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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2013-08-29 15:41: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刘维维） 2013年8月24日，以“清末民初的媒体、社会和知识分子”为主题的研讨会在首都图书

馆举行。彭翼仲之孙彭望苏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为切入点，对清末民

初时期民间报业的发展状况、社会风潮及民众心理、知识分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广泛探讨。 

  彭翼仲，名诒孙，原籍江苏苏州，长期居住在北京，曾经“赶车拉过水”，因而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有所了解和同情。他

一生共创办了3份报纸，其中以《京话时报》声誉最好，影响最大。彭翼仲年轻时做过官、经过商，而后从官商两途抽身，转向

办报纸“以开民智”。彭望苏认为这与他在庚子年间曾经直面美国兵枪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彭翼

仲在北京的住处属美军管辖，“时有洋兵往来于门前”。一次，几个美国兵来到彭翼仲家索要银元，当时彭翼仲家藏有友人所寄

存的数百元，不敢外露，只拿出一块手表给了一个美国兵。而另外一个美国兵却将装有弹药的枪支指至彭翼仲胸前，逼迫他交出

银元。彭翼仲无奈之下，冒险用力直顶美国兵的枪支，准备以性命相拼。没想到，这一举动反而让美国兵顿时生畏，最后只好灰

溜溜地离开了。这件事给了彭翼仲很大触动，他觉得自己能够幸存下来，其实是“白捡了一条命”，他要用自己这条白捡的命为

国家做点事，最后他决定去办报，以“开民智”。 

  1904年8月16日，《京话日报》在北京正式创刊。该报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开民智”为宗旨，用白话办报，启

迪民心，传播新知。报纸发行不到一年，销量升至万份，成为北京销量最大的报纸。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在下从去年腊月十

九日起，看了《京话日报》。不上几天，就仿佛那吸大烟似的，真上了瘾了。”还有人说：“就是这《京话日报》给害的，已经

成了个报迷。一天不看就难受，看了之后更难受。” 

  谈及《京话日报》的影响之大，彭望苏认为这与彭翼仲的办报理念、报纸的传播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京话日报》以普通

平民为读者对象，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受众广泛，在北京影响很大。另外，彭望苏指出，当时报纸的传播方式不仅仅局限于

发行和阅读，还有一个特殊的途径——讲报。清末民初，下层民众中识字的人并不多，对于这些人来说，接受报刊内容的方式就

是通过听知识分子讲报、说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早介绍，《京话日报》还有另外一种传播途径，那就是

将报刊内容改编成戏剧，通过演唱的方式广泛传播，因为北京喜爱听戏的人非常之多。这些就是《京话日报》能够深入人心的重

要原因。说到《京话日报》的影响，杨早还提到了梁漱溟。梁家与彭家世代交好，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曾资助彭翼仲办《京话日

报》，而梁漱溟本人也深受《京话日报》影响，并曾在彭去世后接办《京话日报》。可以看出，彭翼仲及其创办的报纸对当时的

上层知识分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后，《京话日报》进行了连续报道，揭露事件真相，激发起广大读者对帝国主义劣行的极大愤慨。

此外，该报还揭露过清政府活埋侍妾的罪行和驻京淮军经常骚扰百姓的事件。这些报道，一方面赢得了读者的信任，深受读者赞

许，另一方面也因此得罪了权贵和官僚。1906年9月28日，清政府查封《京话日报》，彭翼仲被流放新疆。据彭望苏介绍，当彭

翼仲离开北京时，“市民去送行数千人，赠送程仪者无算”。1913年，彭翼仲从新疆回京后，重办《京话时报》，直至逝世。 

  彭望苏认为，报纸能够得到千万读者的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将清末民初时期的《京话日报》办到如此境界，彭翼仲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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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不简单，他的办报理念和方法影响了当时很多报人，也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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