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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英国早期的廉价报纸 

作者： 张允若  

关键词： 英国 廉价报纸┊阅读：416次┊ 

这些年理论界有种似是而非的看法，认为西方新闻史上的“廉价报纸”发源于美国，以后为英国和法国所效法，从而成

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其实，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  

（一）  

廉价报纸，（Cheap Papers），也称“大众化报纸”（Popular Papers），指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后兴起的一种资产阶级

商业报纸。一般认为它有这些特征：1、面向社会中下层，以广大平民百姓为主要读者对象；２、政治上标榜超党派而独

立；3、经济上实行商业经营，广告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报纸；4、内容上，除了少数鼓吹社会改革、

宣传改良主义主张的以外，一般着重报道地方新闻、社会新闻、警事新闻、体育新闻以及种种软新闻；5、文字简短通

俗，编排活泼花哨。这种报纸有别于资产阶级的上层报纸(Quality Papers)，因为它的读者对象是广大平民百姓，从内

容到形式都是为了适应这一对象而采取的；但是它又有别于工人报刊，因为它毕竟是以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指

导全部活动的。本来，用“廉价”二字名之并不科学，并不能反映它的本质特征。但是既然从国外到国内这一名称已经

约定俗成，那末，在对这一概念作出必要界定的同时，我们不妨沿而用之，重要的是要对19世纪这股新兴的报业潮流的

来龙去脉作出正确的阐述。  

（二）  

应该指出，在19世纪中期美国几家著名的廉价报纸《太阳报》、《先驱报》、《论坛报》等问世以前，英国不仅已经有

了廉价报纸的萌芽，而且有过一些办得相当成功的廉价报纸。  

首先，19世纪前期英国已经出现了廉价的星期日报或周报。  

早在1801年，伦敦出版了一份《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自称其宗旨是“教育和娱乐兼顾”（新闻史学家布赖

恩•莱克说：这一宗旨使它同90年代的半便士报直接联系起来了）。它广泛采集和报道体育新闻、法院新闻以及种种社会

新闻。当时一般报纸的信息量很少，只在言论和广告的夹缝中刊载一点议会报道、船期消息、谷物价格以及贵族家庭的

婚丧消息，而这份报纸信息较多，很受读者欢迎，销行甚广。报价比它的竞争者便宜１—２便士。①  

19世纪20年代以后，这样的报纸便多起来了。1822年问世的《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就曾以桃色新闻和耸人

听闻的报道著称。同年还有一份名叫《贝尔的伦敦生活和体育纪事》(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的星期日报问世。该报每星期六下午四时出版。距离伦敦200英里之内的地方都可在星期天读到，每份７便士

（一般报纸为10便士），内容有体育、戏剧、赛马、警事新闻、读者来信等等。警察局和法院新闻常常置于突出的位

置，所用的标题有：“凶残的抢劫”、“林肯郡审判诱奸案”、“乱伦审议记”、“五名罪犯在新门前处死”等等，并

且具体报道种种细节。星期日报《观察家》（Observer,1791年创办）原来是比较庄重呆板的，但从20年代起也把注意力

转向犯罪新闻和体育新闻了。②  

1836年，英国议会将报纸的印花税减为一便士，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为方兴未艾的廉价报纸扫除了障碍。大英百科全书写

道：“廉价的刊登犯罪新闻的小报、种种煽情主义的星期日报（例如1843年的《世界新闻》）就象潮水一般涌现了”。

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它以平民大众为发行目标，奉行煽情主义的方针，在八版篇幅

内包含有从国内到国外、从文学到警察局等种种领域的新闻，报价每份３便士，1845年底发行量达到３万份（1841年

《泰晤士报》才发行28000份）。④  

其次，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过一些政治性的廉价报纸。其中有些是工人报纸（譬如1831年亨利·赫瑟林顿主编的著名便

士报《贫民卫报》Poor Man’s Guardian），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也有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激进报纸。譬如著名

的《政治纪事报》(Political Register)便是这样的一份周报。  

《政治纪事报》（1802-1835年）的主办人为威廉·科贝特。他是个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报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年轻时

赴加拿大从军，后来因诉讼纠纷逃亡美国，曾在费城主编联邦派报纸《豪猪公报》，1800年返回英国。1802年创办《政

治纪事报》，鼓吹议会改革，提倡新闻自由，抨击印花税法，不断揭露政府营私舞弊、卖官鬻爵等等腐败行为，为此

1810年被以诽谤罪判徒刑二年，并课以巨额罚款。但是他在狱中继续指导周报的工作，使该报坚持出版。  

《政治纪事报》曾经出版过廉价版，并且持续二、三年之久，产生过重要影响，是英国早期重要的政治性廉价报纸。这

份廉价版是1816年11月８日发刊的。它以劳工大众为对象，宣传议会改革，售价只有两便士，而且凡成批购买报纸的可

以获得优惠。报纸很受读者欢迎，销行极广，发行量超过4万份（须知1817年时《泰晤士报》的发行量才7000 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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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的政敌曾经嘲讽说，这种廉价版是“科贝特的两便士垃圾”。但是全国各地人们都在关切地传阅这份报纸，科贝特

也成了人所共知的平民领袖。英国政府十分恐慌，不得不采取对策：凡是贩卖这种不经纳税的周报者，一律加重罚款，

并规定保安法官对于贩卖激进报刊者可以进行逮捕审讯。1817年政府又宣布终止人身保护法案的施行，声称对任何人有

不经审判便长期监禁的权力。科贝特鉴于这一局势，被迫逃亡美国，但是报纸仍然出版，从美国寄给英国读者。1819年

英国议会通过新的印花税法，规定凡每月出版一期以上的报刊售价不得低于６便士。科贝特的这份廉价周报也被迫改售

６便士，结果因读者无力负担而未能继续。后来，1830年科贝特又出版了一价廉价月报，取名为《科贝特的二便士垃

圾，或穷人政治》，他在创刊号中宣称月报的宗旨是要向人民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受苦。第二年英国许多农村发生了焚烧

仓库和草堆的反叛事件，科贝特被指控为这些事件的煽动者再度被捕。这份月报随之夭折。⑤  

第三，19世纪前期，尽管英国政府凭借印花税法、诽谤法对报界施加种种压制和迫害，但是逃税抗税的无印花报纸不断

涌现，并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报纸有的是政治性较强的“激进报纸”，有的是超脱政治的娱乐性报纸，但是都以平民

百姓为对象，报价低廉，应该列入廉价报纸的范畴。大英百科全书曾经这样记叙当时的报界情况：‘“政府的压制倍加

严厉，处以罚金倍加苛刻，可是革命的倾向却以更大的幅度增长。煽动又加亵渎冒犯。专门报道犯罪新闻的便士报和半

便士报纷纷创办。在1831-1835年间，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无印花报纸，它们大多有着激烈的革命色彩。尽管政府一而再、

再而三地进行压制，但却始终无法扑灭这些令人头疼的出版物。”⑥  

根据记载，这些非法的无印花报纸常常采用一些引人注目的报名，例如：毁灭、诽谤、揭露、幽默、人民之声、政治斗

士、劳动者之友、苦难的根源、小丑、小偷、无赖、说谎者、爱国者、月球人、滑稽帽……等等。比起合法报纸来，这

些无印花小报内容广泛，编排吸引人，售价通常一个便士。例如《星期日便士报》(Penny Sunday Times)、《人民报》

(People’s Gazette)，头版都有大幅的连环漫画，《讽刺便士报》(Penny Satirist)常常登载诸如一个水手装扮成女

人、最后成了船长太太的情人等等离奇的故事。英国政府竭力查禁这些廉价小报，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侦察

队，光是1835年就发生了 219起惩治销售非法廉价小报的案件，可是这类报纸越禁越多，至1836年其销售量竟然超过了

交纳印花税的合法报纸。1836年印花税降至一便士以后，它们的优势才逐步减弱，以后就逐步让位于合法的廉价报纸

了。⑦  

（三）  

英国早期廉价报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的。归根结蒂它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产物。  

英国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早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开始革新生产设备，相继发明了一系列配套的机

器。80年代，蒸汽机改革成功又使这些机器生产获得了可靠的动力。这场纺织业的革新，很快带动了采煤、冶金、交通

运输以及机器制造等行业，使它们相继转到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化生产轨道上来。至19世纪30-40年代，小规模的工场手

工业生产已经让位于大规模的工厂机器工业生产，从而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的

巨大发展，轻重工业的产量成倍增长，国际贸易急剧增加，当时的英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发展又给英国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其广泛的影响。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全社会的人口结构大为改观。

工业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农村掠夺性的“圈地运动”又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纷纷涌向城市，于是城

市人口大为增长，新兴的工业城市迅速崛起。在城市中，两个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阶级同时在发展壮大，这就是恩

格斯所说的：“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

⑧据记载，1811年全国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44％。经济上发达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迫切地要求参政议

政，取得政治权力，掀起了持续的改革浪潮，最后导致了1832年的议会改革。在工业革命中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组织

程度在发展，文化程度在提高，对国家大事、城市生活变得更为关注，为了改善自身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处境，逐步联合

起来开展斗争，罢工浪潮彼伏此起，终于形成了1836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总之，这场以生产力的变革开

始的工业革命，带来了英国社会生活的全面动荡和深刻变化。  

英国早期的廉价报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顽强地生长起来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动荡，都会使信息量激增，使人们对

信息的需求激增。而这一次社会动荡的卷入面远比以往的广泛，千百万平民百姓都在追逐着城市生活的信息、国家变化

的信息。过去那种以社会上层为读者对象的上层报纸、政论报纸，内容乏味，文字艰深，价格昂贵，完全不能适应广大

中下层群众的需要，于是面向这些人口众多的读者群众的新型的廉价报纸就应运而生。  

这些报纸的内容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文字通俗，价格低廉。尽管类型各异，有的政治色彩浓厚、观点激进，足以反映人

们的心声，发泄人们的愤懑和不平，为渴望变革的人提供种种改良主义药方；有的政治色彩淡薄，热衷于社会新闻、煽

情主义报道，但是不少劳累终日、生活单调的人们，又想从中得到一些刺激或消闲，以排遣情绪的苦闷。至于办报人则

怀有各自的目的，有的是资产阶级改革家或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想通过这些能够“把下层生活搅动起来”的报纸，为自

己的政治主张赢得支持；有的则纯粹为了赢利，把廉价报纸作为一种走俏的商品，尽管有阻力、有风险也乐于为之。这

就是英国早期廉价报纸顽强生长、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  

从时间上看，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大约早于其他欧美国家30-50年，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关系的种种变动，也明显早于

欧美其他国家。因此，早期的廉价报纸首先在英国出现，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现象，不如此，反倒变得不可理解了。  

（四）  



当然，英国早期的廉价报纸还不成熟，还没有完全成型，而且存在两个重要的弱点：  

一、当时的廉价报纸基本上都是星期日报或周报，还不是日报。这情况同英国具有星期日报的传统有关。在英国星期日

报也是综合性报纸，它是弥补日报在星期日不出版的缺陷而发行的。但是星期日报毕竟没有日报的影响大。  

二、当时合法的廉价报纸常常受挫，不少廉价小报只好非法出版。这是印花税法案造成的后果。1819年议会关于印花税

的新规定就直接扼杀了持续几年的《政治纪事报》廉价版。许多小报为了保持廉价，只好逃税，花费很大气力去对付税

务机关的侦查措施，而不能在新闻业务上有更多的建树。这种情况表明：尽管从根本上说，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决定

了新闻事业的发展，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必然呼唤着新的新闻媒介为之服务，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阻滞，都

会影响新的新闻媒介的成长和发展。  

不过，尽管存在以上的不足，当时的廉价报纸已经基本具备本文开头所述的五个基本特征。因此应该明确肯定，它们是

早于19世纪中期美国便士报出现的近代廉价报纸的先驱。  

其实，美国19世纪中期的著名便士报正是沿着英国早期廉价报纸所开辟的面向平民大众的道路前进的，而且在相当程度

上继承了英国早期廉价报纸的做法并且加以发展完善的。埃默里父子的《美国新闻史》就曾不止一次隐约地提到这点。

该书写到美国第一家成功的便士报《太阳报》时，有过这样一段话：  

“《太阳报》所以获得成功，一部分原因与乔治·威斯纳的报道是分不开的。戴（《太阳报》创办人—一引者注）还记

得当年伦敦便士报的先驱们报道布街警察局新闻很受欢迎的情景，于是他雇请了布街的一把老手威斯纳，为《太阳报》

撰写稿件。威斯纳立即大获成功。他采写法庭新闻，每星期可得四元，还可分得一份红利。一年之内，威斯纳即成为

《太阳报》的合资老板之一。”⑨  

这样直接聘请“英国专家”的做法虽然不算普遍，但是对英国廉价报纸的摹仿、继承倒是随处可见的。纽约《先驱报》

扩大报道面，开辟金融新闻、体育新闻、读者来信专栏，这同英国早期星期日报有着明显的渊源的关系。纽约《论坛

报》揭露社会弊端、鼓吹社会改革，同科贝特在廉价版上的改良主张也是一脉相传的。所不同的是，美国30年代以后接

踵兴起的廉价报纸，有着远比英国为好的出版环境，因而很快形成气候，形成为报坛上的新潮流。它们在新闻业务上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英国早期廉价报纸更有发展创新，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传统报业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后来又极大地影

响了法国、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报业，产生了《世纪报》、《新闻报》、《每日电讯报》等一大批廉价日报，在世界新

闻史上安放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布赖恩·莱克曾经指出．：“对于19世纪美国和英国报业史所作的比较，显示了这样一幅总体图象：它以美国人摹仿英

国人的风格和做法开始，又以英国人追随、摹仿美国人的煽情主义和版面设计而告终。”⑩这一概括是十分精辟和中肯

的。廉价报纸的发生发展也是如此，先是美国人摹仿英国人，而后是英国人摹仿美国人。难道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正是这

样么？  

注：  

①Brian Lake: British Newspapers, P.68, London, Sheppard Press Limited,1984. 

②同上, Ｐ.69, 71, 127。  

③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25, P.478, 1985. 

④同①，P.69.  

⑤Harold Herd: the March of Journalism, P.107-116,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52. 

⑥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16, P336, 1956. 

⑦同①，P71-72。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397页。  

⑨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第161页，新华出版社，1982。  

⑩同①，P75。  

（原载《新闻大学》1989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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