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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中国的报刊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被称作“新闻”的小报，乃至唐代的邸报。其实，
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中外新报》等一批报刊。不过，改良派的报刊与改良运动的命
的事物。取而代之的便是资产阶级革命报刊。  

    

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如当头一击，迫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转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接受改良失败
方面又吸取改良派大造舆论的经验，一开始就广泛开展办报活动。他们先后在中国南方沿海和海外华侨聚居之地
政府对外出卖民族主权、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用以介绍革命学说，动员人民反抗封建势力。  

  与此相对应，在对改良派报刊大肆洗劫之后，清政府也开始谋求以法令的形式来禁止或限制资产阶级
律》、《报章应守规则》和《大清报律》相继出笼。这些法令规定，禁止“诋毁宫廷”、“扰害公安”、
行”，并要对主事人处以徒刑或罚款，重者乃至杀头。在如此苛刻的法令面前，革命报刊很难在国内生存，只好在海外
澳门等地出版。  

  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工作贡献较大的是留日学生，他们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办报活动。其中，
《开智录》半月刊，该刊1899年冬创办于横滨。1900年12月6日，在东京创办的《译书汇编》月刊，主要刊
译文。1901年5月10日，在东京的留学生又创办了《国民报》月刊。由于它是第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因而受到
903年以后，在留日学生中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更加激进的报刊，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江苏
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先生就曾在《浙江潮》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古代斯巴
的精神来激励留日学生和广大中国青年热爱祖国，反抗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留日学生虽然身居异国
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同盟会成立以后，在日本，尤其是东京又出现了一大批革命报刊，如1905年创刊的《民报》、《醒狮
刊的《复报》、《云南》、《洞庭波》、《革命军报》、《豫报》和《鹃声》，1907年创刊的《汉帜》、《秦
南》，1908年创刊的《关陇》、《国报》和《夏声》等。其中的《复报》在国内编辑、日本出版。  

  除日本外，在进步华侨的资助和参与下，东南亚和北美等地也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如1881
1902年创刊于美国旧金山的《大同日报》、1903年创刊于缅甸仰光的《仰光新报》和1904年创刊于新加坡的《
报》原为商业性报纸，后为华侨程蔚南接办，俗称《隆记报》，孙中山于1903年抵檀香山后，为与保皇派
篇著名评论性文章《驳保皇党》和《敬告同乡书》都发表在《檀山新报》上。该报也因发表这两篇揭开革命党
于世。  

  在香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于1900年1月25日创办了机关报《中国日报》。该报被誉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
导筹备工作，后由陈少白（1869～1934，先后担任过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孙中山总统府顾问等职）任社
以大量的篇幅进行革命宣传。但对待保皇党的态度却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最初，《中国日报》几乎每
有为、梁启超以很高的评价，甚至连发行工作也委派改良派的报刊编辑部代办。但是，随着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日益
多地出现了批判保皇派的文章，并因而与保皇派报刊发生了冲突。1902年，《中国日报》与广州的《岭海
海的《中外日报》交锋；1904年，《中国日报》与香港的《商报》笔战。由于《中国日报》坚定地站在革命派的立
皇派言论，因而声威大震，销路大畅。  

  除《中国日报》外，在香港还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和《有所谓报》革命报刊。郑贯公（1880
务干事）先后担任过这三家报刊的总编。在此之前，他曾任《中国日报》旬刊的主编。同时，因这三家报
因而都明显地支持革命派的活动。  

    

二  

  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国内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派在国内也陆续创办了一批报刊，主要阵地在上海的租界地
《苏报》和《大陆》。  

  在上海租界出版的《苏报》是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刊。它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最初在上海的日本
主，邹悦任主笔，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后来，因大量发表黄色新闻而声名狼藉。在无法
售给中国人陈范。陈范虽是官场的失意文人，但因保皇倾向作祟，而使《苏报》高唱立宪挽歌，社会影响



  1902年以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陈范成为革命派的同情者，《苏报》也逐渐变成了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
报》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对国内外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作了连续报道，并与蔡元培、章太炎等
组织的爱国学社建立了密切联系。《苏报》不仅从经济上支持爱国学社，而且大量发表学社师生的演说和
国学社的舆论工具。第二年的5月，陈范约请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笔。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长沙人，
习，1903年由于反对校方干涉言论自由而退学赴上海，成为爱国学社的骨干，以后便积极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活
积极组织和编辑革命文章，而且亲自发表了一系列带有强烈的革命性的文章，如《释仇满》、《汉奸辨》、《
〈革命军〉》等。此外，影响较大的文章还有章太炎、邹容等的《驳〈革命驳议〉》和张继的《读〈严拿留
洋溢地声援了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揭露了清政府“奴颜向外、鬼脸向内”的丑恶嘴脸，也严词批驳

  1903年5月，当邹容的《革命军》出版以后，《苏报》不仅马上在“新书介绍”栏中进行介绍，同时还
评，对于《革命军》一书中提出的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军〉序》一文，从而扩大了《革命军》的影响，加速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苏报》刊出的另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是《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这篇文章是章太炎为了驳斥康有
革命谬论而写的，是章太炎写给康有为的万言公开信的节录。这是一篇充满激情的革命檄文，通过对保皇思潮的批判，指出
势迫之”，表达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强烈的政治愿望。  

  《大陆》是上海出版的一个丛刊性期刊，1902年12月9日由留日学生戢翼创办。该报内容分论说、学术
以政论为主。虽是革命派报刊，但言论不象《苏报》那样激烈。与《苏报》和《大陆》同期，在国内还出
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等，也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  

  革命报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造了舆论，使革命思潮汹涌澎湃，有力地冲决了保皇派设置的重要思想障
培养了一批鼓动家和骨干分子。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的激烈言论必然会招致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仇
就是一例。  

  1903年6月29日，清政府首先对站在革命斗争前沿的《苏报》开刀：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遣候补道俞明震
《苏报》提出控诉。次日，租界警探即包围了报馆及爱国学社，逮捕章太炎等五位报馆工作人员。第三日，
查封。  

  章太炎、邹容等六人入狱之后，清政府立即派员向租界当局交涉，企图把章太炎、邹容等人引渡到手。但是租界
政府的要求，而是将章太炎、邹容等人交给租界会审公廨审理。谁知审讯的情况与中外反动派料想的完全相反，章太炎、
所畏惧地慷慨陈词，他们大力宣讲革命观点，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人物。结果，由于
也不敢将章、邹二人置于死地。最后，于1904年5月21日作出终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而《

    

                                                三 

  《苏报》停刊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将发展报刊的注意力转向了海外。1905年的11月26日，较《苏报
京创刊。《民报》是同盟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为月刊，每期约150页，6～8万字，自发刊起至1910年2月停刊止，共出版
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先生的大力帮助，甚至连《民报》发行所的招牌都挂在宫崎寅藏先生的住宅
者和发行人的有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实际的主编先后为胡汉民、章太炎和汪精卫。章太炎、
仲恺、宋教仁、黄侃、苏曼殊和周作人等都曾为《民报》撰写过文章。  

  《民报》设有论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和撰录等栏目，但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孙中山对《民
在《民报》上发表了重要文章，如《发刊词》、《在东京华侨及学生欢迎会上的讲话》和《在民报纪元节庆
先生早期最重要的论著。在《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政治
务，即将非常革新之学说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以后，《民报》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以三民主义作
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政治纲领作为宣传的基本内容。  

  革命派的报刊不仅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而且也在反对保皇派的斗争中发展。同盟会成立不久，革命派
思想论战。双方论战的主要工具，前者的是《民报》，而后者的则是《新民丛报》。《民报》与《新民丛报
大规模的论战。双方论战的主将，《民报》为章太炎、朱执信、汪精卫和汪东等，《新民丛报》则为梁启
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革命是否会引起内乱和帝国主义干涉，以及土地是否应归国有等。这场论战从1906年
全陷入困境而停刊为止，论战的胜利不仅灭了保皇派的气焰，而且增强了人民的革命信心，鼓舞了斗志，大
的影响迅速扩散，销量大增，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7000份。  

  《民报》在论战中的胜利，将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推向了高潮。在《民报》的影响下，海内外又出现了一大批革命
《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和《星洲晨报》、马来西亚的《光华日报》、印度尼西亚的《泗滨日报》和《民
《同侨报》、缅甸的《光华日报》和《进化报》、菲律宾的《公理报》，以及美国的《民生日报》、加拿大的《
国内，以上海为最多，有《竞业旬报》、《神州日报》、《中国公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主
报》、《珠江镜报》、《广东白话报》和《平民日报》等；此外，在香港、北京和天津等地也都新创办了多家

  应该看到，在物质方面，革命报刊难于和那些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或多或少地有联系的改良派报刊相比，他



营管理经验，因而，革命报刊的纸张和印刷质量大都逊于改良派报刊。但是，在报刊业务方面，革命报刊
革命派和改良派报刊都十分重视评论工作，但前者却一改冗长的论说文章而采用时事短评这种新型的锐利的形式，而且有的
专栏。革命报刊非常重视新闻采访工作，报上的新闻比重很大，大型日报几乎每天都有二三十条乃至五六十
为了尽快地把新消息发出去，有的日报还采用增发号外的办法，以适应日新月异地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新
重视。比如，在革命派发动的萍乡之战，黄冈之战和镇南关之战等战役中，《中国日报》都曾派特约从军记
这种新闻体裁应运而生。新闻事业的发展培养起了一批优秀记者，如陈其美、胡石庵和陈耿夫等在社会上都很有名

  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经历了海外－国内－海外－国内的反复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曲折
刊与其反清武装斗争相配合，象进军的号角，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高潮，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资料来源：《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