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A洛阳·关注2013年4月10日 星期三
编辑／宋锋辉 校对／项辉 组版／莉莉

核心提示

作为一般读者，大家更关心
的是在咱洛阳本地出版的、反映
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报纸。

“民国时期的老报纸，除《新
洛阳报》外，现在所存寥寥无
几。”朱晓杰介绍说，“新中国成
立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
让洛阳人提起‘国民党反动派的
报纸’，人人胆战心惊，家里不
敢保存，怕给自己惹来麻烦。现
在市场上的民国报纸，绝大多
数是从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
流出的，不少还盖着这些单位
的公章。”

记者查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藏报纸目
录》，根据馆藏报纸，可以大致还
原民国时期《新洛阳报》创刊之
前的洛阳本地出版的报纸的基
本情况：

《中原日报》 1941年10月1
日创刊，1941年、1942年、1943
年、1946年、1947年的报纸北京
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仍有保
存。1944年、1945年，洛阳沦陷，
《中原日报》停刊。

《中原晚报》 1941年11月1
日创刊，北图存有1941年、1942
年的报纸。

《阵中日报》北图存有1942
年、1943年的报纸。

《行都日报》 1938年1月15
日创刊，北图存有1938年至1944
年的报纸。

《河洛日报》 创刊时间不
详，北图存有1935年 2月至3月
的报纸。

《河洛日报中原日报联合
版》 北图存有1942年 7月至11
月的报纸。

《河南民报》创刊时间不详，
北图存有1941年、1942年、1945
年的报纸。

《洛阳日报》（民国时期报纸，
和今天的《洛阳日报》，不是同一
份报纸）北图存有1946年、1947
年的部分报纸。

《偃师新报》创刊时间不详，
北图存有1942年、1943年、1944
年的报纸。

□记者 程奇 忻尚龙 文/图

提起咱洛阳的报
纸，很多市民如数家
珍：《洛阳日报》《洛阳
晚报》……

新中国成立之前
的洛阳报纸呢？“《新
洛阳报》！”资深读者
脱口而出。

那 么 ，《新 洛 阳
报》创刊之前的洛阳
报纸呢？很少有人能
回答。

昨日，是《洛阳日
报》的前身——《新洛
阳报》创刊 65 周年纪
念日。记者广泛拜访
我市文物收藏人士，
通过其珍藏的报纸原
件，探究晚清、民国的
洛阳报业，希望能为
读者解开这个谜团。

如果百年时光真的可以穿越，让
我们回到 20 世纪初晚清时期的洛
阳。当时的读者，能看到什么报纸呢？

答案是《河南官报》！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博士、河

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洛阳
金石文字博物馆馆长朱晓杰先生，抱
出一摞又一摞《河南官报》，笑着说：

“虽说没有收集齐全，但遗漏的份数并
不多，你们可以相对完整地还原这份
报纸的全貌。”

朱晓杰说：研究河南近代史，尤其
是研究河南报纸，作为清末官报的《河
南官报》，堪称是最重要的资料。

1904年12月11日(清光绪三十
年十一月初五)，时任河南巡抚陈夔
龙批准在当时的省城开封创办《河
南官报》。它的刊行见证了当时社

会的剧变，它也是晚清新政的产物。
《河南官报》的大小，和今天的苹

果iPad4相仿，相当于现在的大32开
本，排版规格和传统线装袖珍书类似，
每期一般为24面至32面,每面一般
为12列,每列约36字。

虽历经百年沧桑，纸张依然整洁，
字体工整清晰，甚至连每个标点符号
都清晰可辨，其印刷水平，和今天的报
纸杂志相比，并不逊色多少。

《河南官报》每5日出一册,逢农
历的五、十出版，十二月下旬和正月上
旬因过春节,暂停出版，全年共计68
册，1911年6月改为周刊。

《河南官报》先后开辟有圣训、朱
批谕旨、谕旨、奏议、文牍、奏牍、本省
纪闻、本省议案、宪批、省抄、各省纪
闻、露电、论说、图表、译书、法制章程

等栏目，刊登的多是政府的公文、批
复、司法案件裁决等。

《河南官报》反映了中国新政的进
程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态，吸引力并
不小。比如《河南官报》1905年第56
期刊登的《朱批谕旨》，标题是《上谕：
奏议 直督袁会同盛京将军赵鄂督张
署江督周署粤督岑湘抚端奏请立停科
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是晚清名
臣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人，上书
要求废除科举考试，推行近代学校教
育，获得皇帝批准。

作为公开发行的报纸，《河南官
报》的最后一页，也刊登广告，比如
1907年第207期上，刊登“河道街蔚
盛长号”的“股票转让”广告，而居民孙
法广的“声明失票”广告，则类似今天
的“遗失声明”……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
政权行将就木。当年 12 月，《河南
官报》改名《河南公报》，系河南巡
抚衙门的机关报，主要公布河南巡
抚法令,讨论政治时事,传递省内
外新闻等，所辟栏目有:朱批谕旨、
谕旨、奏议、本省纪事、省抄、外省
纪闻、图谈、附件、广告。该报曾极
力鼓吹君主立宪，竭力维护清政府
的统治。

1912年,中华民国河南省行政公
署成立,为推行省政、公布文电,仍沿
袭《河南公报》之名,作为“机关报”出
版,发行于省直各厅、处及下属道、
县。1916年,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
废各省行署改设巡按使公署,代表中

央管理省政,派亲信田文烈任河南巡
按使后,《河南公报》定为周刊,由巡按
公署发行。

北洋政府时期的《河南公报》，在
刊登内容上，仍沿袭过去的公文、批
复、司法案件裁决、广告等传统格式，
风格变化不大。

但在报纸形式上，《河南公报》变
化不小。比如 1916 年 5月 13 日的
《河南公报》封面上，就有“分销处（开
封市，记者注）大院门街路南印刷局”

“电话：一百七十二号”“本报按照阳
历，两日出版一号”字样。

《河南公报》分本城（开封）、外埠
（省会外的全省各地）两种方式发行，
读者可以分月、半年、年三种形式订

阅。开封城内，每份报纸的零售价为
“铜元五枚”。

北伐成功后，河南省政府将《河
南公报》更名为《河南省政府公报》
（如图①），每期报纸的第二页（封面
背后），固定刊登“总理（孙中山）遗
像”和“总理遗嘱”（如图②）。1931
年3月14日的《河南省政府公报》上，
刊登了《中华民国护照条例》，反映了
时代的变化。

讣 告
家母屈凤娥，

于2013年4月3日
下午3时30分不幸
辞世，享年 85 岁。
依照母亲生前遗
愿，一切从简，已安
然入土。家母在世
承蒙各位亲朋好友
关心关爱，我们全
家在此再次感谢！

长子张新民及
全家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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