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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机关报《绥远西北日报》在 1935年创立至 1937年停刊的短短两年时间中，在抗日宣传方

面起到一定作用。本文以《绥远西北日报》的报样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其与同时期的《绥远日报》进行对比分析，在抗日

宣传脉络梳理、具体特征、历史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从历时性角度看，报纸阶段性明显，声势由弱至强。与同时期《绥远

日报》相比，报纸在正刊方面文体较为单一，内容略显单薄。但副刊内容丰富多彩，风格刚健慷慨，抗日宣传倾向性明显。

放眼全国报业，代表性报纸《申报》在抗日救亡方面贡献突出，而《绥远西北日报》抗日宣传在诸方面不落其后。但总体而

言，受制于诸原因，其抗日宣传作用有限。

英文摘要：In the two short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Kuomintang Suiyuan Provincial Party Organization's newspaper

“Suiyuan Northwest Daily” ,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35 and ceased publication in 1937, it played a role in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port of the “Suiyuan Northwest Daily”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Suiyuan Daily” in the same period, and analyzes the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context,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Discussed from a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 the newspapers are clearly phased and their momentum is from weak to

strong. Compared with the “Suiyuan Daily” in the same period, the newspaper has a single style in terms of the front page, and the

content is slightly thin. However, the content of the supplements is rich and varied, the style is vigorous and generous, and the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tendency is obvious. By looking at the national newspaper industry, the representative newspaper

"Declaration"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anti-Japanese salvation, while the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of the "Suiyuan

Northwest Daily" did not fall behind. However, in general, due to various reasons, its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role i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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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落入日本手中，绥远省的战略位置异常重要。面对危急关头，绥远省抗

日呼声猛烈，团结抗日、保家卫国成为《绥远西北日报》的重要宣传方向。其在抗日问题上立场鲜明、言

论大胆，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动员作用，成为抗日宣传的重要平台。

一、《绥远西北日报》基本概况

绥远省简称绥，省会为归绥，是中华民国塞北四省之一。1954年，绥远省并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

古自治区，成为蒙古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行省之一。

国民党在绥远省创办大批报刊，民众对于新闻的认识也亦渐深切；绥远省地处塞外，报业竞争压力较

小；且作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机关报，处于当时绥远省报业的主导地位，内外多因素促使《绥远西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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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身《绥远民国日报》产生、发展。1935年，中日何梅协定签订，绥远省党务于该年 8月 29日全面停

止[1]，《绥远民国日报》被迫于 10月改头换面为《绥远西北日报》,对外宣称“系私人集资营业，专已宣传

西北实业，促进文化为主旨，并无任何党派与政治作用，”[2]以躲避祸端，掩日方耳目。1937年秋该报因

归绥沦陷被迫停刊。

《绥远西北日报》为对开四版铅印报纸，版面由正刊和副刊构成。头版为广告，偶有社论刊登于上半

版；第二版刊载国内外新闻，基本来源于中央通讯社的各地分社；第三版为绥远地方要闻，大多来源于绥

远地区的通讯社，少部分由该报记者采写；第四版为丰富多彩的副刊。

二、不同时期《绥远西北日报》的抗日宣传内容分析

在不同时期，《绥远西北日报》对日态度有明显区别，其中暗含着国民党当局从“亲日安内”向“抗

日救亡”的转变。

（一）创刊至绥远抗战前：“亲善”假象下的消弭沉寂

《塘沽协定》之后，中日关系呈现一派“亲善”假象。自 1935年 10月该报创刊至 1936年上半年，抗

日救亡的论调在《绥远西北日报》正刊中消亡殆尽。而其副刊抗日宣传情感炽烈，显示了与正刊截然不同

的抗日倾向。这说明绥远省的报纸审查制度执行得并不严格，同时也说明副刊不被当局重视，作品发表相

对自由。这时期《绥远西北日报》刊登了很多有关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报道，如 1935年 11月 4日《讲演

会 日代表抵津 昨赴南大讲演》。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这时期中日关系呈现暂时和缓迹象，虽然这种

“亲善”不过是一种假象。

1936年下半年中日矛盾逐渐升级，《绥远西北日报》的国内新闻反映了国民党对日态度的变化，如 1936
年 10月 31日第二版《杨永泰被刺后 某方恶意宣传 我外交部已提出严重警告 日人在并强行盘踞民房》，

题目中的“严重警告”“强行盘踞”，报道中的“加以制止”已表明稿件倾向。

（二）绥远抗战爆发后：抗日宣传的陡然上扬

1936年 11月绥远抗战，我军接连胜利，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以此为转折点，《绥远西

北日报》的对日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中央通讯社、本地通讯社以及本报采写等来源的稿件对绥远抗战做了

全方位报道，形成强大的报道声势。这一时期，《绥远西北日报》连续刊载《本报代收全国各界慰劳绥东

将士捐款》，将绥远民众支持抗战的热情进行公示宣传，启迪民众的爱国热忱。

1937年以后，《绥远西北日报》关于团结抗日的社论逐渐增多。1937年 3月 14日有社论《精诚团结

始能御辱图存》，开头即亮出观点：“……自强自救之道，端赖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拥护政府，集中力

量，阻止外患，不致为人蚕食也”。接下来援引孟子“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以及蒋介石的演讲词作为

论据，揭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三）“七七事变”后：抗日宣传走向高潮

抗战全面爆发后，《绥远西北日报》的抗日宣传走向高潮。该报力主民众应与政府一道，共同负起抗

日责任，表达了绥远省的抗日要求以及绥远新闻界为国效忠的决心。1937年 7月 28日第一版社论《我们

应该怎样准备？》，高声呼吁绥远新闻界、绥远省政府、绥远民众站起来。第二版除去广告，90%的内容

均是抗日的最新时事动态，头条标志性明显，“中日战争”成为关键词。

[1]绥远党部停止工作[J]. 边疆事情. 1935, 1: 35.
[2]发刊词[N]. 绥远西北日报创刊号. 1935-10-15（第一版）.



三、《绥远西北日报》的抗日宣传优劣分析——与《绥远日报》对比

《绥远日报》为绥远省政府机关报，与《绥远民国日报》并称绥远省党政两大报刊。笔者以《绥远西

北日报》与同时期的《绥远日报》进行对比分析，在正刊、副刊、抗日宣传整体声势三个方面对《绥远西

北日报》抗日宣传优劣进行阐述。

（一）正刊对比

《绥远日报》运用多种文体，无论是社论、短评，还是消息，都体现了其坚持抗日的立场。而《绥远

西北日报》宣传抗日以消息和社论为主，文体较单一，缺乏短评、专论等文体的积极宣传。以短评文体为

例，《绥远日报》几乎每天都刊登一篇短评来配合其他形式的报道，起到加强宣传的效果。如 1937年 7
月 9日，《绥远日报》有短评《“七九”誓师纪念》，而《绥远西北日报》的短评却少之又少。

就消息与社论的使用方面，《绥远西北日报》与《绥远日报》相比，在宣传内容上未免略显单薄。在

消息方面，《绥远西北日报》紧跟时局，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总体而言，其抗日宣传内容单薄，基本为抗

战进展的泛泛报道。而《绥远日报》消息的内容丰富多样，除日常抗日进程外，关于远东局势、日本的国

际处境等相关延伸性报道也频频刊登。就社论而言，《绥远西北日报》的社论抗日宣传维度单一，角度缺

乏新意，质量较《绥远日报》有一定差距。

（二）副刊对比

《绥远西北日报》副刊进步倾向明显，与正刊的“规矩”、“严谨”相比，副刊在抗日观点的表述上

言辞更大胆，态度更明确，而《绥远日报》副刊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明显逊色。

《绥远西北日报》副刊内容丰富多彩。其关注妇女群体，唤醒救国情绪。1936年 12月 6日，绥远省

妇女会在《绥远西北日报》的副刊开辟《绥远妇女》专栏，将“解放妇女权利自由”与“唤起抗日救国情

绪”两大基本原则贯穿于副刊始终。

《绥远西北日报》副刊风格刚健慷慨。在创刊号中，霍慕慈的《谈风》一文阐明该副刊的内在风格：

我不爱轻风，现在的时代，我们也不需要习习的微风，是暴风雨的时代了，我们就在这种境地里挣扎着......
其一扫之前特有的儿女情长式的“花粉”气息，或源于生活朴实无华，或慷慨激昂文风刚烈，是与时代背

景相吻合的“文艺”副刊。

此外，报纸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事热点。“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潮音》《汉魂》等一批极具动

员性的特刊争相面世，对救亡图存主题进行了集中宣传。在当时影响颇大的进步副刊《边防文垒》定期推

出“每周谈话”专栏，内容针砭时弊。作者充分联系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剖析列强阴谋，有力帮助

人们认识法西斯势力终将灭亡的结局，以远见卓识坚定人们的抗日信念，就抗战救亡这一时代主题进行全

方位诠释与文学创作，动员性十足。

（三）抗日宣传声势对比

《绥远西北日报》抗日宣传整体声势的阶段性特点尤为突出，声势由弱至强。而《绥远日报》宣传基

调始终保持平稳，没有明显阶段性的强弱变化。

《绥远西北日报》针对国民党内的风雨变化发表社论，发布时间恰当，对当局意图把握到位。《绥远

西北日报》前期的社论发布频率较低且言辞温和；而从 1936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绥远抗战、西安事变等重

大历史事件的轮番上演，其社论发布频率大大提高，且言辞犀利。《绥远西北日报》社论的论调随着党部

政治态度的改变而迅速调整。总体而言，在不同阶段，该报社论都紧随国民党步伐，发表的评论从大局着

眼、观点鲜明，较好地发挥舆论引领作用。

四、《绥远西北日报》的抗日宣传作用评价



《绥远西北日报》延续党报职能，是国民党中央在绥远地区的传声筒；其抗日立场鲜明，激发民众抗

战热情；但受制于众因素，《绥远西北日报》的抗日宣传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淡化。

（一）延续党报职能

《绥远西北日报》作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机关报，担负着传达政令政情的任务，是“革命的喉舌”“宣

传主义的木铎”“国民之导师”。在各类抗日组织被取消、各种抗日宣传被禁止的背景下创办的《绥远西

北日报》，不得不淡化党政报纸的色彩，政令、政情通报等内容也都采取较为低调的方式进行刊登。在其

报道中，政府部门会议、政治要员活动以及社会各界动态是最主要的内容，国内新闻全部采用中央通讯社

电讯稿，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仍然是国民党中央在绥远省的传声筒，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激发绥远民众抗战热情

绥远抗战爆发后，《绥远西北日报》抗日立场鲜明，尤其在副刊上发表了很多抗日主题的文学作品和

专刊专辑，反映了民间的抗战呼声。放眼当时的全国报业，《申报》作为引领者在抗日宣传方面做出了突

出贡献。而《绥远西北日报》在抗日宣传的一些维度紧跟大报潮流，并不亚于《申报》。首先，在抗日宣

传内容上，两份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集中报道抗日进程，其总体侧重点都大幅倾向于日本侵华事件之中。

其次，在抗日救国宣传的受众上，二者的视角并未拘泥单一，对妇女、儿童等特定宣传对象进行有针对性

的宣传。另外，两份报纸都通过倡议书、捐款等形式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斗争。在救济难民、慰问抗战将

士等活动方面，《绥远西北日报》虽形式、规模不及《申报》，但在绥远当地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受制于众因素，抗日宣传作用有限

内忧外患的时局背景下，《绥远西北日报》作为地方报纸，且地处塞外，消息闭塞，记者数量有限，

采访力量不足，报道水平欠佳。相比于一期 4大张共 16版的《申报》，《绥远西北日报》版面篇幅有限，

为一张四版，涵盖内容较少，部分抗日宣传报道受制于版面篇幅而不能很好展现。另一方面，《绥远西北

日报》在文体上同质化严重，明显欠缺标语口号和专论的运用。而《申报》的标语口号字字振奋人心，且

在“专论”一栏中特聘郭沫若、邹韬奋等名家担任撰述，深刻地论述抗战的有关问题。

虽然《绥远西北日报》在创刊之初刊登的《敬答朝报记者》表明了报社同人的职业理想和抱负，但限

于条件，在后来的运行中未能实现突破，没能改变以新闻价值作为衡量新闻的标准，也没有避免与其他报

纸内容雷同的情况。种种原因导致《绥远西北日报》的抗日宣传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淡化。

五、结语

从历时性角度看，《绥远西北日报》抗日宣传基调从绥远抗战前的“消弭沉寂”到声援抗战时的陡然

上扬，终在七七事变后达到高潮。阶段性明显，声势由弱至强。

共时性角度而言，与同时期《绥远日报》相比，报纸在正刊方面文体较单一，内容略显单薄。但瑕不

掩瑜，其副刊内容丰富多彩，风格刚健慷慨，抗日倾向性明显。

放眼全国报业，代表性报纸《申报》在抗日救亡方面贡献突出，而《绥远西北日报》抗日宣传在诸方

面不落其后。但总体而言，受制于种种因素，其抗日宣传作用有限。

总而言之，《绥远西北日报》在绥远省抗日宣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延续了党报职能，激发了绥

远民众的抗战热情，起到一定的抗日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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