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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军国主义在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并在这里建立起 中

国派遣军 总司令部与扶植起伪中央政府后, 一直特别重视对南京新闻传媒

的控制与利用:一方面建立起严密的日伪新闻传媒宣传网络,一方面对新闻

传媒的宣传内容与经营管理实行严格的监控。

关键词 日伪 新闻传媒 利用 监控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 一直特别重视新闻传媒的作用,

特别重视对新闻舆论的制造、控制与利用。他们在攻占中国的首

都南京并在这里建立起 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部与扶植起伪中央政

府后,对南京新闻传媒的控制更是不遗余力。

1937年 12月 1日, 在日本最高当局下达进攻南京命令的当

天,日军大本营下令: 宣传谋略及一般谍报由(华中)方面军司令

部所属少将负责。但报道以!报道部发表∀ 的形式,谋略将另做指

示。 # 稍后,在 对外宣传 的 具体宣传纲要 中又规定: 应宣传

帝国军队有纪律的行动、武士道的态度以及在占领地的仁慈行

为。 ∃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日本最高当局实施了一套严密的控制

新闻与操纵舆论的新闻政策: 在攻略南京、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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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由日本华中方面军报道部(日军占领南京后, 设在中山北路 77

号,在日军总部近旁)直接出面组织新闻报道, 宣扬日本的侵略有

理与日军的赫赫军威, 封锁与掩盖日军的战争暴行, 伪造南京的

祥和 与南京人民对皇军的欢迎和感激等;在南京伪政权建立以

后,则扶助伪政权建立起各种新闻传媒机构, 由退居幕后的日军报

道部指导与控制伪政权传媒机构的宣传内容, 使之始终为宣传日

本在不同时期的最高国策与侵华政策服务。

一 建立日伪新闻传媒宣传网络

1937年 12月 13日日军占领南京并开始进行 1 个多月的烧

杀抢掠,南京原有的新闻传媒被扫荡一空。在半年多的时间中, 南

京城中没有任何报纸出版,也没有电台广播, 只有日军从上海运来

的日方特务机关主办的&新申报∋, 每日有上海((的&新申报∋送

达此间,由汉奸张贴各要道 。# ) ) ) 这份充满谎言的报纸成为南

京市民获得新闻消息的唯一来源。

在这期间, 驻南京日军还利用张贴招贴画的形式, 对南京民众

进行诱骗宣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在 1938年 1

月 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新的统治者在安全区外面张贴了大幅招

贴画,敦促人们返回自己的家。这幅画上画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农

民、一个母亲和几个孩子,日本兵显得非常友好和善,画中的人对

他们的恩惠感激不尽。画上的文字暗示人们应该回家, 一切都会

好起来的。城里的紧张气氛肯定有所好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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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38年 3月,日军对南京的控制已逐步趋于稳定。伪 维

新政府 也于 3月 28日在南京建立。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总

部为强化对南京市民的舆论宣传与思想奴役,就由其报道部主持,

在南京设立 收音机广播站 , 用高音喇叭向南京大街小巷转播日
本电台的节目, 开始是 3个高音喇叭,以后逐步增加到 15个。到

1938年 9月 10日,日方正式建立 南京放送局 ) ) ) 中文称作 南

京广播电台 。日方当局深知广播的重要作用,一直由日军报道部

直接管辖与掌握,由报道部的放送班主持,而不让南京各届伪政权

插手。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 1941年 2月汪伪政府 还都 南京近

一年以后。

日军的 南京广播电台 设在南京城内游府西街廖家巷 2号 ,

呼号为XOJC, 频道 660千周;每天两次播音,播音时间共约8小时

左右;播音内容主要是转播日本电台的华语新闻节目、南京日伪头

目的讲话与日伪当局的各种布告、训令以及日同盟社与伪中联社

发布的新闻,宣扬日本的 亲善 与日军的战绩,鼓吹 东亚新秩序 

与奴化思想等, 中间穿插播放日本的歌曲; 对 1939 年 3 月 28 日

维新政府 的成立周年庆典、1940 年 3 月 30日汪伪国民政府的

还都 典礼等日伪重大活动都作实况转播。日军总部报道部的放
送班主持与控制电台的各个部门与各项工作。几任台长与放送

科、技术科的科长, 都是日本人。全台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日本

人。只有放送科里有 4名 报告员 (播音员)由中国人担任, 技术

科里也有几名中国技术工人。但他们都是在日本人的领导与监督

下工作。

在这同时, 日军当局扶植与指导南京伪政府创办汉奸报刊与

通讯社。

1938年 6月 20 日, 伪 维新政府 行政院新成立一个 宣传

局 , 由孔宪铿任局长。该局实际上由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特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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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报道部直接指挥与操纵。该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南

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分别成立 报道组 , 一方面向日

军报道部提供新闻消息与各方面的情报,一方面筹组各地的新闻

机构。1938年 8月 1日,伪政权创办的&南京新报∋在南京创刊发
行;同一日,伪政权创办的&苏州新报∋、&杭州新报∋、&蚌埠新报∋等

同时创刊;在这一天,日伪合办的 中华联合通讯社 (中联社)也在

南京成立。不久,常州、无锡、常熟、扬州等市、县的 新报 陆续出
现,总数达 38家。

&南京新报∋是南京地区日伪创办的第一张报纸,是伪 维新政

府 暨伪 督办南京市政公署 的机关报。社址在南京复兴路(战前

称中正路) 157号。社长秦墨哂, 早年从日本东斌学校毕业, 是个

亲日分子。总编辑关企予也是归国留日学生。该报每天 1张, 对

开4版; 1939年1月1日扩为对开 6版;不久又增为对开 8版。该

报宣称其编辑方针是: 直接秉承(伪)宣传局之指导, 对(伪)中央

政府之国策政纲作迅速之报道,对国际情势、东亚关系作详尽之记

载。 # 该报主要新闻消息都来源于日本 同盟社 和日伪合办的

中联社 。报上充斥 日军胜利前进 、国民党军溃退 的新闻与

中日亲善提携 、建立东亚新秩序 等评论, 以及为汉奸涂脂抹粉

的 昨又有殉难先烈多人 等消息, 还有诸如 皇军大欢迎 ) ) ) 美丽

好招待周到 、本田商店日本鲜鱼、蒲铧盐鱼 、大优惠皇军 ) ) )

人民慰安所、倚红阁妓院、广寒宫妓院露布 之类的整版广告。在
日伪当局的强制下, 南京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商企业等都必需订

阅该报。该报发行量达 13000多份。

日伪当局为了将其新闻宣传深入到南京居民家中,于 1939年

1月 4日又以 民营报纸 的面目,创办了&南京晚报∋。此报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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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田义一主办。社长曹见微。社址在南京复兴路 135号, 紧邻

&南京新报∋社址。每日出小 4开 1张, 侧重报道南京地方新闻, 以

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为对象, 取材不厌其多, 报道力求及时。为吸

引与诱导读者, 该报特设 问事处 以及 社会服务 、社会呼声 、
读者建议 、法律解答 、医药问答 等专栏,还经常举办各种观

摩会、座谈会、竞赛会等。在编辑上采新式密排法,去铅条而用铅

皮以作每行之间隔; 同时采用六号字,避免大字标题等, 以节省版

面,降低售价, 扩大销数。&南京晚报∋是&南京新报∋的补充与扩

展。

日伪当局还十分重视汉奸新闻人才的培养与训练。伪宣传局

在日军报道部的指导下,专门开办了 新闻训练所 , 先设在上海、
后移至南京,每 3月 1 期, 先后共办了 4期, 培训专职新闻编写人

员和速成日语翻译。

1939年 10月,伪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 宣传委员会 , 下设事
业、指导、总务三科。其职责是根据伪维新政府宣传局与伪南京特

别市政府的指示,拟订本市宣传计划,编撰与审查本市各种报刊杂

志,调查宣传组织,管理全市的新闻、电影、戏剧、广播等。

1940年 3月 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 在伪行政院特设

宣传部,由林柏生任部长,统管全部宣传事项。伪南京特别市政府

的 宣传委员会 在 1941年 4月改称 南京特别市宣传处 。汪伪

宣传部在宣传工作中,首先重视新闻传媒的作用,在 1940年 3 月

上台伊始, 就决定由伪中宣部督同报业经理处整顿伪 维新政府 

时期的直属报社;并出版一些新的报刊。南京一时新、旧报刊、杂

志与广播电台纷纷出笼亮相, 呈 繁荣 的景象。汪伪时期南京主

要的报刊有:

&南京新报∋。从 维新政府 接收, 成为汪伪政府的机关报。

至 1941年 10月 10日,根据伪中宣部的命令,华中地区原 维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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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时期的 38家报纸一律改为伪中宣部直属报社,并更改报纸名

称,由伪中宣部组织董事会管理。&南京新报∋改名为&民国日报∋。

同一天, &苏州新报∋更名为&江苏日报∋, &杭州新报∋更名为&浙江

日报∋,&蚌埠新报∋更名为&安徽日报∋。&民国日报∋被定为全国性

甲级报纸。社长仍是秦墨哂,总编辑先是关企予, 后为周雨人; 社

址仍在复兴路 157 号; 日出对开 1 张。该报在&改名启事∋中说:

盖以南京新报名称, 不免偏重于地方性,而本报则有领导全国舆

论的全国性。如仍用南京新报名称,似有不类,因改用民国日报名

称,以副其实((并依据条例规定,由宣传部委派社长、经理、总主

笔、总编辑。本报附属的&南京晚报∋,则依条例规定,确定为丙级

报社。然而名称虽易,性质未变,一仍旧贯, 不失为政府与人民联

系的公益法人机构。 # 鲜明地表明了该报的立场、性质与特点。

该报除作为汪伪政府喉舌外, 京市消息详明丰富 是其主要特色。

该报在 1945年初又更名为&中央日报∋,但初衷未变。不久因秦墨

哂辞职赴北平, 遂由汪伪中宣部指导司司长武仙卿继任社长。直

至日本投降才终刊。

&中报∋。大型日报, 系周佛海的私人派系报纸。1940年 3 月

30日汪伪政权成立当天创办,董事长周佛海,社长罗君强,副社长

金雄白,总编辑由关企予、张慎之、倪蝶荪先后担任。社址在南京

朱雀路 111号。关于&中报∋的名称,罗君强说: 报纸取名&中报∋,

对人公开说它是中国人办的报纸, !中央∀ 办的报纸,实际上是我看

到&申报∋在上海资格最老,一般人对它印象很深, !申∀ 字去掉一横

就是!中∀字,命名&中报∋, 有心影射。 ∃ 该报创办时, 辟 庆祝国

民政府还都特刊 ,汪精卫等伪政府首要题词祝贺。该报在&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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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词∋中称: 中报者,中日永久和平纪念之产物((无和平运动则

无中报((今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创造历史上之一重大纪念日。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 该报初时日出对开一张半, 后扩充为两

大张; 1942年缩为对开一张。由于该报重视版面, 且在南京、上海

间自设电台通讯,将西方各通讯社的电讯稿改头换面地择要刊登,

显得新闻内容丰富、及时,故销路顺畅。至日本投降,该报终刊。

&京报∋。四开小报, 亦系周佛海、罗君强的私人派系报纸。战

前南京本有&京报∋; 1940年 8 月 18 日周佛海、罗君强以复刊名

义,重办此报,罗君强任董事长,无董事会, 葛伟昶、李六爻先后任

社长, 朱率斋任总编辑。社址在南京邀贵井 14 号。该报初为日

报,日出四开一张,以 编排精彩 著称于当时南京各报。不久, 该

报与&中报∋合署办公; 1944年 7月停刊; 1944年 11 月改出&京报

晚刊∋。

&中央导报∋。周刊, 系汪伪中央宣传部机关报, 1940年 8月 4

日创刊,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兼任社长, 华汉光任总编辑; 该报称

以 畅扬国策,促进学术, 宣达政情 为宗旨,设有时事述评、现代史

料、大事日志、法规汇辑、专载及照片、漫画等栏目。实际上该报系

汪伪宣传部的喉舌, 负有对整个汪伪宣传工作的指导与监督作用。

&南京晚报∋。从 维新政府 接收, 附属于&民国日报∋, 依条例

确定为丙级报社。

&时代晚报∋。原由朱朴于 1939年 10月 1日创办于上海; 汪

伪政府成立后, 朱朴出任伪监察院委员,于 1940年 9月 1日将该

报迁至南京出版。庞明儿任总编辑。社址在南京白下路祥瑞里,

后迁至四象桥邀贵井。1941年 8月,日伪在广州召开有日、满、汪

记者参加的 第一次东亚新闻记者大会 ,庞明儿赴会, 朱朴则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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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去贺电,称此会 集三国之俊彦, 作舆论之商讨, 行见东亚文

化,融汇沟通,发扬光大, 建树必多 。#

&民报∋。汉奸帮会 中国安清总会 的机关报,以常玉清为理

事长, 1940年 7月 15日该报正式出版, 日出一大张, 至 8月增刊

为一张半,每日发行三千份 。

另有&宁报∋、&艺报∋、&戏报∋、&繁华报∋、&国民公论∋等报刊,

其中有官办的, 也有 民办 的;有晨报, 有晚报,有日刊,有三日刊;

有新闻性的,有政论性的,有文艺性的。

关于无线电广播电台。自日军占领南京后,一直由日 中国派

遣军 总部报道部放送班直接控制。汪伪政府成立后, 即由伪中宣

部部长林柏生、次长郭秀峰、特种宣传司司长韦乃纶、参事钟任寿

等人,着手与日方报道部长马渊大佐、日本驻汪伪大使馆情报部长

好富等交涉, 要求由伪政府接管各广播电台。几经会谈, 直到

1941年 2月 22日,即汪伪政府成立近一年后, 日方才同意将广播

事业权移交给汪方, 由汪方于当日宣告成立的 中国广播事业建设

协会 接管。日方并称将在经济与技术上予以协助。林柏生发表

谈话,对日方此举表示极大感谢,并保证在宣传方针上与日本保持

一致。新成立的伪 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 会址在中山东路祠堂
巷,由林柏生兼理事长,在 4个常委中, 就有田中末广、浅野一男两

个日方代表占了两席。田中末广系日本广播协会派来的特务, 浅

野一男则是日军报道部放送班的中佐班长。1941 年 3月 26日,

日方将 南京广播电台 正式移交给伪 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 ,

更名为 中央广播电台 ,台长为王荫康,下设广播、编审、总务、技

术 4科。技术科长是日人岛村三郎,主管全台的机器管理、使用与

修理。而全台的顾问先后为日人今野、小森。可见广播电台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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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仍控制在日方手里。该电台的播音内容,除像以前一样, 转播日

本电台的华语新闻节目、南京日伪头目的讲话与日伪当局的各种

布告、训令以及日同盟社与伪中华电讯社发布的新闻外,还根据伪

中央宣传部颁发之宣传要点, 结合国内外重大时事与各种纪念日,

如汪伪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汪精卫访日、德苏开战、日军袭击珍珠

港、新国民运动 、对渝攻势宣传 等, 组织 特别宣传 ,中间穿插

播放日本的歌曲与 和平运动 歌曲。
关于通讯社。 维新政府 时期有 中华联合通讯社 ; 汪精卫

于1939年 11月 3日在上海又设立 中华通讯社 ;汪伪政府成立

后,于 1940年 5月 1日, 将上述两通讯社合并为一家,称 中央电

讯社 ,隶属于伪中央宣传部, 社址在南京复兴路 155 号。该社的

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由伪政府的宣传部、外交部、重要报社的

代表与 新闻事业负有重望之专家 以及该社的社长、副社长、总编

辑、司库等约 8 ) 14人组成。在 1942年 12 月召开第二次理事会

时,特聘请日本同盟通讯社古野伊之助为名誉理事,松方义三郎为

交换理事。首任理事长为林柏生。该社刚成立时,社长由林柏生

兼任,后由赵慕儒、郭秀峰先后接任。总社分设总务、编辑、摄影制

版 3个部与电务管理、调查 2个处。编辑部设总编辑 1人, 副总编

辑 1至 2人; 部内设中文、日文、英文、采访 4 个组及缮印、收发 2

个室。在南京总社下面, 分别在上海、武汉、广州、苏州、杭州、香

港、东京等地设立分社,在扬州、镇江、嘉兴、汕兴等地设立通讯处,

在天津、常州、常熟、盐城等地派驻通讯员。该社宣称 以发布政

闻,宣扬国策,沟通各地消息,采集国际新闻为宗旨 ,每日编发新

闻电讯稿有 1万多字,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甲种为国际消息, 乙

种为国内新闻, 丙种为地方新闻, 丁种为经济新闻,其来源主要是

伪宣传部交下照发的伪政府公报与官方报道、与日本共同通讯社

的交换电讯以及希特勒德国海通社的电讯等; 地方新闻则靠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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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社的来稿以及采访所得。该社标榜其宣传内容是 上遵政府国

纲,  毋负主席训示 ,一切都是适应日伪殖民统治政策的需要。

二 严密监控新闻传媒的宣传内容与经营管理

南京日伪当局在不断加强殖民奴化宣传的同时, 严密封锁外

地的中、外报刊进入南京,严格查禁一切有任何反对与揭露日伪殖

民统治的宣传意向。

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新闻传媒中心上海, 中外报刊云集,在英、

法租界传统的新闻自由政策导向下,成为揭露日本侵华罪恶、宣传

与鼓动抗日的舆论前哨阵地。上海又离南京很近,交通联系频繁。

因此, 南京日伪当局就把查禁与封锁上海的传媒进入南京作为头

等宣传大事来抓,在日本统治南京的整个期间始终不懈。1938 年

11月 23日, 还在 维新政府 时期,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管理员

曾经给上海一位朋友写信,询问关于订购杂志的事,结果得知几

乎所有的中文杂志都停止出版了,能出版的也都要经过伪装才能

进入日军占领区。&密勤氏评论∋为了进入日占区不得不经常改头
换面 。只有英文的&字林西报∋是个例外。# 随着日本与英、美矛

盾的加剧,南京日伪当局对上海租界中挂着洋商招牌的各种中、英

文报纸的查禁也日益严厉。1940年 9月 22日, 在日方的指使下,

汪伪政府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发布一份布告,禁止报贩在南京等地

出售&大美晚报∋、&中美日报∋、&大晚报∋、&大英晚报∋、&正言报∋

等,还禁止南京等地的商号及娱乐场所在上述各报刊登营业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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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查禁外地的中、外报刊进入南京,日伪当局还严禁南京的

市民与伪政府官员收听 敌性 的电台广播,先后颁布了&装设无线

电收音机登记暂行办法∋、&无线电收音机取缔暂行条例∋及其施行

细则、&违禁收音机使用持有特许标准∋等 # ,严格控制收音机的装

设与使用。当时南京的一般居民都很贫困, 有无线电收音机的人

家很少,只有汪伪政府的军政官员与少数高级知识分子才拥有此

物。因此, 日伪当局与特务机关也把监控收听短波收音机的重点

放在这些人身上。汪伪参谋总长杨揆一的弟弟、担任伪军委会报

导室主任的杨振因备有短波收音机而被日军特务机关调查的事就

是一例。

对于南京的报刊,尽管多为日伪人员创办与主持, 但日伪当局

仍不放心,实施日益严格的管理与监控。1940年 10月 1日, 汪伪

行政院声称 为防止破坏和平反共建国国策之一切反动宣传 , 训

令颁布了&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共 21条,规定: 凡

新闻纸及通讯社所刊布之一切稿件, 除宣传部认为不必检查者可

免检查外, 均得施行检查。 检查由各新闻检查所会同当地军警机

关一起进行; 凡违反和平反共建国国策 、企图倾覆政府危害民

国 、扰乱地方、破坏金融、破坏邦交 、泄漏政治军事外交秘密 、

破坏公共安宁 以及被伪宣传部通令禁止宣传的新闻与稿件, 一

律删除;如违反规定者, 轻则给予 警告 、禁止当日发行 、有期

停刊停业 的处分,重则给予 无期停刊停业 、封闭馆所没收机器

生材 的处罚, 情节重大者 , 照危害民国论罪 , 移交法院依法

诉究 等。∃ 1941年 1月 24日,汪伪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出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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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几乎完全抄袭由日本人亲手制订的伪华北临时政府的&出

版法∋,其中规定在日伪区出版的所有报刊,均由汪伪宣传部管理,

须先行申请登记,经伪宣传部批准后方可出版;对违反规定者, 处

以各种名目的处分。# 根据上述文件, 汪伪宣传部与日方合作, 对

南京的报刊实施日益严格的审查与监控。

首先,严格审查报刊的宣传内容。

开始,伪宣传部主要加强对上海新闻报刊的检查, 设置专门的

新闻检查所,因为那里是新闻媒体集中的地方。在南京则没有设

置专门的新闻检查所,而是 采本部直接检查方法,派定参事许锡

庆为首都新闻检查主任 。∃ 但在 1941 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后,日方要求汪伪政府加大新闻检查的力度。日 中国派遣军 报
道部特地拟订了一份&新闻通讯应行注意事项∋, 提交给汪伪政府

的新闻检查所参照执行, 并派员到新闻检查所协助与监督汪伪检

查人员工作。汪伪宣传部随之加强了对南京的新闻报刊检查, 于

12月 9日在中央电讯社内增设了一个专门的南京新闻检查机构,

在新闻检查主任许锡庆领导下, 除由部派定审核科长汤玉成为总

检查员外,另加派科员汪定一、吴翘,连同特宣委会职员金辉、李亚

芒等四员, 协助检查 ,并邀请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和伪首都警察厅
各派二员协同参与。该检查机构 分成昼夜两班, 分别检查中央社

电稿及本京大小报纸 。∗

1943年 1月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后, 建立 战时文化宣传体

制 ,进一步加强新闻控制。1943年 3月, 汪伪宣传部制订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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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战时新闻及第三国报纸杂志通讯广播等取缔办法∋。1943年 6

月 10日,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第 17次会议决议通过了&战时文化宣

传政策基本纲要∋,决定 调整充实强化现有各种检查机构 ,其中,

对新闻传媒尤加重视: 实施各国在华出版物之登记与检查, 严厉

取缔敌性新闻电讯, 以谋宣传力量之统一 ; 强化中央电讯社, 使

能执行起对内对外唯一全国性质新闻电讯机关之各项特权 ; 强

化中央广播事业建设协会,严厉取缔敌性广播,并谋对外宣传之积

极与强化 ; 整理报纸、杂志, 采取一地一报、一事一刊的政策 ;

整理报纸,除重要地点外,采一地一报政策, 在重要地点有设立一

报以上之必要者, 亦应分别确立其性质, 各遂其发展。 加强对

&中央导报∋之指导,使成为宣传政府施策,为全国公务员必读之

物 等等。#

1943年 6 月, 汪伪宣传部在南京正式成立 首都新闻检查

所 , 设主任 1人,总检查员 1人,检查员 6人, 加上事务员等共 12

人,仍由许锡庆为主任。检查工作也更加严格繁琐,由每日两班改

为每日三班检查。当时南京的新闻机构,除伪中央电讯社外,共有

约 10家报刊,其中&民国日报∋、&中报∋、&京报∋、&民报∋、&宁报∋为

晨间发行的大型日报, &南京晚报∋、&时代晚报∋两种为晚报, &艺
报∋、&戏报∋、&繁华报∋为三日刊。因此,首都新闻检查所的检查:

一、规定每日中午 12时起至下午 6时止,检查第一次中央社稿及

各晚报、三日刊等新闻及各大报广告;二、下午 7时至夜 12时止检

查第二次中央社稿及各报广告、地方消息、本京新闻等; 三、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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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起至 3 时止, 检查第三次中央社稿及各报言论、电讯、要闻

等。 # 这是所谓 事前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汪伪宣传部

规定的稿件,视不同情况, 分别签署 删改 、删削 、奉谕免登 、

应予免登 等审查意见。 首都新闻检查所 每月要填写&检查工
作报告表∋,上报伪宣传部。在几年中, 首都新闻检查所 检查扣

压了南京各报的大量稿件。仅据&检查工作报告表∋,在 1942年 1

月 1日至 14日的 事前检查 中,查扣言论 6篇、社论 2篇、特稿 2

件、电讯 3 件; 在 2 月 1 日至 28 日的 事前检查 中, 检扣电讯 9

件、副刊 2件、通讯 2件、译稿 1篇、新闻 20件、社论 2篇、短评 2

件;在 5月 1日至 31 日的 事前检查 中, 检扣新闻 4件、副刊 1

件。∃ 查扣的稿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如:

1941年 12月 26日, &南京晚报∋拟发&日军迫近马尼拉∋新

闻,新闻检查所认为 该稿述及日本兵器之性能 , 依照大东亚战

争新闻取缔要项应予缓登 ;
1941年 12月 28日, &中报∋拟刊登&滇越边界宁静∋新闻稿,

报道重庆军方集结 15万大军于滇桂地区,以 防备日军之进攻 ,

新闻检查所认为该稿为 渝方反动宣传,应予免登 ;

1941年 12月 28日, &京报∋拟发之&娃娃桥昨午怪案∋的社会
新闻,新闻检查所认为该稿 扰乱治安, 动摇民心 , 应予缓登 ∗ ;

伪 首都新闻检查所 还对各报刊实施 事后审查 ,即对经检

查后出版的报纸再行 审查 , 如发现有漏检或未经送检的稿件, 予

以各种不同的处分或 申斥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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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8月 27日&京报∋刊载&香烛业工人罢工∋新闻一则。

新闻检查所以该新闻 可能引起社会不良影响,拟以警告 ;

1943年 1月 28日与 30日, &民国日报∋ 在第一版封面显著

地位刊载大字标题!罗(斯福)邱(吉尔)作十日会谈∀ , !四者会议∀

(刊蒋介石照相) ,内容全为反轴心之新闻报道 ,新闻检查所 已予

申斥,饬严加注意 。#

1944年 9月 2日,&国民公论∋因刊载了揭露伪政府与周佛海

的言论,引起周佛海大怒, 亲下手令, 称: 查国民公论, 捏造事实,

诬蔑政府, 在作战时期, 决不允许此类淆乱新闻、煽感人心之刊物

存在。着首都警察总监署会同南京市政府,即日封闭, 永远禁止发

行。如有违抗, 着即拿办。 ∃

其次,对报刊的经营管理进行严格的监控。

在 1941年下半年,由于日伪经济日益拮据与纸张供应紧张,

汪伪中宣部开始调整与收缩南京等地的报纸办报规模,将华中日

占区各报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报有甲级中央报与甲级地方报

两种。南京只有汪伪政府机关报&南京新报∋被定为甲级中央报,

享受种种特权与待遇;对被定为乙、丙级的大多数报纸则受到种种

限制。同时,对纸张等报业资材实行控制配给制度与集中管理体

制,严格规定各报的篇幅与发行份数,不断要求缩小版面与减少发

行量。

南京各报社的用纸一直由日军报道部报业联络室控制:在 维

新政府 时期, 由政府拨款交由日军报道部报业联络室办理 ; 汪

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开始阶段,仍沿用前例,由汪伪宣传部 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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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拨款交由该室向日订购纸张, 对各报社用纸继续供应 。# 1940

年 10月日方将 报业联络室 的业务移交给汪伪宣传部,改组为伪

中央报业经理处 , 直接向日本的企业订购纸张, 并主管各项新闻

行政。至于报纸的发行机构, 维新政府 时期有 中华联合通讯社

贩卖部 ;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 中央书报发行所 , 在各地设立分

支所。汪伪宣传部掌控了纸张供应权与报纸发行机构, 就掌控了

各报社的命脉。

对新闻从业人员,日伪当局则组织各种新闻行业协会或团体

加以控制。如以罗君强为会长的 中华报学会 , 以褚保衡为会长

的 中国新闻协会 。1943 年 6 月, 汪伪政府通过的&战时文化宣

传政策基本纲要∋,要求对行业协会 采统一主义 , 以谋文化宣传

体制之整备 。∃ 1944年 9月 25日,在南京成立新的 中国新闻协

会 , 取代原 中国新闻协会 , 并接受 中央报业经理处 的业务, 由

李思浩任会长, 郭秀峰等任副会长;同时将日伪统治区的各会员报

社分成若干个区分会进行管理。南京的各报社属于 南京区分

会 。 中国新闻协会 的宣言再次强调: 与全国国民一致协力完

成兴华保亚之大业。 ∗

三 失败前的 撤兵 、停战 宣传

1944年以后,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与中国战场连连败北。日伪

在南京等统治区的殖民统治也风雨飘摇。汪伪宣传部不得不对严

格的新闻检查稍加放宽,于 1944年 9月颁布&订定新闻检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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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宣布要 尊重言论,接受人民意见与舆论批评 , 还表示对报

纸杂志的言论要 放弃过去消极取缔政策 , 除有关军事政治外交

之机密者外 ,允许 完全忠实明确之报道 ;但同时又规定,对 恶

意煽惑不切实之谰言狂语, 足以摇动人心者, 仍严加取缔 。# 但
毕竟底气不足。

到 1945年初,日本败局已定, 眼看到了山穷水尽、日暮途穷的

境地。于是,日本当局不得不一方面进行几乎是绝望的 本土决

战 的准备,在中国大陆占领区则加强沿海布防,防止盟军登陆; 另

一方面则在宣传舆论上改变手法与内容,不再宣传 大东亚圣战 ,

而是呼吁 息兵、停战、和平 。日方既通过伪政府召开 民众代表

会议 ,又开放言禁, 让一些挂着 教授、学者、专家 头衔的文人办
民营报刊、写文章。以 中国民间舆论 的形式出现, 搞起一场 人

民和平运动 。他们提出 反对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开战 、中日停

战 、日本撤兵 、宁渝统一 等等口号,其实质是反对盟国军队在

中国沿海登陆与引诱重庆政府与日本单独媾和, 以使日本从当时

前后受敌、进退维谷、战和两难的困难中解救出来。

在1944年下半年到 1945年上半年, 南京新出现了几家民营

报刊,计有&中国日报∋、&民主日报∋、&民间报∋、&大众周刊∋等。最
引人注目的是一份名叫&大公∋的周刊, 由当时南京的一些 教授 、

学者 、作家 以及汪伪政权中的一些官员创办, 创刊于 1945 年

4月 10日,社址在南京市中心的中山路 267号。发行人章克, 广

东人,早年追随邓演达, 在 1933年曾任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外交

部司长;抗战开始后,随陈友仁到香港; 1941年 12 月香港沦陷后

被日军逮捕,送上海,参加 和平 运动, 任伪中宣部的次长。主编

汪馥泉(正禾) , 重要撰稿人有吕一峰、陈学稼、胡兰成等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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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刊上连续发表与刊登了&日本撤兵问题之探讨∋、&反对列强在

华作战∋、&德国失败的教训∋、&撤兵与无条件投降∋、&大陆风云会

有转机吗?∋、&所望于日本当局者∋、&日本内阁:从小矶到铃木∋等

文章。还刊登了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的国情咨文,报道了雅尔塔

会议与重庆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延安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等。

以沦陷区前所未有的 言论自由 的面貌,提出了一系列极为敏感、

极为引人注目的论题与呼吁, 如日军撤出中国、撤消日伪控制下的

粮油棉 统制 机构、宁渝统一、召开全国各党派与各界民众代表会

议共商国是、反对盟军登陆中国与日军开战等等。由于该刊在日

占区 独占言论自由的便宜 , 言人所想言又不敢言之言, 又以 公

正 、自由 的中国民众呼声的面貌出现, 因而一度吸引了南京等

地的不少读者, 杂志销量激增到每期 50万份,产生很大影响。

但是人们在细读该刊的言论后, 就会在其 公正、自由、大胆 

的面貌后面,发现其隐藏的、为日暮途穷的日伪当局解围脱困的真

实意图。如在其发表的&撤兵问题∋一文中,人们读到了这样的结

论: 日本虽愿撤兵, 却不能禁止联合军不在中国沿海登陆; 日本撤

兵无保障,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 原来是要求先保证

英美军队不在中国登陆,日军才能撤兵。这与当时中国广大沦陷

区人民盼望盟军早日在中国沿海登陆、帮助中国人民赶走日本法

西斯侵略军、盼望盟军的胜利与解放,立场大相径庭。熟悉内情的

人更知道,&大公∋周刊的出版,得到了日本驻南京汪伪大使馆负责

文化事务的书记官、通译池田笃纪的大力支持。池田是一个披着

外交官外衣、长期在南京活动的日本文化特务,曾大力支持与维护

胡兰成。另外,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参事守田滕之助,甚至南京日军

宪兵队特高课长等都对&大公∋周刊帮了不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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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公∋周刊的宣传内容毕竟与日伪当局的 正面 宣传

有一定距离,也不为南京日军当局的所有人所接受, 尤其遭到日

中国派遣军 中那些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的顽固分子的反对。日

军当局不愿看到日占区的人民真的被鼓动起来, 形成要求日军撤

出中国的强烈舆论。1945年 7月 10日,就在&大公∋周刊第 14 期

将要出版时,日 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通过陈公博,下令

伪首都警察总监李讴一查封了该刊。南京&大公∋周刊的出版与被
查封,反映了日本当局在日暮途穷时的矛盾、反复的阴暗心理。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的所有日伪传

媒几乎都在这天断了气, 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者经盛鸿,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刘 兵)

&论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战∋

2005年 6月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徐康明有关第

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选集&论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

战∋, 42万字。该论文选集选取 21 篇文章, 从反法西斯

同盟的无条件投降政策与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前因后果,

中、美、英三大盟国在中缅印战场的对日作战, 二战斯间

美、苏的对华政策这三个部分分析、论述了反法西斯同盟

国的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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