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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产生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广播电视技术，以其超越时空的力量，迅速改变了世界，推动了人类社
会的跨越式发展。
率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无线电广播，电视紧随其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发展成
型，并迅速催生了通信卫星、跨洋光缆和电子工程技术，使全球收看以及全球通信成为可能。
广播电视不仅真正实现了，而且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人关于“千里眼”、“顺风耳”的梦想。
很自然的，广播电视也启迪了互联网的发明，促使一系列新发明、新技术问世。
　　电视改变了世界，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电视看见地球上任一角落正在发生的事件。
　　2001年9月11日，全世界十几亿人不约而同地瞪大了双眼，几乎是在同一声惊呼中，“目击”了恐
怖分子的第二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世贸中心的双子座在世人的“注视”下轰然垮塌——我们后
来得知，那是在第一架飞机撞击二号楼的20分钟之后，美国几大电视网迅速同时直播报道了这一世纪
初年的人间悲剧、这一“恐怖大片”的现实版。
　　2008年的汶川地震，广播电视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民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
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赛事的报道和中国形象的最新了解，首先是来自世界各国各地的广播电视传
媒。
他们用话筒和摄像机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发生的巨变。
　　在那一刻，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村落。
麦克卢汉正是在肯定电视的这一神奇威力时提出“地球村”这一概念的。
而他的地球村理论，恰恰是全球化理论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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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述1935～2007年厦门广播电视的发展概况，提供一个了解厦门广播电视发展历程的窗口。
除详细记录厦门市、区（县）两级广播电视的发展情况，本书还记录了厦门郊县农村基层广播站及前
沿广播站的情况。
“专记”部分介绍厦门广播电视发展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和事件，“续记”部分补充介绍2008年厦门
广电集团的发展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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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解放前的厦门广播　　第一节 日伪时期的广播电台　　1938年5月，厦门沦陷。
日军为控制舆论，进行侵略奴化宣传，在抓紧创办敌伪报纸的同时，迅速建立广播电台。
　　应日本海军的要求，其台湾总督府极力协助，负责实施。
厦门广播电台的设施由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递送，台湾广播协会办理。
　　同年6月，厦门广播电台开始施工，利用原国民政府交通部厦门电报局无线电报台的建筑及铁塔
改建。
8月竣工，设备安装完毕。
台址在白鹤路2号。
　　同年8月15日，日伪厦门广播电台正式播音。
呼号是XOJK，波长920米，功率很小，以闽南话播送报道，邀请厦门人士讲演，还转播台北广播电台
，向海外放送英语、北京话、广东话、马来语报道。
每日播送不超过2小时。
　　当时，市区的商号、住家极少有收音机，电台在市区数处安置收音机，供市民收听。
　　1939年8月15日起，电台白天增加广播1小时。
1940年1月8日，为推广日本话，电台增加日语广播，每日广播2次。
增播用北京话和福州话播音的地方新闻，全天广播4时45分。
　　1940年2月5日，《全闽新日报》上刊载该台一天播音主要内容：报告新闻（福建语），第三期日
语讲座；侨务局长演讲：侨务局成立1周年之回顾；报告新闻（日语）；报告新闻（英语、国语、广
东话、马来语、安南语）。
　　同年9月，厦门电台归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直接指挥监督。
　　同年l2月28日，台湾电台用100基罗放送，厦门电台随即调整播出时间，还转播东京的日语广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加强广播宣传，厦门电台于1942年移至虎园路9号，原白鹤
路2号台址改为发报所。
电台一切经费由驻厦日本总领事馆于文化事业费中支出。
　　1942年6月15日，电台开始二重播送，分别对日人、华人放送，播出时间增加。
播送的主要内容有：报道时局、公告事项、时局解说、讲演、讲座、向儿童广播、家务事。
第一放送：向中国人广播；第二放送：向日本人广播；短波：对福建内地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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