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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盛世修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和山西省期刊协会立足本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精心编撰了《山西期刊史》一书
。
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和反映了百余年来山西期刊发展的历程，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研究山西期刊史
的著作，也是我国首部地方期刊史。
它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我省乃至我国期刊史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山西期刊发展的历史脉络，研
究和总结山西期刊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和揭示山西期刊发展的历史规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全面
的内容和深刻的启示，是一件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文化基础工程。
期刊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技术和文字交流符号完善到一定程度后，适应人们表
达精神文化的需要而产生的。
期刊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西欧，它是适应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的需要而
产生的。
我国的期刊产生于19世纪，最初由西方传教士创办。
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中国人开始自己创办期刊。
期刊一经产生，就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影响和促进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代表先进思想的期刊成为革命的重要宣传工具，它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
消息、鼓舞革命斗志，成为团结和凝聚革命力量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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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期刊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技术和文字交流符号完善到一定程度后，适应人们表
达精神文化的需要而产生的。
期刊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西欧，它是适应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的需要而
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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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提到报刊工作，要求“从中
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
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
全党的步调，会议也强调了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强调要办好党报党刊，上述指示就是在这一背
景下发出的。
此后一两年内，山西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在省委一级办起了报刊，军队旅团、军分区和少数县委也有了
自己的报纸或刊物。
大批报刊的创办，固然极大地加强了党的宣传工作，推动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但也带来一些分工不
明、彼此重复、数量多而质量差、形式铺张内容贫乏的问题，这不仅是山西，也是其他根据地的问题
。
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41年3月26日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意见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要求各地整顿报刊，集中
力量办好几种重点报刊。
中宣部的指示十分具体，首先明确了报刊的数量种类：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地域上有独立性的区党委
，可办一种政治报纸（三日刊、隔日刊或日刊），作为党及党所领导的党、政、军、民的共同言论机
关，其任务是及时报道时局的动向，具体的（地）解释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政策。
具体的（地）反映当地的各种情况与实际工作，尤其是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并指导之。
其读者对象是区级以上的干部、小学教员与一般知识分子。
上列机关可办一种政治杂志（月刊），其任务是论述国内重大的时事政治问题，系统的（地）深入的
（地）解释党、政、军、民的各种政策，反映当地各种情况，总结工作经验，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
主义解释中国历史与现状，并指导干部的学习。
读者对象同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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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山西期刊史》是由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和山西省期刊协会组织的研究课题，从提出设想到最终完成计
有八年时间。
关于它初期的一些情况，在本书第十章 关于社团活动的一节中已有所论及，这里仅再做些补充。
期刊是近现代主要的出版物种类之一，它在山西的产生虽迟于全国发达地区，但也有了百年历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山西的期刊都有过不俗的表现，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更是山西期刊有史以来大
发展、大繁荣的时期。
就山西这一特定地域来回溯、梳理、记录、研究期刊的发展轨迹，无疑是十分有意义但也十分不易的
事。
意义毋庸赘言，不易则有三：一是虽这些年期刊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作为地域性期刊专史者还未
见到，这就使得《山西期刊史》的编纂无现成样本可参照。
二是《山西期刊史》的下限定于2008年，这一做法与历史学家“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惯例相悖。
记述当代固然有亲历亲为者尚在的方便，但由于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不少事情与现实之间的联系
还十分紧密，要做出客观准确的记录与评价就显得较为困难。
三是这一课题的具体实施者是从事期刊出版和期刊行政管理的人员，虽与期刊关系密切但理论储备未
必充足，更缺乏冶史修史的基本训练，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编纂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山西期刊史》完成的过程，完全是对一位伟人一句名言的实践，那就是：“从战争学习战争——这
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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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西期刊史1900-2008》是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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