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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刚报》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有较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又走在新闻出版事业公
私合营前锋，率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由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成为共产党的党报。
这段特殊的历程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与一般的民营报纸有何不同？
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何种特殊性？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本书选取汉口《大刚报》为研究对象，以组织学的视角探寻其作为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及改造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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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理，传播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讲师。
已参与出版著作两部：《武汉近代新闻史》、《媒介市场营销》，主持省级课题一项，参与国家级课
题一项。
近年来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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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大刚报》的刊行历程
第一节　郑州、信阳的草创
一、《大刚报》的胚胎
二、郑州的创刊
三、信阳的转变
第二节　 衡阳的大发展
一、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总编辑更迭及人才储
三、大刚事业初见规模
第三节　 柳州、贵阳的流离
一、柳州的短暂出版
二、在贵阳的复刊
第四节　 南京、汉口的分立
一、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
二、陈立夫的易主措施
第二章　 隶属南京总部的汉口《大刚报》（1945.11—1947.8）
第一节　 汉口《大刚报》的创刊与抗争
一、汉口《大刚报》的艰难创刊
二、汉口《大刚报》与南京总部的分庭抗礼
第二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由来与发展
一、《大刚报》合作社的由来
二、《大刚报》合作社的发展
第三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控制权
一、合作社骨干成员毛健吾掌握的实际控制
二、合作社代理人刘人熙的经营方式
三、国共双方争夺合作社的控制权
第三章　独立门户的汉口《大刚报》（1947.8—1949.5）
第一节　解放战争后期汉口《大刚报》的生存环境
一、国民政府新闻出版政策的调整
二、中共对汉口《大刚报》的引导与支持
第二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成熟
一、结社策略：一人一票制
二、经营策略：以合作限制冲突激化
第三节　汉口《大刚报》的生存路径
一、对国民党的批判：寻求政权合理性
二、对共产党的批评：争当人民代言人
三、编辑业务中道而行
四、政治“向左转”的契机
第四章　从公私合营到武汉市委机关报的汉口《大刚报》（1949.5—1951.12）
第一节　公私合营的先行者
一、武汉市军管会对汉口《大刚报》的接管
二、汉口《大刚报》公私合营的进程
第二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解散
一、内部财产股份化
二、心理分歧的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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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资本的进入
第三节　中共武汉市委对汉口《大刚报》的改造
一、组织改造：全党办报
二、思想改造：开门整风
三、业务改造：学习《长江日报》
第五章　结语：大刚境遇——从为合作社的同人报改造共产党的机关报之经验
一、西方的合作思想与合作社运动
二、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的提出背景
三、《大刚报》合作社之特殊性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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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 公私合臂的先行者 1949年的政权变革推动了社会和文化结构性的大转折。
它们之间发生关联的重要媒介之一就是新闻出版，它是考察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个体、群体认知的中
介。
政治权力通过媒体型塑了社会认知，这种认知又影响到人们的社会构想、实践等，进而推动了社会结
构的形成和转变。
与此过程相生的是意识形态的构架，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框架，控制着人们对世界的
反映和表达。
 1949年5月16日凌晨，《大刚报》报馆灯火通明，职工或抢印号外，或精心准备红旗、标语和秧歌队
的腰带锣鼓，忙得不亦乐乎。
拂晓，走上街头的市民们惊喜地发现，满街到处可见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标语，报童们叫卖着《大刚报
·武汉解放号外》。
这张八开单面印刷套红号外，头版用二号字排版的标题红底黑字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进城武
汉人民欢天喜地迎解放》，刊登着毛泽东、朱德大幅照片，这是武汉报纸上首次刊登他们的正面半身
巨幅照片，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几千份红色号外转眼被争抢一空。
报社秧歌队也欢天喜地地上街了。
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118师在师长邓岳的率领下，由屠道街进入汉口市区。
汉口《大刚报》喊出了新武汉第一声！
 一、武汉市军管会对汉口《大刚报》的接管 随着武汉的解放，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统一管
制全区军事、政治、文化等事宜。
其中文化接管部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关及文物古迹，按照分工，下设教育处、文
艺处、新闻出版处。
潘梓年任文化接管部部长，王阑西任第二部长。
接管范围为：伪国、省、市立之各学校，官营新闻报纸、杂志、书店、印刷厂、剧院、电影院、通讯
社、广播电台、教育馆、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科学馆、公园等。
武汉市文教接管部工作于五月下旬开始，六月下旬为止，共计一个月。
在此期间，武汉解放后，继续出版之私营报纸，除《大刚报》、《武汉时报》两家大报外，尚有小报
多种，通讯社亦有数家（私人的），继续发稿。
 由此可见，新政权对民营报纸的态度相当谨慎，并不轻易否决民营报纸的合法性。
刚解放时的武汉新闻出版界是多种文化力量发挥宣传功能的场域，民营报纸对武汉市民的影响力使其
拥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受众以小资产阶级、里弄市民、小经营者和生产者等市民群体为主。
然而这个群体被新政府视为亟须改造的“思想落伍者”，又普遍具有暂时的无组织性。
伴随新政权的建立，在新兴的主流媒体无法顷刻间扭转市民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趣味的同时，民营报
纸作为市民文化的主要载体，便成为新政权轮番筛选、持续改造和反复利用的对象。
新政权可以凭借有组织的舆论工具来发动、组织和教育市民群体。
这些有关的举措不仅意在掌控舆论及其传播者，更在教育广泛的受众群体。
新政权建立伊始，政府弃置激进手法，采用过渡性的平缓方式改造私营报纸、电台和出版社，试图最
大限度地利用它们来完成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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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是一个关于武汉新闻史个案研究的成果，是作者李理在其博士
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汉口《大刚报》为研究对
象，时间跨度是1945年11月（即汉口《大刚报》创刊）至1951年12月（汉口《大刚报》改造为武汉市
委机关报《新武汉报》）。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一）
史料新。
作者搜集了1945-1951年汉口《大刚报》许多第一手史料，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试图重新梳理汉口《
大刚报》的创立与演变过程，系统描述其基本轮廓；掌握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接收工作
档案材料；同时重视口述历史的价值，采访多位与《大刚报》有关系、或曾在报社工作过的高层领导
和普通记者，还采访现任《长江日报》多名记者，以及《长江日报》报史研究员，积累了丰富的录音
资料，可以为立论提供较为真实可信的佐证。
（二）观点新。
摈弃革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报纸分期以符合新闻客体的发展规律为原则，提出作为合作社民营报纸
的汉口《大刚报》，以及作为民营报纸公私合营先行者的观点，摆脱前人报纸性质划分，浓郁的政治
倾向，以及刻意往“走向进步，走向人民”路线倾斜的思维窠臼。
（三）视角新。
撷取汉口《大刚报》时期的历史横截面，在与同时期的其他民营报纸的横向比较，与自身衡阳时期、
贵阳时期、南京时期的纵向比较的过程中，以报纸的具体办报实践和发展脉络为纬，以民营报纸的社
会主义改造为经，从这一典型个案为缩影，立体全面的窥探我国解放初期对民营报纸的出路和前途的
重大决策。
这些对今后的武汉新闻史研究无不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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