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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年轮抹去了无数岁月的痕迹，而记载着时代烙印、反映着时代思想的报纸，往往会

撩起人们对往昔的回忆。民国时期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有四家：上海的《申报》、《民国日

报》和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 

    提起《大公报》，天津人至今耳熟能详；而与之齐名的《益世报》，似乎已为很多人淡

忘。其实从1915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的30多年间，《益世报》一直与《大公报》相比肩。 

雷鸣远创办《益世报》 

    《益世报》系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日报。创办人雷鸣远，是比利时籍天主教传教士。他

1900年来中国传教，与当时的许多政客名流有联系，可谓是“中国通”。1902年英敛之创办

民国时期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有四家，其中天津就占了两家——— 

比肩大公报的益世报（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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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时，雷曾参与其事。 

    1910年，雷鸣远被调到天津担任望海楼教堂的坐堂神甫。除传教外，他还曾创办诚正小

学、贞淑女校等，招收附近儿童就学。辛亥革命后，他创立了共和法政研究所，同时出版《益

世主日报》。该报名为“日报”，实际每周发刊。后来雷鸣远决定将其改为日刊。 

    1915年与刘浚卿、杜竹萱等教徒联合募款，与当年10月10日，正式创办了天津《益世

报》。雷任董事长，刘任总经理。益世报社址最初设在南市荣业大街，后迁至东门外小洋货

街，1924年移至意租界内。益世报前两处社址今已不存，意租界社址即使还在，目前也鲜有人

能指认其具体位置了。 

    作为天津教区的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的上司是法国主教，他对法国传教士的做派非常不

满，之间产生了矛盾。1916年，法国工部局阴谋越境侵占天津老西开，雷曾多次告诫天津警察

局长杨以德，派武装加以保护。 

    老西开事件发生后，雷表示反对，他主持下的《益世报》对各界人民的抗议活动进行了积

极报道和声援。法国主教为此十分气愤，1918年雷鸣远被遣送回国。1927年，雷鸣远再次来到

中国，请求加入中国国籍，并从此自称“中国人”。 

刘浚卿主持《益世报》 

    《益世报》的发展几经波折。“五四运动”中，掌握《益世报》全权的总经理刘浚卿，授

意该报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连续著论进行宣传报道，深得爱国学生和知识界的欢迎。 

    刘浚卿，名守荣，蓟县人，天主教徒。民国后到天津，在雷鸣远创办的学校任教，因办事

能力强而深得雷的器重。从1915年起直到1934年去世，除奉系控制报纸的时期外，刘浚卿在

《益世报》总经理的位置上干了近20年。 

    在天津人民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的抗议活动中，刘浚卿发表讲演大声疾呼：“我国虽未

亡，而外人对待我国如亡国一般，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如交涉无效，当牺牲性命，以资

对待。” 

    1919年以后，军阀争斗，政局动荡，报纸为了谋求生存，被迫表示出一定倾向。刘浚卿主

持的《益世报》拥直反奉，因此1924年奉军进入天津后，刘浚卿被捕，报社由奉系把持。直到

1928年北伐成功，刘浚卿才将报社收回。 

刘豁轩革新《益世报》 

    刘浚卿的族弟刘豁轩，1928年在南开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应兄长之邀任《益世报》总编

辑。刘豁轩上任后，对报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报社情况开始好转。1931年，《益世报》

日销量达3.5万份，与《大公报》持平，其注册资金则一度超过《大公报》。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一片抗日呼声，刘豁轩顺应形势，先后聘请罗隆基、钱端升

等名人主持笔政，倡言抗战，反对内战。东北沦陷后，该报特派员还深入沦陷区进行秘密采

访，发表了《盗治下的沈阳》、《铁蹄下的长春》等，以第一手资料揭露和控诉了日寇在东北

的暴行。1931年日本特务挟持溥仪从天津赴长春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该报曾作详细报

道。1946年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该报所记曾被引为佐证。 

    由于《益世报》力主抗日，遭到国民党当局反感。1934年7月《益世报》被禁邮，报纸被

迫停刊。不久刘浚卿因病去世，刘豁轩继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他找到老师张伯苓和天津市长张

廷谔帮忙疏通，三个月后《益世报》解禁，条件是由亲日人物朱枕薪主笔。为了报纸的生存，

 



刘豁轩暂时妥协，不久即以“文字能力太差”为由将朱辞退。 

生宝堂坚持抗日被害 

    1936年，刘豁轩因身体等原因，辞去《益世报》职务，到燕京大学任教。报社改由李渡三

负责。李是亲日分子，《益世报》在其主持下走了样，国人大为不满。又因在事务上与雷鸣远

产生龃龉，雷多次让李辞职，李不听。1937年6月，雷鸣远在意租界工部局的认可下，派报社

教友丁懋昌雇用十几人闯入报社，强行接管《益世报》，并由原《北平晨报》经理、留法学生

生宝堂为总经理。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大小报纸纷纷停刊，只有《益世报》仍坚持出版，继续宣传抗

日，并拒用日本通讯社稿件。日本军方曾多次恐吓，生宝堂毫不畏惧，雇用报童泅水越过海河

到英法租界销售报纸，成为天津沦陷初期市民了解抗日情况的重要来源。 

    不久，报童被日本宪兵发现杀害。接着生宝堂和秘书师潜叔也遭绑架杀害。1937年8月，

《益世报》被迫停刊。 

雷鸣远支持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一片抗日声浪中，雷鸣远主张武力抗日。长城抗战时，雷鸣远

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29军伤员，还建立了残废军人教养院。 

    1938年日本占领天津《益世报》被迫停刊后，雷鸣远积极与南京主教于斌联系，为《益世

报》复刊积极奔走。同年12月，《益世报》在昆明出版，雷鸣远亲赴报馆祝贺。 

    抗战期间，雷鸣远还成立了华北战地督导团，深入到晋察冀山区进行抗日活动。1940年他

因病离开太行山，1944年病逝于重庆。 

    抗战期间，《益世报》先后在昆明、重庆出版。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浚卿之子刘益之负

责筹备《益世报》在天津的复刊工作。通过关系，天津市长张廷谔把和平路上的一所楼房及原

东亚印刷厂的设备交给该报。同年12月1日，《益世报》重新在津发行。 

    天津解放前夕，刘益之南行。1949年6月报纸最后停刊。 

    《益世报》虽为教会所办，但宗教色彩并不浓。其存世的30多年时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

历史事件都能从中找到端倪，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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