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信、治理与保障: 民国时期

《河北建设公报》出版研究*

金 强 王思凡

【摘要】《河北建设公报》于 1928 年由河北省建设厅创办，该刊以服务人民生活、消除官

民隔阂为办刊宗旨，以发布政府公告、施行政务公示、传播建设知识、颁布建设法规为办刊

目的。本文分别从期刊的创办背景、刊物内容分类、期刊装帧风格及发行方式四个方面分

析《河北建设公报》的出版情况。《河北建设公报》是典型的政府刊物，出版风格严谨务实，

但又不乏精致的装点，具有现代政务媒体的突出特点，是研究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务期刊的

重要史料。

【关键词】民国时期 《河北建设公报》 河北省建设厅 政务 期刊

民国时期是我国传统文化与国外新思想汇集交融的时代，也是政局多变和民生浮沉的

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河北省自民国初年开始，政局尤

其多变，成为多方力量博弈的重要“战场”。1928 年，随着新的河北省政府的建立，其下设的

建设厅、财政厅、教育厅等部门也相继承担其在各领域的关键角色，为了传达相关领域的政

府公告、宣传政府形象、获取民众支持，创办了多种官办期刊，是为“公报”。近代河北地区

第一次规模性的政府办刊风潮，颇有“除旧布新”之意，也意味着期刊等媒介在政治生活中

的意义被显现出来。此时，主动宣传政府工作要点与回应民众现实关切，成为地方政务媒

体的重要工作内容。

《河北建设公报》由河北省建设厅主办，以便于民众了解省内建设情况为办刊初衷，以

发布政府公告、施行政务公示、传播建设知识、颁布建设法规为办刊目的。

* 本文系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重大委托项目“燕赵传播思想史研究”( 2020W03)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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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北建设公报》的出版概况

( 一)《河北建设公报》的创办背景

1928 年 6 月，国民政府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将旧京兆区各县并入河北省，改北平为北

京。同年，北伐战争随着军阀张作霖被日本人刺杀于皇姑屯而进入尾声，12 月，张学良在东

北宣布易帜，至此北伐完成。推翻军阀的统治后，河北省亟待建设，但是经历了战争的破坏

以及连年的水旱灾害，全省民生凋敝、基础设施落后，百废待兴。此时，民众的封建思想仍

然较为顽固，政府中的官僚风气也比较严重，亟须通过出版新式的政府出版物来稳定民心、

转变思路、开化思想。“从外部环境来说，当时的国内形势虽然依旧动乱，但因军阀混战导

致的混乱场面已基本消失，政治局势处于暂时稳定的局面，这就给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较

好的土壤。”①新的河北省政府刚刚成立，各部门也需要通过刊物向群众汇报工作、宣传思

想。而“相对于图书，期刊中的作品具有生产周期短、时效性强等优点”②适合省建设厅日常

事务烦琐且工作具有周期性的特点。

( 二)《河北建设公报》的办刊宗旨与目的

《河北建设公报》由河北省建设厅于 1928 年创办，以服务人民生活、消除官民隔阂为办

刊宗旨，以发布政府公告、施行政务公示、传播建设知识、颁布建设法规为办刊目的。在《河

北建设公报》创刊号发刊词的末尾部分，河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温寿泉③向读者介绍了办刊

目的，“现在为便于民众了解建设起见，特行编刊河北建设公报，由本厅主办，将本省政府一

切建设计划，建设言论，及关于建设法令、文告、表册、调查报告等事项，分类编刊，以期灌输

人民最新的最正确的建设知识，藉以排除其旧的思想观念，庶收共策共进之效”④。办刊目

的可基本概括为信息公开、教育民众和促生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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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坦:《民国时期河北期刊的量化统计与出版分析》，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第 15 页。
邹鼎杰:《基于文献计量的民国文献分布及其应用研究》，《图书馆杂志》2019 年第 9 期。
温寿泉( 1881—1956) ，字静庵，山西省洪洞县辛村乡白石村人。1928 年，出任河北省政府委员，1929 年兼建设

厅厅长。
参见由温寿泉撰写的《发刊词》，《河北建设公报》1928 年创刊号，第 28 页。



( 三)《河北建设公报》的文本留存情况

通过收集与整理，可见 1928 年至 1934 年共 33 期 3919 页《河北建设公报》期刊文献资

料，其中 1928 年 10 月创刊号至 12 月三期、1930 年 1—3 月三期、1930 年 4—9 月六期由中

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合为一辑保存，1930 年第 11 期和第 12 期在当时由河北省建设厅合为一

辑出版，总计共留存 33 期。目前留存的《河北建设公报》期刊文献资料为 1928 年三期、

1929 年三期、1930 年九期、1932 年十二期、1933 年一期和 1934 年两期。其中，1932 年留存

期刊数量最为完整，十二期均保留下来。期刊页数多则 271 页，少则 70 页一期，平均每期

100 页左右。该刊的主要栏目包括刊首图片、政府命令( 命令、训令、指令、委任令) 、论著、法

规、计划、公牍、咨、公函、呈文、布告、工作报告、会议记录、调查等。现国家图书馆与中国人

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均保存了该刊相关资源。

二、《河北建设公报》的主要内容

《河北建设公报》所刊载的内容，可划分为政治、经济、法律法规三类: 政治方面，包括政

府公告、官员任免、政务公示以及时政要闻四部分; 经济方面，包括经济建设与民生保障两

部分; 法律法规，以维护建设秩序为主要目的。

( 一) 政治类内容: 取信于民

1．政府公告

在该刊中有两种政府公告形式，一种是专门的公告———“布告”; 另一种为转达给民众

的政府公文，如“河北省政府令”和“河北省政府建设厅令”。“布告”指书面或印刷的通告

或公告，在该刊中作为栏目之一发布政府公告。例如 1930 年第二卷第五期中，建设厅便通

过“布告”栏目告知汤山饭店以及地皮公司等，在新契约未发布前继续履行旧契约的政府决

策意见①。政府公文中，省政府和建设厅的两级命令又分为“训令”和“指令”，“训令是上级

机关对于所属下级机关有所谕饬或差委时用，指令是上级机关对于所属下级机关因呈请而

有所指示时用”②。除此之外，一些同级公署间的公文、下级部门呈上的公文等，也登载在期

刊上，具体表现为期刊中的“咨”“呈”“函”等栏目。这种将公文转载到期刊来出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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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设公报》1930 年第二卷第五期，第 110 页。
李明:《谈“等因奉此”之三: 民国公文“令、训令和指令”》，《云南档案》1987 年第 3 期。



有利于官民意识的协调和相关工作的开展。

2．官员任用

“委任令”( “委任状”) 是《河北建设公报》的固定栏目，每期都有更新，是向民众公开省

建设厅人事变动的窗口。建设厅的官员任免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厅内任用新职员，如 1929

年第二卷第三期中的委任状第 316 号，任用王宝枢为建设厅科员，同期的委任状第 318 号，

任用林荥为建设厅视察员①; 二是建设厅下派职员至地方考察或到下属部门任职。值得注

意的是，如果任用为地方政府干部，如河工船捐征收处处长、昌平县建设局局长，需要建设

厅与省政府中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同意委任，保证官员任用程序的公平公正。民众可以通过

阅读该刊了解建设部门的官员任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

3．政务公示

《河北建设公报》作为政府办报，政务公示是其主要职能之一。期刊中的所有内容几乎

都带有信息公开的性质，尤其是政府的内部工作记录。具体来看:

首先是会议记录公示。该刊登载的会议记录包括: 会议期数、会议时间、地点、参会人

员名单、缺席人员名单、列席人员名单、主席( 一般为厅长) 、记录人员以及会议流程、议程项

目。会议内容主要为转达厅长在省政府开会时省里下达给建设厅的命令，以及厅长在会议

中的报告内容。相关会议记录颇为详细，通过在期刊上连载建设厅每月的会议内容，可以

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让百姓了解政府重要工作情况。

其次是行政报告公示。行政报告( 报告) 栏目并不是该刊的固定栏目，连续几个月的报

告常以合辑的方式出现在一期当中。例如 1932 年第五卷第一期中的“行政报告”就包含公

路铁道、河工及航路工程、测绘各县地图以及视察满城县、涞水县、徐水县、完县、南乐县、濮

阳县、豊县、长垣县、玉田县、平谷县建设情况报告书十三项②，其中各县的建设情况报告书

由视察员勘察汇报; 期刊一并登载了各县建设情况报告书的作者，列于各小标题的正下方。

各县级政府机关可以通过该刊了解省建设厅对本县的勘察情况，进而采取相应措施。订阅

该刊的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视察员的报告了解省内各地的风土人情及发展状况。

4．时政要闻

1933 年，南京国民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逐渐开展了文书档案改革运动③，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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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设公报》1929 年第二卷第三期，第 11 页。
《河北建设公报》1932 年第五卷第一期，第 67—101 页。
1933 年 6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了改革公文档案会议，讨论由多部门联合提议的《各部会审查处理公文改良

办法》，旨在减少行文的数量，简化运转的层次步骤及登记手续。主要内容包括: ①以公报代替须公布的发文;

②以会签簿代替会稿咨文;③修改公文稿面和收发文簿式;④改革公文用语，简化程式，采用标点符号并分段叙述。



《河北建设公报》1934 年第六期增设了“时政要闻”一栏，其中包括转载南京通讯机构发布

的国际国内要闻以及国内其他省市的地方新闻两类，内容均与建设工程相关，例如转载蚌

埠通讯的“建委会兴筑煤矿铁路”新闻、西安通讯发布的“陕省潼兰段路面状况”等。这些新

闻及时反映国际国内建设工程发展状况，便于读者了解更广范围的建设新闻，亦有利于本

省建设厅对照其他地区的建设情况改进工作，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同步发展。

( 二) 经济类内容: 服务于民

1．经济建设

首先是水利建设方面。近代河北省水患灾害频繁，“民国 38 年间，直隶就有特大水灾

年 5 个( 1917，1924，1930，1939，1940) ，大水灾年 5 个( 1912，1922，1929，1932，1935) ，中等水

灾年 4 个( 1925，1926，1934，1943) ，其余为局部水灾年”①。水利建设是省建设厅工作的重

点，因此在《河北建设公报》中也有大篇幅的有关水利建设的公文、报告，包括建设厅颁布的

整治水利的公文、下级视察员对河务治理的反馈报告，以及关心水利建设的文人志士的投

稿等。此外，期刊还将视察员实地拍摄的水利建设工程图片安排在目录前刊登，便于民众

了解政府的工作成果，进而获得民众的信任。

其次是交通建设方面。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公路建设开始纳入国家建设规划。1927

年，国民政府的交通部和铁道部草拟了全国道路规划及公路工程标准。作为省主管工程建

设的部门，开展河北省道路建设的任务也成为了建设厅的重点工作。在 1928 年创刊号中，

《河北建设公报》便占用六幅版面颁布了“河北全省道路修筑之计划”②，其中将省内道路分

为三种，分类制定整治标准和计划，并公布了执行机构的人员名单。经过省建设厅的大力

整治，“据 1933 年底统计，全省共修县路 130 条，总长 1987 公里”③，河北省的公路里数已经

大大提高，方便了全省人民的工作、生活。

最后是通信建设方面。“1928—1937 年间，电信业属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但河北

地方电话归省建设厅管辖。”④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省建设厅共同制定河北省通信建设计

划，相关文件内容、实施情况在本刊发表。如 1929 年 5 月第八期登载了厅长温寿泉下令省

长途电话天津办事处递交经费预算的文件，以及省长途电话大名办事处赴各县安装电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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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梅:《民国时期河北水灾频发的原因探析》，《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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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婷婷:《民国时期河北地区公路建设述论( 1918—1937)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19 页。
王亚超:《民国时期河北电信业研究( 1928—1937)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13 页。



发运杆运料的指令①。《河北建设公报》刊登的内容紧跟省建设厅的工作方向，语言严谨简

洁，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报刊盈利为次要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河北省基础设施逐步

更新，因此除水利建设外，还包括促进民生发展的交通、通信建设。

2．民生保障

省建设厅除组织省内经济建设工程以外，也会兼顾民生保障。1931 年第四卷第一期

中，便有一则关于建设厅为汤山公园事务所实施开襟北楼坍塌修复的项目并向财政厅报备

的公告。省建设厅不仅是建设部门更是政府机构，需要履行服务百姓的职能，因此在与百

姓生计相关的建设活动中，建设厅需要扮演“领路人”和“把关人”的角色。除此之外，在政

府内部官员的管理方面，《河北建设公报》也发布了一系列的要求: 官员不得狎妓、赌博、酗

酒、吸食鸦片，不得贪污等，以保证官员的廉洁，维护百姓利益。《河北建设公报》充分发挥

其作为政府刊物的优势，传达政府心念民生、服务大众的工作态度。

( 三) 法规类内容: 有序治民

“法规”是《河北建设公报》每期的固定栏目，主要内容为颁布建设厅内部组织管理条

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条例、新设施使用条例、修订的法律条文、建设厅入职考试管理章程

等。该栏目虽也颁行法律条文，但相对较少，主要还是建设厅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和颁布

的行政法规，这些法规多以“条例”“规定”“规则”“办法”为题，因此该栏目被命名为“法规”

而不是“法律”。

1932 年第四卷第八期《河北建设公报》中的“法规”栏目，共发表了两则法规②，一是转

发国民政府颁布的电气事业条例，二是河北省政府建设厅考核各县县长计分表填记办法。

这两则规章一为新设施使用条例，一为内部组织管理条例，均是该刊中较常出现的法规类

型。因建设厅的工作职能，与建设工程、设施施行相关的条例也较常出现，内部组织管理条

例出现的频率也较高。“法规”栏目的内容是根据河北省建设厅的实际工作需要而选定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规的制定可以更好地配合建设厅办公系统的正常运行，也可以

保障工程的有序完成，是政府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建设厅通过其主办刊物发布法规条

例，使民众了解政府内部以及建设工程的规章制度，有利于促进舆论监督、提高政府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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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河北建设公报》1929 年第一卷第八期，第 14 页。
出自《河北建设公报》1932 年第四卷第八期，第 65—70 页。



三、《河北建设公报》的编辑风格

( 一)《河北建设公报》的主要编辑及作者

根据已有文献资料以及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系统，《河北建设公报》的主要作

者及编辑人员有林成秀、温寿泉、商震①、孙秀林、于学忠②、史靖寰、李鸿文、杨励明等。据统

计，该刊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为林成秀，共 1827 篇文章或报告署有林成秀的名字，其于

1930 年 11 月 4 日被任命为河北省建设厅厅长。发表文章数量第二的是上一任建设厅厅长

温寿泉，共有 1185 篇署名温寿泉的文章。

因《河北建设公报》具有政府主办的性质，刊物中的作者和编辑划分不明显，兼任的情

况较多，且大多来自河北省建设厅。这样的好处有二: 其一，保证内容符合政府立场，反映

建设厅正面工作情况，维护政府形象; 其二，有效减少财政支出，将聘用编辑的经费投入到

政府财政预算中。

( 二)《河北建设公报》的封面装帧

1928—1934 年，《河北建设公报》共使用了四种封面。其中，最常见的是一种“较为普

遍的传统形式版面，这种形式也是对传统古典书籍风格的延续”③。封面中的文字均采用竖

版排列，刊名位于版面正中间，出版单位位于刊名左边，发行时间以及期数排为一列均位于

版面右侧，无装饰图案。这样的版面保守正统、无新意，更像是机关文件，不利于投放市场

吸引消费者( 见图 1) 。

1929 年《河北建设公报》采用了中西结合的封面装帧风格，刊名和出版日期受西方排版

方式影响采用横版排列，期数仍采用竖版排列。刊名作为大标题位于版面的正上方，采用

楷体字体，无色，字体背景为红色。期数位于版面中心右侧位置，采用黑体字体，红色，与绿

白相间的背景区分开来。出版日期位于封面图画之外、版面的正下方，与刊名位置对应，采

用红色黑体字体。这种封面最突出的亮点在于它加入了整幅的图画，且使用红色和绿色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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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商震( 1888—1978) ，字启予，河北保定人，祖籍浙江绍兴，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晋绥军早期将领。
于学忠( 1890—1964) ，字孝侯，山东蓬莱人，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

员等职。
雷振:《民国期刊的版式设计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第 24 页。



图 1 《河北建设公报》1931 年第三期封面 图 2 《河北建设公报》1929 年第四期封面

个颜色，造成视觉的强烈冲击，能够一下子抓住读者的眼球。此种民国时期出版的期刊封

面的设计思想已经具备现代图书期刊装帧设计的一些要素。封面的图画左上方是一个太

阳，它散发的光芒覆盖了整幅版面，下方分别绘制了河流上的帆船、行走的火车和参差的房

屋，表明了办刊方建设厅的主要工作内容。图画与刊名用拱形的双线隔开，不仅可以突出

红色背景的正文标题，也具有一定的美感。整体而言，1929 年《河北建设公报》的封面设计

是办刊七年间四种封面中色彩最丰富的、最具有美学价值的一版( 见图 2) 。

1933 年的《河北建设公报》同样为中西结合的装帧风格，但这一版吸收了更多的西式元

素，加入了英文版的刊名、期数和出版单位，分别列在中文刊名的下方，共同位于版面的上

半部分。另外，1933 年期刊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封面上加入了简要目录，让读者可以通过封

面了解当期的重点内容，从而引起购买欲望。封面上的“本期要目”仍采用竖版排列方式，

并将每一个栏目的大标题与所属篇名用横线分隔开，这样能够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到感兴趣

的栏目以及当期发表的文章内容。“本期要目”使用了交叉横线将目录内容框起来，并在上

方横线上题写目录标题，右侧横线上标明卷数，左侧横线上标明期数，下方在横线中段标明

出版日期，既有效利用了空间，又增添了版面的设计感。在整个版面的正下方，用黑体字说

明期刊的发行单位。封面版面的右上方小字说明该刊的办刊资质。整体版面使用充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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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创新元素，是民国期刊封面中较有特色的一种( 见图 3) 。

图 3 《河北建设公报》1933 年第六期封面 图 4 《河北建设公报》1934 年第五期封面

1934 年的《河北建设公报》第一次全面采用了西方横排版的装帧形式，封面中的所有文

字均采用横排版。这一版封面风格简单大方，仅有三行文字和一组花边设计。刊名作为大

标题与花边共同位于版面的上三分之一处，标题采用红色，黑体，十分醒目。版面的正下方

第一行使用红色字体标明期数，第二行用黑色字体标明出版单位。整体西式风格明确，简

洁严肃，非常适合作为政府办刊的期刊封面( 见图 4) 。

( 三)《河北建设公报》的内文排版

在经历了 1933 年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后，《河北建设公报》在正文中增加了新式标点

符号，文字表达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但在书籍版式上，该刊没有进行改革，内文版面一

直采用竖排排版。

该刊字体采用老宋体，横细竖粗，字体方正，与白底形成鲜明对比，便于阅读。部分大

标题采用毛笔书写的楷体，起到美化版面、突出强调的作用。

该刊在每期目录前均加入摄影照片，内容一般为孙中山总理遗像、工程修建状况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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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风景图等。孙中山总理遗像排在各类图片之首，以表明省建设厅的立场和初心。而后根

据当期刊登内容，配合展示相应的摄影图片，并辅助期刊内描述性的文字。风景图以美化

期刊为主要目的，当期无建设工程图片发布时，保留刊前图片栏目使用。

该刊中的目录均采用竖版排列方式。除 1933 年外，目录均排列在刊首图片集后，大标

题用竖线分割开，二级标题字号较正文大一号，作者名字列在篇名正下方，目录页标有页

码。1933 年的期刊较为特殊，精简版目录被排在了封面上，便于读者直接通过封面了解当

期内容，刊内正文第一页还有详细版的目录。1933 年唯一留存的这一期整体引用西式风

格，目录及封面上的“本期要目”标题均采用横版排列方式，目录正文则仍为竖版排列。

从 1934 年开始，《河北建设公报》的内文排版采用了分栏的形式，即将若干相同行宽的

文字组成文字块。不同于近现代的报纸期刊，该刊的内文分为上下两栏，因为《河北建设公

报》采用竖版排版，分为上下两栏可以让读者不用为了阅读每列文字，从上到下转移视线，

甚至需要不停地“点头”，从而提高了读者的阅读效率。只要做到列宽不变、上下两栏间留

有空隙，分栏排版还可以在一幅版面中排入更多的文字，而不显拥挤。

书眉是在每页版心上端空白处印上书名或篇名，在期刊中便可称为刊眉。该刊中刊眉

有两种: 一种居中排布，放置刊名、期数，奇数页排刊名，偶数页排期数; 另一种为偏切口排

布文章篇名，这样读者“不必查目录页码，就可直接翻检到所需文章”①，十分便利。1933 年

改革后，该刊删去了居中排的刊眉，仅留下偏切口排的刊眉，偶数页排刊名、期数，奇数页排

篇名。但是删去了居中的刊眉却不重新规划版面，就显得天头过宽、地脚过窄，版面不和

谐了。

在页码编排规则上，《河北建设公报》自始至终采用复式页码编辑，即“以不同的栏目或

者文章类型的篇章作为单位来计算”②。这种编排方式有利有弊，读者可以通过页码了解每

个栏目具体的页数，但是无法通过目录查找到想读的文章，只能通过侧边刊眉查阅。

该刊在内文排版时，在空白处常配有精美的插画，尤其在目录页后大片空白处。插画

内容多为花鸟树木等美好的形象，一般不具有隐含意义，只为填充空白和美化页面用。

1933 年第六期《河北建设公报》中发布建设厅下属部门淮南煤矿局的“淮南煤”广告( 见图

5) ，这则广告占用了整幅版面。事实上，该刊所登广告皆采用整版，一是由于“杂志刊物的

版面较为宽裕，能够使用整页甚至多页的空间来进行广告展示”③; 二是因为刊登的广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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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柏容:《期刊编辑学概论》，辽海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3 页。
王文婷:《设计史视野下的民国期刊版式特征》，《艺术科技》2016 年第 9 期。
杨浩:《以〈戏剧月刊〉为例谈民国时期的期刊广告》，《四川戏剧》2017 年第 10 期。



部分为下属部门商品的推销广告，建设厅也从中获利，因此能够使用整版和精美的包装做

广告宣传。以“淮南煤”广告页为例，内文分为三部分: 标题、广告语以及购买方式。版心的

文字也利用线条进行了简单排版，在版心的外围加入精美的花边以示提醒。虽然在《河北

建设公报》中广告出现的次数不多，但仍能借此了解民国时期河北省期刊广告的形式。

图 5 1933 年第七卷第六期，第 16 页

四、《河北建设公报》的发行情况

《河北建设公报》为月刊，每月发行一次。每期封二类似于现代期刊的版权页，该页包

括期刊订阅的价目表、投放广告的价目表、出版时间、期数、期刊定价、编印发单位和地址以

及代售处单位和地址等内容。《河北建设公报》的编辑和发行单位一般为省建设厅。印刷

单位有河北省立第一工厂、财政部印刷局和河北省政府秘书处印刷所等，并主要由省立第

一工厂印刷。1929 年起，《河北建设公报》由代售处售卖，代售处有佩文斋书局、成兴斋南纸

店、大东书局、成英斋南纸印刷局。自创刊起 7 年间，《河北建设公报》价格没有上涨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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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册四角大洋。半年订购优惠价格两元两角，全年订购优惠价格四元，订购时间越长，优

惠力度越大。

( 一)《河北建设公报》的主要读者群体

《河北建设公报》的主要读者群体为政府官员、商人及知识分子。阅读该刊的政府官员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建设厅内部不参与编校的官员，他们通过阅读该刊了解近期厅内主

要工作以及人员变动，进而优化工作重点、培养人事关系; 另一部分为与建设厅有业务往来

的省政府其他办事处官员，通过阅读该刊改进工作，确定下一步工作重点，了解建设厅人员

变动方便对接。商人们通过阅读该刊了解政府决策，把握政府重点发展方向，进而优化调

整运营策略。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通过该刊了解政府应对天灾人祸的措施，了解政府安装

公共设施的计划，检阅政府的工作情况。有意愿进入建设厅工作的知识分子也需要通过该

刊学习考试范围与要求，了解建设厅的日常工作，提高入选概率。

( 二)《河北建设公报》的广告发行

《河北建设公报》从创刊号起便发布了广告价目表，一直延续，且价格未变。广告价格

通过位置和面积划分不同的档次，封面和封底半面的价格和正文整面的价格相同，都为六

元。最便宜的广告是在正文中占用八分之一版面的广告，仅需八角; 最贵的广告是在封面

或封底刊登整幅广告，需要十二元。与订阅期刊相同，在《河北建设公报》上连续刊登广告

也有折扣优惠。但是，由于广告价格昂贵、受众群体小等原因，办刊以来仅有建设厅下属部

门在期刊上刊登过广告，并未见私营企业刊登广告。虽然该刊的广告发行情况并不理想，

但是已经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也为后期政府办刊进行广告招商提供了借鉴。

( 三)《河北建设公报》的发行意义

民国时期的期刊大致可分为四类: 政府办报、报社办报、社会组织办报、学校办报，《河

北建设公报》属于第一种。政府办报以其本身为利益参考，因此该刊发行的意义有以下

三点:

首先是宣传政府形象。该刊发行的首要目的便是宣传省建设厅乃至省政府、国民政府

的形象。1928 年河北省政府及其下属机关刚刚建立，亟须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开办刊物是

打造政府公众形象的理想方式。通过刊物上发表的言论、展示出的政府工作情况，可以增

加阅读该刊的知识分子对建设厅的信任，从而借助知识分子强有力的“意见领袖”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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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中间塑造政府的正面形象，以此巩固政府的领导地位。

其次是提高政府威信。在塑造政府公正为民的形象后，还可以通过该刊进一步提高政

府的威信。从办刊方省建设厅的角度来看，该刊可以让民众了解新政府下的建设厅的职

能，并增强对建设厅的工作的信任感。政府机构做到让人民信赖，不仅需要做实事，还需要

大力的宣传，只有让民众了解政府的功绩，才能真正取得民心。

最后是促进舆论监督。从受众角度来看，《河北建设公报》的创办可以帮助民众对省建

设厅的工作情况进行舆论监督。该刊中的会议记录、行政报告等大部分内容都具有政务公

示的意味，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该刊了解政府近期的工作情况、政府的人员变动等，从而对政

府的政绩进行民意考核。这种通过政府媒体公示政务的方式，现今仍在进行，被称为“阳光

政务”。

五、结 语

《河北建设公报》是非常典型的由政府创办的刊物，作者和编辑团队均为省建设厅训练

有素的职员，其内容也围绕建设厅的日常工作展开。该刊文字言简意赅、少有藻饰，以传递

信息为要，在严谨中又不乏精致的装点，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河北地区一贯的行政风气。

《河北建设公报》的编辑思想相对超前并具有现代化的意识，其发布的政府公告、政务公示

等，都与现代政府媒体近似。当下的河北，各项建设事业仍在稳步推进，大工程、大项目遍

及燕赵大地，今天的各级各地政府媒体仍然面临着向公众传达建设信息的重任，可以说《河

北建设公报》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不仅是追溯民国时期河北省建设情况的基础史

料，也是当时河北政务期刊编辑理念的重要参考，是了解政务期刊编辑风格的极佳样本。

〔作者金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王思凡，复旦大学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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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Trust，Governance and Security: A Publishing
Ｒesearch on the Hebei Construction Journal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Jin Qiang ＆ Wang Sifan

Abstract: Hebei Construction Journal was founded by Hebei Province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in 1928，which is aim at serving people＇s life and eliminating the estrangement be-

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Besides，the purpose of founding the journal is issuing the

government announcement，making public，disseminating construction knowledge and enacting

laws． The paper analyse Hebei Construction Journal from four aspects，which are background of

establishment，journal＇s content classification，construction design style and distribution method．

Hebei Construction Journal is typical journal founded by government，its publishing style are rigor-

ous and practical，and there is no lack of exquisite decoration． It has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government affairs ＇ media，which is an excellent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studying Hebei

provincial government＇s publi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the period of the epublic of China; Hebei Construction Journal; Hebei Province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government affair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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