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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沟通新闻学与历史学，扩展视角，重现1905至1921年报界群体活动的史实。
在用力搜集各类史料的基础上，关注报界的结社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维护行业公益等有组织行为，
着重探察其包括职业群体自认和国民意识提升两个层面的群体自觉进程，拓展了近代中国新兴社会群
体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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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建国，1972年生于湖北省当阳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传播思想史。
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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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　选题　二　学术史第一章　报界团体的初建：1905-1910　第一节　早期报人职业意识的演
变　第二节　团体发轫　第三节　抵制报律　第四节　交往与联系第二章　从区域联合到全国联合
：1910-1913　第一节　全国联合　第二节　黄金时代第三章　艰难中的奋进：1913-1916　第一节　厄
运及抗争　第二节　内外联络第四章　复苏与生机：1916-1921　第一节　团体涌现　第二节　全国报
界联合会　第三节　中外交流　结语　后记征引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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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报界团体的初建：1905—1910　　甲午战前，报界规模和影响有限，处境尴尬。
在报业发展过程中，传统报人逐渐向新式媒介的职业人士转变，展现出巨大的思想辐射力度和舆论扩
张能量，思想认识、心理结构、行为方式发生明显变化。
1905年，上海《时报》首倡成立“记者同盟会”。
时隔不久，天津报馆俱乐部、上海日报公会、广州报界公会、北京报界公会等报界团体相继成立，组
织程度大为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显示了报界社会地位的上升及群体意识的初兴。
此后，报业人员除以报馆为单位开展活动外，还运用团体组织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维护行业公益
，表达意愿要求，直观地展示群体力量，产生广泛而强烈的社会效应。
　　第一节早期报人职业意识的演变　　由于身处社会边缘，地位低下，第一代报人面临严重的职业
认同危机。
伴随报业发展，报人形象得以改善，社会地位稳步提升，获取较为普遍的社会认同，自我认识也趋于
深入。
他们先以“耳目喉舌”自居，后以“第四种族”自誉，职业意识显著转变，为报界群体自认奠定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
　　一末路文人　　学人对中国报纸起源问题尚未统一看法和意见，但唐代已有原始形态的报纸，几
乎成为定论，足见中国的新闻事业源远流长。
不过，近代民族报业却肇始于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报刊，诚如已故报史研究奠基人戈公振所言
：“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
”1815年8月1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的创办，揭开了近代报业发展史的第一页。
由于清政府严厉取缔传教，该刊主要在东南亚华侨居住地区散发，每逢广东省县府乡试时还被运回国
内与宗教书籍一起分送。
虽然《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内容并不重视“时间性”，与其说是“月刊杂志”，还不如称之为“定
期发行的（宗教小册子）”。
但它仍然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定期出版物”的概念，对于19世纪50年代以后中文报纸的产生和发展具
有一定的影响。
迟至1833年，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开始进入中国本土。
是年8月1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成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至此，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除宗教性报刊外，来华传教士、商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还相继创办英文报刊与中文商业性报刊，形成
在华外报网，直接刺激了中国民族报业的兴起与发展。
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昭文新报》。
随后，在上海、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出现一批国人自办报刊。
至甲午战前，累计约20余种。
　　不仅如此，现代意义上的报人亦诞生于外报。
鸦片战争之前，报馆规模有限，人事至为简单。
如广州的英文报馆都只有编辑一人，他不仅担负整个报纸的文字工作，有时还要进行采访活动。
至于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往往只有一名兼职的编辑。
只有少数中国人曾为外报撰稿和担任发行工作，但还没有一个人成为正式编辑。
鸦片战争后情况大变。
在华外报发展迅速，报馆规模日渐扩张，对从业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
不少外报主人清醒地认识到，为顺利出版发行，必须借助中国人的力量。
于是，中国人大量地参加外报的编辑工作。
根据马光仁等人研究，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开创由外人出面、国人办报的“秉笔华士”
模式，大大减少中国文人进入新闻事业圈里活动的阻力，“麦家圈”的墨海书馆培养了上海乃至中国
最早的一批报人，如沈毓桂、王韬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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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人所办中文商业性报刊，为扩展销路，获取利润，使报刊尽可能地“中国化”，迎合中国人的
阅读习惯，聘请华人主笔也蔚然成风。
以《申报》为典型代表的部分报纸，甚至将各项工作都委托华人承办，蒋芷湘、钱昕伯、黄协埙、蔡
宠九、蔡支佛、何桂笙、沈饱由、姚竹君、张筱轩、钱明略、赖慧生、刘鹤伯、金剑华、雷曜、赵孟
遴、潘正卿、黄宪生、沈寅阶、董筠孙、赵逸如、席子眉、席子佩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先后从业于《
申报》馆。
在这样的背景下，报人作为一种全新的职业群体产生了。
　　19世纪70年代，各报馆开始重视新闻采访，招聘专职访员，加大采访力度，进一步刺激报人数量
增长。
例如，《申报》至1875年已经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武汉、宁波、扬州等地增设特派访员，及
时报道地方新闻，还多次刊登招聘告白，扩充规模，并承诺“从丰酌送”薪金。
　　欧美近代报业，尤其是规模较大的高级报纸，在民众心目中拥有很大的权威，成为舆论向导。
如《泰晤士报》“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
社会对报纸极为重视，“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报人向被誉为
“无冕之王”，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
府，而夕进报馆者”。
但第一批中国报人的境遇与外国同行适成鲜明对照，其社会地位的低下难以想见。
“一般报馆主笔、访员在当时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一般人，也以其搬
弄是非而轻薄之。
”左宗棠甚至有“江浙文人无赖，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的评语。
　　在物质方面，第一批报人收入相对微薄，工作与生活状况极为艰难。
雷瑨在回忆《申报》馆的条件时声称：“房屋本甚敝旧，惟西人办公处，尚轩爽干净。
吾辈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等等，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
，夏则炽热如炉。
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入睡。
馆中例不供膳，每日三餐，或就食小肆，或令仆人购于市肆，携回房中食之。
所谓仆人者，实则馆中司阍而兼充主笔房同人差遣奔走，并非专司其事之馆役也。
薪水按西历发给，至丰者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降，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
而饮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之于中。
生涯之落寞，盖无有甚于此者。
质言之，当日报馆设备上之简略、物质上之荒陋、金钱上之俭约，实与报纸内容成一正比例。
”《申报》在当时各报馆中还算是佼佼者，尚且如此窘迫，其他报馆的情况大体可以想见。
　　报人所遭遇的轻视，还可从卖报难中略见一斑。
卖报如同行乞。
《上海报纸小史》和《上海闲话》中都曾有记载：“若在昔日，每日发行之报，无过数百份⋯⋯每日
出报，外埠托信局分寄，而本埠则必雇有专人，于分送长年定阅各家者外，其有剩余之报，则挨门分
送与各商店。
然各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饷之者。
而此分送之人，则唯承受惟谨，及届月终，复多方善言乞取报资，多少即亦不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
！
”梁启超参与创办的《中外公报》也曾经历过“沿门乞阅时代”，数年之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
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说中回忆说：“（《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
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
。
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
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
”　　潘公弼在论及第一批报人的社会地位时，深有感触：“社会之视报人，或尊之为清高，以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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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生涯，‘士居四民之首’，而非以其为报人；或鄙之为无聊，以其不务‘正业’，是则根本不了解
报纸为何物。
”其言不虚，道出报人社会地位低下的首要原因在于报刊影响力低下。
中国人“几不知新闻纸为何物，尚不知阅报为何事”，大都以为报刊仅仅是酒余饭后之谈助，“不觉
读报有何种利益”，“报不取值而犹乏人惠阅”。
姚公鹤更是明确指出：“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
者大都是驿站杂役之专业，就邸宅抄录印以出售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
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
”　　早期报刊的社会影响力之所以相当有限，未能得到社会认同，与报刊的构成和内容颇有关联。
1898年以前，外资报刊占绝对优势，其中又以教会所办者居多。
据1894年耶稣会统计，中国共有中外文报刊76种，“十之六系教会报”。
而教会报纸在社会上的评价甚低。
王韬曾致书友人说：“承索遐迩贯珍，但此糊窗覆瓿之物，亦复何用，徒供喷饭耳。
此邦人士躐等而进，才知学义，已矜著述。
秉笔者半属落魄商贾，饾饤末学，欲求其通，是亦难矣。
”其余外人所办的中文报纸，则徒以营利为目的，无正当之主张，读者视之为“洋商之一种营业”，
远离中国的社会现实，更无地位可言。
　　在内容方面，早期报纸“多侈陈海外奇谈，以博阅者之莞尔”，不能引起读者兴趣。
雷瑨对当时报纸的状况极为不满，曾尖锐地批评说：“所摭拾报告者，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
国家大政事大计画，微论无从探访，即得之亦决不敢形诸笔墨。
故报纸资料，大半模糊而琐细。
核其门目，约分数端：一为谕旨、奏摺、宫门钞、辕门抄等，备官场中人浏览，藉知升迁降调之情形
与送往迎来之事迹；盖宦海之珍闻也。
一为各省各埠琐录，如试场文字、书院题目与夫命盗灾异以及谈狐说鬼等等，备普通社会阅之，藉以
为酒后茶余之谈助；盖稗官之别派也。
一为诗词，彼倡此和，喋喋不休，或描写艳情，或流连景物，互矜风雅，高据词坛，无量数斗方名士
，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累牍连篇，阅者生厌；盖诗社之变相也。
此外如商家市价、轮船行期、戏馆剧目等等，皆属于广告性质，藉便一般人士之检查；是以游客之指
南针、旅人之捎遣品也。
要而言之，其时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
而总其原因，由于全国上下皆无政治思想，无世界眼光，以为报纸者不过为洋商一种营业，与吾侪初
无若何之关系。
故《申报》虽为我国最先创办之新闻事业，而自同治末年迄乎光绪中叶，论说纪事无非老生常谈，年
复一年，绝鲜进步。
”戈公振在撰写《中国报学史》一书时，喟然叹息：“吾尝纵览昔日之报纸，觉其材料之简陋，与编
辑之板滞，视今日报纸之副张，犹有逊色。
”　　此外，部分报人在生活方式、素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社会轻视的重要原因。
第一代报人大都由传统士人转变而来，难以脱离旧式文人的时尚习气，而“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
”，其“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扬颂权贵，为曳裙之阶梯；或指斥
豪富，作包苴之左券，行同无赖”。
赖光临在《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中评论道：“报人思想观念陈腐如此，生活糜烂如此，欲求报业之
尽其职责使命，自无异缘木求鱼。
”由落魄文人主持的各报馆常起意气之争，势必招致蔑视。
“各报之间，既无公会，且少联络，当时并有一种风气，各报喜于笔战，夸己之长，蹈人之短，而所
争者乃极细微而无意识之事。
自今视之，亦可笑矣。
”　　因为身处社会边缘，报人的采访活动和报道受到极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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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丛报》的编辑抱怨说：“在广州，当一名报刊编辑，绝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一种愉快工作。
他们与文明社会隔绝，不能访问当地居民的家庭，不能与社会人士交往，也不能出入法庭和社会机关
，整日孤身独处。
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间隔很久、断断续续从国外寄来的邮件。
我们被当成敌人或猛兽，一直处于警卫人员的监视之下。
我们的活动，被限制在13行区域之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生病，才能获准到外面走动，而碰到
你的每个路人，都要叫你一声‘番鬼’。
”此番诉说，未免有夸大其词之嫌，却能大致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
至于中国报人，采访同样艰难曲折，报道新闻常受官员干涉，引起纠纷。
《申报》主笔杨乃武即因开罪钦差被迫离开《申报》，江南提督谭碧理曾命人与《申报》交涉，禁止
刊载关于他的消息，以至《申报》主人美查多次要求主笔“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缨当世之怒
，以取禁止之羞”。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申报》“对于社会上寻常细故，亦不敢发一妄语、发一过量语”。
戈公振所言“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字”，可谓一语中的。
　　社会地位的低下致使报人面临严重的职业认同危机，他们对所从事的职业讳莫如深，不敢以此自
鸣于世。
姚公鹤曾回忆说：“吾乡沈任诠君，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转辗蝉联，至光绪末年而止，然对
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
”澳门《知新报》在开创之初感慨：“至等秉笔政于市侩，无行者相伯仲。
”更有甚者，部分报人对报业提出质疑：“笔墨生涯原是文人学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赓歌扬言，又
不能在家著书立说，至降而为新报，已属文人下等艺业，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耳。
”王韬亦感叹道：“韬逐臭海滨，为西人佣书，计非得已，然合此无可适者。
欲为禄仕以谋升斗，而疆场有事，不得不供驱策；男儿以马革裹尸，诚为仕事，但有老母在，不敢以
身许国。
壮志渐消，分阴可惜，拊髀自叹，安能郁郁久居此哉！
”　　职业认同危机阻碍了报人的从业热情，从而制约着民族报业的发展。
“此时报馆记者，并不以此为职业，不过公余之暇，借此以为文字上之消遣而已。
”相当一部分报人投身报业纯属无奈之举，“大都借此楼息，待机投奔科举之路”。
蔡尔康便是因为“秋闱屡荐不售”，不得已而投身报界。
加之科举情结的笼罩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很少有报人能安心于报业，“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
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
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抑郁无聊之意兴”。
1884年，《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考中进士后，随即离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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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是《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系列之一的《分解
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早期报人职业意识的演变、交往与联系、
全国联合、厄运及抗争、全国报界联合会等内容。
　　《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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