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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报纸数字化的意义与价值

二、《民国日报》简介

三、《民国日报》发展大事记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所出版《民国四大报纸社

论篇名索引》中，选用《大公报》、《申

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这四种

报纸作为民国四大报纸，可见《民国日报》

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研究价值高

战火纷飞的年代，报纸的正常

刊发非常困难，报纸的保存也

极为困难,缺页、手写、发霉

现象极为严重

保存难度大

《民国日报》由于版本众多，发行量

大，收集和对比各地方分社的报纸内

容有非常大的困难。

收集难度大

学者们要全面查找近代报纸史料困

难重重：一是不知道去哪里查找，

二是即便知道去哪里查找，很多孤

本早已用特殊技术封存，无法取出

查阅；三是即便能查阅，要一张张

的查找，耗时耗力。

市面流通少

目前尚无近代报纸内容收录繁杂，从新闻到时事到小说广告，如果仅阅读影

印资源，想要找到所需资料十分困难。同时如果扫描档不好，也会影响阅读。

检索和阅读难度大

一、近代报纸数字化的意义与价值



为了提供更好的《民国日报》数字版，我们做了……

1、立项阶段：寻访各大高校老师，填写调查问卷，了解对资源的需求

2、制作阶段：争取到国家图书馆正式授权，提供全部馆藏图档资源，是市面上最全的
《民国日报》

3、 图档清晰度不够——国图专业高分辨率扫描仪器，分辨率为600DPI原版扫描

4、 文字识别率低，错别字多—— 利用AI技术，与北京深延公司合作，字形正确率达到
97%

5、市面上都是影印版，最多提供主题检索——进行文章级别数字化，支持全文检索，大
大降低阅读和检索难度

6、平台开发阶段：制作了新平台“繙（fan）云文献平台”，适配手机端访问，功能更优，
同时整合《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整合资源，集约化优势

7、资源发布阶段：筹备三个月，进行《民国日报》资源发布会，邀请专家学者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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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国日报》简介

《民国日报》是近代中国有着较大影响的报纸之一，与《大公报》一同被誉为
“民国四大报刊”之一。1916年1月22日，以讨袁为主旨的《民国日报》在上

海创刊，该报创始人是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主编为叶楚伧、邵力子，
《民国日报》随后成为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宣扬国民革命，反
对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1920年5月，国民革命失败后，《民国日报》成为国民
党在上海惟一的宣传机关。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该报
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1932年因触犯天皇而遭查改名《民报》，1938年上海
沦陷，自动停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民国日报》原名复刊，1949年
1月终刊。



《民国日报》重大事件

1916年，《民国日报》于上海创刊，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创刊主旨是反帝反封建，

号召广大人民向旧社会作斗争。

1916年，《民国日报》因刊登文章痛斥北洋政府出卖国家权益被北洋政府起诉，自此名噪一时。

1919年，《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开辟《觉悟》副刊，诸多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纷纷

为《觉悟》供稿，极大宣扬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讨和发展。

1924年，在国共合作下，《民国日报》被改组为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随着国民革命胜利，作为中国

共产党“第一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为共产主义革命进行了全国性宣传。

1927年， 国民革命失败，《民国日报》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机关报，在全国各大城市，遍地开花，

先后创立了37种区域性报纸。

1928 年5 月3 日，日军在济南挑起事端，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制造了“济南惨案”。次日，《民国日报》

即发表题为《日兵在济南之暴行》的社论，谴责日军暴行。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日报》在上海掀起了新一轮的反日浪潮，声讨日军的暴力行为，

相继发表了《如何对待日寇之暴举》《日寇又一阴谋》《日人不智之宣传》，同时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

政策”进行批评。



学术价值

相较于其他民国报刊，《民国日报》的独特学术价值在于：

(1) 作为中华革命党机关报，其主编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高层人员，能折射出两党在“二次革命”前后

的政治主张变化，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先合作后压迫的曲折历程。

(2) 除上海版《民国日报》之外，《民国日报》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众多分社，开办当地版。在上海版

《民国日报》停刊后，地方版《民国日报》仍然被当作国民党的省级机关报发行，详实报道地方的新闻、

资讯、社会文化等，许多版本在当地的影响力都非常大，比如《广州民国日报》作为当时销量颇大的报

纸，1932年仅一天广告投放量就超过100则。对研究民国时期各个地方的当地特色风俗、社会民生状况、

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价值是其他全国性大报所不具备的。

(3) 《民国日报》在五四运动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宣传窗口，其《觉悟》副刊成为当时马克

思主义的宣传园地，对五四运动及近代文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特色地方版

岭东民国日报——
革命时期,当时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同志,被任命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
分主持国共合作的一个地方政权.为了唤起“民众的革命精
神”,周恩来受托在汕头市筹办《岭东民国日报》，为《岭

东民国日报》题词“革命”，出版套红的《革命日报》，
登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和革命布告。

《甘肃民国日报》是甘肃省党部的机关报，创办于1928年，
至1949年8月停刊，历时21年之久，是解放前甘肃省出刊时
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地方报纸，是甘肃的舆论中心和抗战
宣传主要渠道。

甘肃民国日报——



2018年 1135篇
2019年 1313篇
2020年 1376篇
2021年 1601篇
2022年 1675篇

在中国知网上以“《民国日报》”为全文关键词进行检索，检
索出三十年间引用《民国日报》的论文发表数量



https://xuewen.cnki.net/CJFD-MGCQ200106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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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1、全文检索
2、收录现存最多的地方版（31种）
3、全新平台（集成《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等）



《民国日报》遍地开花，在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创立了区域性报纸，报道地方性特色新闻，深入地方风土人情、
社会百态，充分体现了本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独有特色，是研究地域史的珍贵原始材料记录。

河南版（1931-1944）
汉口版（1927）
天津版(1931-1947)
绥远版（1931-1935）
宁夏版（1935-1948）
甘肃版（1933-1946）
青海版（1931-1949）
南京新报版(1941-1945)
中山版(1933-1949)
云南版（1930-1946）
湖南版（1933-1938）

梧州版(1932-1934)
赣南版(1940-1948)
九江版(1934-1935)
察省版(1932-1933)
绍兴版(1927-1948)
潮安版(1941-1943)
黎川版(1938-1940)
梅县版(1928-1939)
两阳版(1943)

北京版（1928-1934）
河北版（1928-129）
山东版（1929-1946）
上海版（1916-1947）
宁波版（1927-1941）
福建版（1929-1934）
琼崖版（1935-1947）
广州版（1923-1936）
江西版（1929-1949）
南宁版（1931-1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