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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本书旨在以新的论据与观点，揭示自1815年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亦译为 

麻六甲）创办的第一家近代化中文报刊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⑵发行开始，至 

1874年由中国人出资自办成功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在香港诞生为止的60 
年间，中文报纸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征与意义。

关于中国报纸的起源，有着各种各样的学说。⑶但在唐代，即一千多年前， 

中国已有原始形态的报纸，也有人称之为“古代报纸”1旬,却几乎已经是公认的 

定论。［5］中国的“古代报纸”，是以“邸报”的传媒形态为主,也就是以传播朝廷发 

布的诏书、法令等官文书为中心内容而发展起来的J6］

所谓“邸报”，是中国古代报纸的统称，而不是固定的报名。在有些古代文 

献中，“邸报”也被称为“邸钞”、“阁钞”、“朝报”、“杂报”、“条报”、“除目”、“状”、 

“状报”、“报状”或“京报”。⑺它起了传达中央政治中枢讯息给各地诸侯的桥梁 

作用。唐朝的“邸报”是由各地派驻首都的邸务留后使负责传发。在宋朝则改由 

中央政府统一编印和发行。到了 16世纪中叶，明朝当局才允许民间在官方的 

监督下自设报房印刷与发行“京报”。至于以固有报名《京报》的姿态出现，是在 

清朝末年以后的事。换句话说，《京报》是中国首次使用固有报名的“古代报 

纸”。

由此可见，“邸报”等“古代报纸”，在维持与加强当时庞大帝国官僚机构的 

统治秩序上，曾扮演着重大的角色。它之受到当时封建社会的封建性与专制性 

的影响与制约，是不言而喻的。各朝代的中央政府对“邸报”的发布不但有具体 

的规定，并进行管理与监督，还禁止“邸报”以外的任何报纸的流传。宋朝当局 

严禁“小报”网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⑼从这角度来看，严格而言，中国 

的“古代报纸”并不能有如已故中国报史研究奠基人戈公振以“官报”一语概 

括，而“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也不等于一部“邸报”史口叫但从总体和本质上 

看，却与“官报”并无太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