新闻报道都是反映当时丽水社会
的真实写照，它们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人民生
活、军事战争和历史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解近现代丽
水的独特视角。

如《敌寇流窜浙南记》这篇文章为我们展现了一
幅 1944 年秋天浙西南地区抗日战争的生动画面。
该文作者为时任浙省第九区行政督查专员余森文先
生，当时他负责督导辖区各县应变御敌，他描述的亲
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战
争的激烈与残酷。从丽水城的沦陷到收复，先辈们
展现出了惊人勇气和坚定信念，他们不畏牺牲，勇于
奋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抵御敌寇的钢铁长城，
这种抗战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我们。

“通过《丽水老新闻》这本书，希望可以为学者们
研究丽水地方历史文化提供第一手史料。”周率说。

目前，该书已在市图书馆上架，获得不少读者的
点赞好评。一位读者表示，通过阅读这本书，自己就
像与过去的人进行一场“对话”，从另一个视角深入
了解丽水的历史和文化，也对自己进行了一次深刻
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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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38年年55月月2626日日，，日军飞机轰炸丽水城区日军飞机轰炸丽水城区。。

刊于刊于 19411941 年年《《展望展望》》的丽水抗的丽水抗
战阵亡将士纪念塔战阵亡将士纪念塔。。

刊于刊于19411941年年《《展望展望》》的丽水车站的丽水车站。。

19391939年年88月月2121日日，，处州中学大礼堂被炸后的情景处州中学大礼堂被炸后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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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上世纪4040年代的小水门年代的小水门。。

19391939年年，，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迁松阳古市后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迁松阳古市后，，成立了抗日战地服务队成立了抗日战地服务队。。图为队员在广因寺总校门口合影图为队员在广因寺总校门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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