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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进行的出版活动 

 第一节  图书和期刊的出版 

  

    民国九年(1920年)初，琼崖革命先辈冯平、符节、徐成章等人在海口创办“友声书社”，主要从事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书刊的

传播发行。 

    民国十年(1921年)4月7日，徐成章、王器民等在广州市创办出版《琼崖旬报》，第三期起在海口出版。民国十二年(1923年)进步人士

许邦鸿、卢鸿溢等在琼东县嘉积镇创办出版《良心》月刊。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上海求学的海南籍学生王文明、陈垂斌、叶文龙、罗文

淹、黄昌炜、郭儒灏等在上海创办出版期刊《琼崖新青年》半月刊。在北京求学的海南籍学生莫孔融、柯嘉予等在北京创办出版期刊《琼岛

魂》。在广州的海南革命青年杨善集、周士第、徐成章、王器民、叶文龙等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创办出版《琼崖革命大同盟》盟刊。这些

革命人士(其中不乏中国共产党党员)早期的出版活动开创了琼崖革命出版事业的先河。 

    其后，陆续有罗汉、鲁易等创办《琼岛日报》(琼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陈公仁创办期刊《路灯》，罗文淹主办《琼崖民

国日报》。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后，先后又创办有《扫把旬刊》、《现代青年》、《琼崖青年》、《琼崖东路》、《三日刊》等宣传

革命理论、普及革命知识的刊物。 

    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琼崖地委改为中共琼崖特委，琼崖开始进入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从1927到1937年十年间，根据统计，琼

崖革命根据地创办的报刊，不计县级刊物就有《琼崖红旗》、《红潮周报》、《特委通讯》、《党团生活》、《团内生活》、《布尔什维

克》、《工农兵小报》、《赤光报》、《少年旗帜》、《琼崖苏维埃》、《列宁园》等十多种；另外还编印出版过各种小册子以及大量干部

培训材料，如：《共产主义十好》、《党校训练材料》、《发行工作材料》、《支部工作入门》、《高级列宁学校教科书》、《政治大纲》

等。其中的《琼崖红旗》是1930年7月10日中共琼崖特委创办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机关刊物。 

    1938年10月，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中共琼崖党的出版事业发展．期间，中共先后创办

了《救亡呼声》、《救亡旬刊》、《新琼崖》、《抗日新闻》、《每日要电》、《南路堡垒》、《军政杂志》、《战斗生活》、《每周时

事》、《新琼崖报》、《新文昌报》等多种报刊。 

    1939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在当时的驻地琼山县树德乡创办的《抗日新闻》是中共琼崖特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机关刊物。1945年10月中

共琼崖特委将《抗日新闻》改名《新民主报》，时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题写刊名。 

    此外还有由琼崖独立队政训处(室)主办的《每日要电》、《军政杂志》、《战斗生活》、《每周时事》、《南路堡垒》等刊物在琼崖

革命根据地出版发行。《战斗生活》是一般战士读物，《军政杂志》则是适合军政干部阅读的理论刊物。其中《南路堡垒》半月刊是当时唯

一的一份铅印刊物，在广州湾印刷，每期约印刷2000份，大部分都是运往海外各地发行。 

    《新琼崖报》是琼崖抗日民主政府的机关报，1942年春夏之交创办，主编李英敏。 

    抗日战争后期，除了出版报刊之外，琼崖革命根据地还以“琼崖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过三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辑》，编印过

许多书籍和小册子。主要有：《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任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革命战士修养读物》、《论战

局》、《群众工作手册》等革命领袖的著作和党内读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琼崖区党委为了配合形势，曾系统地编辑出版了一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书籍以及供中共党员干

部使用的学习材料，并由各有条件的地方单位大量翻印发行，这是这个时期中共琼崖革命根据地出版事业的一个显著特点。主要翻印的图书

和资料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学习提纲》、《政策研究》、《中国共产党总路线与总政策》、《党员须知》、《共产党员学习手册》、

《反省与改造》、《连队政治工作教材》、《政治服务员职责教材》、《宣传指南》等等。这些作为学习材料的书籍和小册子，除了正文之

外，在各章节之后还大都安排了“讨论问题”及“参考资料”之类章节，以提高广大战士和干部群众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从抗日战争胜利后至海南岛解放，琼崖革命根据地出版的主要报刊还有：《建党》、《建军报》、《新民主报》、《工作》、《同

声》、《琼文导报》、《南路消息》等多种。 

与期刊相比，中国共产党于解放前在海南所出版的图书品种较少，保存实物的有《党校训练材料》、《高级列宁学校教科书》等，还有

些仅见诸记录，未见实物，例如：“1947年7月，组成海府读书会，翻印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以及解放区的《整风

文献》等。”(《海口市志))2004年12月第1版，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第1264页) 

  

    一、出版的图书 

    这一类图书各地公私收藏都很少，这次修志也未进行广泛征集，因此以下所列，不论是品种还是馆藏地点，都是举例性的。 

    党校训练材料中共琼崖特委编写出版，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出版，油印本，32开本，1册43页。馆藏：北京图书馆。 

    连队政治工作纲要(琼崖公学政工班讲义)琼崖公学政治部编。油印本(编印时间不详)，32开本，1册58页。馆藏：海南师范学院图书

馆。 

    庆祝工农红军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大胜利的宣传大纲反帝宣传工作大纲反改组派宣传大纲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宣传部编。

民国二十年(1931年)8—12月出版，油印本，琼崖特委宣传部出版，32开本，1册38页。馆藏：北京图书馆。 

    高级列宁学校教科书(第一册)琼崖高级列宁学校编。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1日出版，32开本24页。馆藏：北京图书馆。 

反帝宣传工作大纲琼崖特委宣传部编。民国20年(1931年)印发，不分卷，油印本，线装，全1册。馆藏：海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复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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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版的期刊 

    以下的期刊介绍都是根据各种资料整理而成的，难免有遗漏，其中只有极少数品种，如《琼崖红旗》、《工作》等见到过实物。有时

几个资料来源介绍的情况不一致，则酌选一说。 

    环球报、现代时报、民国日报海口市学生于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创办。 

    新琼岛报  民国九年(1920年)由冯平、符节、徐成章等在海口创办的“友声书社”出版，主要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 

    琼崖旬报  民国十年(1921年)4月7日徐成章、王器民等在广州创办的民主革命报刊。先后有王器民、冯笃明、曾希吾、罗汉、鲁易、

李实、吴明等担任编辑，旬报明确提出以改造琼崖为宗旨，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提倡科学，破除迷信，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

等新思想，并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等革命理论，对推动琼崖的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革命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旬报第

1、2期在广州出版，从第3期起迁至海口市南门内街(今博爱路)出版；每期印1000—2000份，共出了33期，民国11年(1922年)夏因军阀干涉、

迫害而停刊。 

    琼崖旬刊  民国10年(1921年)12月，海南革命先驱者徐成章、罗汉、鲁易、吴明、李实等人在海口开展革命活动，徐成章、符节、冯

平等人在西门外街(新华横街25号业余大学教学大楼隔壁) 创办该刊，后来他们还创办了《琼岛日报》、《民国时报》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

报刊。 

    良心月刊  民国十二年(1923年)由乐会县华侨团体“乐会县自治研究会”在嘉积镇创办，进步人士许邦鸿、卢鸿慈主办；是年夏在嘉

积镇即出版了第六期。该刊以文学作品为主，亦刊登杂文、评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并陆续片断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把反帝、反

封建专制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结合起来，开展思想解放的启蒙宣传，提倡婚姻自由，提倡白话文。民国16年(1927年)停刊。 

    新琼崖评论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1日，琼崖旅穗革命青年杨善集(又名杨白，海南琼东县人，1919年五四运动时琼崖进步学生运

动领袖之一)、周士第、徐成章、洪剑雄、徐天柄等26人组织“琼崖少年同志会”，在广州发起成立“新琼崖评论社”并出版创刊号，设书

记、编辑、校对、发行、理财5个部(后增设交际部)，书记为杨善集、林伯山(后)，编辑主任为洪剑雄、徐天柄(后)，校对主任为王启鲲，发

行主任为曾肇禹，理财主任为徐成章、吴乃宪(后)，交际主任为徐成章。该刊共出版30期，对促进琼崖人民的觉醒，扩大国民革命统一战

线，培养、锻炼琼崖革命青年起到了促进作用。 

    琼崖新青年  民国十三年(1924年)8月，琼崖旅沪先进青年学生王文明、陈垂斌、罗文淹、黄昌炜、郭儒灏等发起组织“琼崖新青年

社”并出版了该半月刊。编辑出版工作由王文明、陈垂斌、叶文龙主持。办刊宗旨主要是向青年学生介绍民主革命精神，宣传国民革命，贯

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该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琼崖国民革命运动，团结、教育广大琼崖青年学生均起到了

积极作用。民国14年(1925年)因形势变化，旅沪先进青年陆续回粤工作而停刊。 

    琼岛魂  半月刊。民国十三年(1924年)冬，琼崖旅京革命青年莫同融(荣)、柯嘉予等成立了宣传出版团体“琼岛魂社”并出版了该

刊；主要由莫、柯两人编辑。办刊宗旨是向青年学生介绍民主革命精神，宣传国民革命，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该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琼崖国民革命运动，团结和教育广大琼崖青年学生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盟刊  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7日，广州的“新琼崖评论社”、上海的“琼崖新青年社”、北京的“琼岛魂社”

在广州成立“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王文明、杨善集、周士第、柯嘉予等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文明任执委会常务委员，主持工

作，并出版了该盟刊。该刊对揭露琼崖军阀邓本殷迫害琼崖人民的罪行和卖国行径，对琼崖“驱邓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民国16年(19

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反共清党反革命事变后被迫停刊。 

    琼崖东路半月刊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琼东人符传范创办。该刊以宣传反帝反封建、鼓吹革命、主张民主科学治国为宗旨。蒋介

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停刊。 

    怎样  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海口新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琼崖地方委员会编辑出版，内容为宣传革命思想，指导团的活动和

青年学生运动。 

    琼崖工人  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海口市总工会成立并创办该杂志。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海南发生

“四二二事变”，海口市总工会党支部书记林平等领导人被杀害，海口市总工会解体，该杂志停办。 

    现代青年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由新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琼崖地方委员会(简称共青团琼崖地委)创办。办刊目的是指导青

年学生运动。 

    琼崖青年  民国十五年(1926年)12月20日由府城青年运动委员会创办。 

    路灯半月刊、扫把旬刊  民国16年(1927年)春，在共产党的协助下，由国民党左派主办的进步刊物，陈公仁任主编，在海口创刊。 

    列宁青年、时报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由中国共产党琼山县委员会创办，32开本。其内容主要

是揭露国民党右派琼崖警备司令黄镇球的丑恶嘴脸，号召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不久因各种条件困难而停办。 

    琼崖红旗  民国十九年(1930年)7月10日中共琼崖特委创办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机关刊物。该刊主要刊登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宣

传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和人民武装的形势与任务；二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策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政策；三是宣传报道江西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斗争胜利的事迹；四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揭示“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声讨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和抗议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反共的行径，号召全体琼州人民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琼崖

红旗》是指导中共琼崖各级党组织、党员、红军以及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时局，激发爱国热情，增强革命斗志的重要舆论宣传工具。 

    海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藏有1932年11月5日出版的第十三期《琼崖红旗》一册。该刊成品尺寸为：12．5cm×17．5cm，线装右订本，全

书均为手刻蜡纸的油印本，封面的图案和目录的篇名均套红；正文共14个单面，版心尺寸为7．5cm×14．2cm，正文竖排，每行39个字，每面

19行；该期共载五篇文章：“反对日帝国主义轰击东三省群众武装占领城市宣言”、“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三省屠杀工农与我们严重任

务”、“纪念十月革命与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和红军”、“纪念十月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巩固苏区与肃清反革命派

别”；全刊共约10400字；版面统一，整洁美观，字体工整。 

    列宁园  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中国共产党琼山县委员会创办。8开本，每月出2—3期，中共琼山县委印刷局印刷。其主要内容是进

行党内政治教育。1932年上半年因纸张、油墨缺乏而改印传单；1933年夏停办。 

    救亡呼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夏中国共产党海口市工委在海口创办。该刊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动员群众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新琼崖  半月刊，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创办。该刊共出版了3期，由于国民党当局不予登记而被迫停刊。 

    战垒  昌江县“小学教师抗敌同志会”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出版。内容为宣传抗日运动。 

    国光旬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由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指示海口特别支部秘密党员李雨枫、高士融(均有公开合法职业掩护)在

海口创办。 

    抗日新闻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由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在当时的驻地琼山县树德乡创办，它是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在抗日战争

时期的机关刊物。该刊物为4开周报形式，三至五天出版一次，篇幅三版至四版。版面设有社论或时事评论、国内国际时事、本岛新闻和副刊

等专栏。每期刊出的凡有关政策性重要社论、评论文章均由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亲自撰写和审定。时任中共琼崖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黄魂为首

任主编，后来的继任特委宣传部长陈健、李雨枫和李英敏、陈说等人先后主持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抗日新闻》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大

力宣传国内外时事政治及海南岛内的形势与任务，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报道中国共产党琼崖各级组织和各

阶层人民群众建设抗日根据地、支援前线的情况以及琼崖纵队英勇杀敌的战绩，同时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挑起摩擦和内战、破坏抗日统一战

线的行径。这份刊物是抗战时期中共在琼崖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舆论工具。 

    新文昌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由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创办。该报(刊)每月出版3—4期，油印，每期发行200份，共办了11个月，1

941年停办。 

    琼山旬刊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由琼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创办。 

    新民主报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中共琼崖特委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南岛上革命形势的变化，将原特委机关刊物《抗日新

闻》改名为《新民主报》，时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题写刊名。刊物主持人先后有李雨枫、陈说、李英敏等。该刊前

期主要是揭露国民党反动军队向琼崖解放区进犯、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宣传琼崖纵队坚持自卫作战，取得粉碎国民党第46军的3路围攻的战

况和胜利消息。1947年后，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以其作为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机关刊物，内容也做了相应的改变，一是宣传报道琼崖纵队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反攻作战的情况，二是宣传报道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三是宣传报道琼崖解放区的民主改革建设情况，四是宣传报道

琼崖军民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战况。《新民主报》初期为四开版油印周报，发行量为1000—2000份，1945年5月15日起

改为综合性半月刊，共出版了18期。1949年5月改为16开版半月刊，每期40页左右，至海南岛解放共出版了18期。 

    工作  文昌县民主政府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创刊。属于政府的工作指导性刊物，以“文昌出版社”的名义油印出版，海南师范学

院图书馆藏有创刊号。 

    建党  中共琼崖区党委宣传部编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5月15日创办的期刊，是当时全海南岛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舆论宣传阵地。 

    建军报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1日创刊，由中共琼崖纵队政治部主办，是一份以“教育自己、教育战士、改造部队、提高部队战

斗力”为宗旨的刊物。 

  

  

第二节  书刊的印刷和发行 

    解放以前，只有在前面提到的三个短暂的时期，革命、进步的书刊才可能公开存在，也只有在这三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

士才有可能在城市编辑印刷发行革命进步书刊，而在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里，革命进步书刊的编辑印刷发行工作便只能转入地下，转到农村。

由于铅印的机器设备都很笨重，不便转移、隐蔽，因此，这一历史时期海南岛上中国共产党人所编印的书刊多是油印本。虽然当时物资匮

乏，条件艰苦，但是刻印和装订都是十分精致的。《琼崖红旗》即实例之一。 

    朱逸辉在其回忆录《风雨历程》中叙述了一个事例，可说明当时印刷条件的困难。1946年，中共琼崖部队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在万宁

的牛漏七甲山地区有了进行相对平静的休整机会。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段休整时间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文化水平，朱逸辉根据上级的指

示，将周训堂1942年在六连岭创作的诗歌《乐在山中》刻成木版，因为没有墨汁且更不可能找到油墨来印刷，于是庶务长黄国泰便托人到海

边买回一只大乌贼，取出乌贼体内的黑汁作为颜料，将木刻版诗歌印刷在草纸上作为课本，发给每个战斗班一份，作为文化课教材使用。 

    随着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根据地的印刷条件也有了一定的改善，1947年，中共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琼中县什运乡便文

村便设立了“印币室”，专门用蜡纸和木版刻印粮款收据、公债证券、光银代用券等，同时还编辑印刷出版《新民主报》，直至海南全岛解

放。 

    解放前中共和其他进步人士在海南所进行的书刊发行工作，有公开和秘密(地下)两种形式，但是，公开形式仅在前面提到的当局对出

版业控制相对宽松的三个短暂时期才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较典型的如： 

    1938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在中共海口市工委协助下，在海口市新兴街(今新华北路34号)创办了一家“海口大众书店”，负责人先后

有陈玉清、黎民、杨启安等；1938年秋，马白山、史中坚等革命人士在昌江县城新街镇(该镇今属东方县)办起了一家《时代书报社》。这些

书店专门销售《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生活》、《永生》、《新生》、《世界知识》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

刊。 

    除了销售书籍之外，海口大众书店还是中共琼崖特委在海口市的联络点，承担接送中共上级委派到海南的工作人员和联络进步人士的

任务。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期间，中共琼崖领导人冯白驹同国民党谈判期间就曾住宿在这个书店里。1939年日军侵琼后，“海口大众书

店”停止营业。 

    与此同时，吴绍荣等在儋县新州镇开办了“大众书店”，也出售《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 

    书刊的秘密(地下)发行由琼崖苏维埃政府交通总局负责，在琼崖革命根据地范围内，书刊发行经各级层层传递，至县、区苏维埃交通

局，再传递至乡苏维埃交通站。在白区，则多通过牧童、小商小贩、邮差以及革命根据地老百姓的亲戚朋友去散发。这样，在全岛就形成了

一个广泛通畅的书刊发行网络。 

    琼崖独立总队政训室编辑科是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另一个编辑兼出版发行管理的部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编辑对外的宣传刊物、传单、

标语和对内的刊物、教育材料以及管理印刷科、发行科。中共琼崖特委还专设印刷处，主持印刷及发行工作。该处负责将各种印刷品按照一



定比例分配和包裹后交给总交通站递送到各地去。 

    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国民党统治区所进行的发行工作，《发行工作材料》(“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和“《广东出版史料》编辑

部”于1990年10月内部印行的《广东出版史料(第一辑)》)有操作规定。《发行工作材料》小册子虽系蜡纸手工刻印，横书，共约5000字，未

署印行时间及印行者，但从内容中分析，约为1932年由中共琼崖特委印行。《发行工作材料》刊载了八篇签署了笔名的文章，从发行对象、

“发行交通网”、发行队伍建设以及如何做好发行工作等八个方面，强调了琼崖中共党如何在白色恐怖区开展发行工作的。 

    关于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海南所进行的发行工作，“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和“《广东出版史料》编辑部”于1990年10月内部印行了

《广东出版史料(第一辑)》，其中收入了一本小册子《发行工作材料》。该小册子系蜡纸手工刻印，横书，共约5000字，原书未署印行时间

及印行者，但从内容中分析，约为1932年由中共琼崖特委印行。 

    《发行工作材料》第一部分为“写在前面”，内容是强调党的发行工作的重要性。之后正文包括八篇署名文章，但从所署作者名称

看，用的均是笔名。第一篇文章主要是说发行工作一定要切实落到发行对象身上，并且宣传的内容一定要与发行对象相一致。第二篇文章则

是指出要利用各种条件、工具建立“全琼东中西路”的“发行交通网”，并应“巩固与灵活起来”。第三篇文章则是规定发行队伍建设的原

则，每个支部都应“指定”一个“发行干事”，并组织三至五人的“发行队”(队长必须由党内同志担任)。第四、五、六、七篇文章则分别

说明怎样针对“城市工人”、“白色乡村”、“兵营团局”和“不识字的群众”等各类不同的对象做好发行工作。第八篇文章则规定了发行

工作的“检查和报告”的制度。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