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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86年创刊于上海的《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eLloyd）是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德文报刊，同时也是近代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德文报
刊，连续出版超过30年，因大战缘故于1917年停刊。
《传媒制度论丛·研究（1886-1917）》运用历史考证、定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论述了这份德文报刊
，从近代在华外报具有多样性的视角重新思考在华外报的问题。
该研究不仅明确考证了已有研究中关于《德文新报》存在分歧的信息，并且呈现了该报对近代中国报
业活动的诸多相关报道，这些既是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领域的珍贵资料，也能为在华外报的相关研究
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传媒制度论丛·研究（1886-1917）》可作为新闻传播学专业师生的研究参考书，也可作为历史爱好
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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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德文新报》论述中国报刊的文章中能够明显地看到，该报总是喜于讨论中国报刊的倾向性问
题。
辛亥前后，在变动的格局之中，从德国人的论述里，也可以对彼时中国报刊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窥见一
二。
　　“在山东省的首府济南府，几年前由政府支持创办的《济南官报》常常有论述关于胶澳租借地及
其与济南府政府关系的文章刊载；该报的倾向是温和偏自由的。
”　　“在南方出版的报刊还要提到广东的《羊城日报》（1897年）及1902年创办的《福州日报》（
福建省），以上两份都是政府刊物并倾向于同情革命。
”　　无论是保持温和的态度，还是选择隐约地同情革命，这样的报刊在晚清政府的眼皮底下都尚可
安然生存。
《德文新报》明确指出，“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不能公开反对政府；报刊很容易被压制，并会进一步遭
到停禁。
因此，报刊必须在中国政府管辖范围之外为自己寻找地盘，以摆脱出刊的阻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上海、天津、武汉等设立租界的地方会出现大量的中国人自办报刊，用以宣传
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新式思想。
但是，租界在地理位置上毕竟是囿于晚清政府的管辖地之内，相形之下，香港则是比租界更为安全的
革命派报刊生存的理想之地，“因此，两份反清的中文报刊《中国日报》和《香港日报》分别于1900
年和1903年在香港创刊。
”　　除了中国人自办报刊，《德文新报》还尤其关注那些受到在华外国因素影响的中文报刊。
从德国人的视角看过去，每一份在华外报都代表着其背后国家的力量，每一个力量都是德国在华利益
的竞争对手。
“天津的《天津日日新闻报》、北京的《顺天日报》及在上海出版的《中外日报》和《同文沪报》，
其创刊或维持发展都或多或少地要受惠于日本人的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处于美国影响之下的上海《新闻报》，于1893年创刊，去年，在无损于其亲美倾向的基础
上，按照英国公司法进行了重组。
该报崇尚进步思想，与日本敌对，尤其是最近在满洲问题上与日本势不两立，在日俄战争中被认为是
公开亲俄的。
该报每期发行量约10000份，其刊载内容尤为偏好商贸及交通运输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新闻报》的对手是《中外日报》，但《中外日报》的语气却不总是像《新闻报》那
么高雅讲究。
《时报》为1902年前改革派著名人物广东人康有为创办，康有为乃1898年光绪皇帝实施戊戌变法的灵
魂人物，变法失败后流亡，现居于日本。
该报深入探讨当今时事，由于其内容可信，对事看法公道，也许还因为该报夸张的风格尤其受中国人
的喜爱，因而每期发行量达到13000份。
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法国影响的，而袁世凯所办的当地机关报《北洋官报》是亲
日的。
同样也是在天津编辑出版的报刊还有《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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