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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和保守派效仿在华外报创办中国本土报刊来宣传各自的观点和思想，掀起近代国

人办报高潮，促进了中国本土报刊的发展和现代公共报业的兴起。包克私于1898年10月11日在《字林

西报》发表文章“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在对比1895年至1898年前后报刊数据的基础上公

布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本土报刊快速增长的数据，分析国人自办报刊及其启蒙教育和维新变法的报道主题，

通过维新派报刊个案记录管窥保守派和维新派争夺话语权的报史。梁启超在1901年《清议报》第壹百号

发表文章《报界一斑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日报和丛报为分类标准、以出版地为参数统计全国的日报与

国内外丛报的数据，表明各家报刊的存佚或改版情况，详细而精准呈现当时报刊出版情况。与近现代中

国报刊目录的计量方法和数据分析比较而言，包克私“本土报纸”与梁启超编纂的中文报刊目录具备各

自的报刊计量和数据分析的创新与优势，进而奠定其中国报刊史学与报刊计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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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both reformers and their opponents published periodicals 
to promote their ideas, which boos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ve periodicals. And it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ve periodicals and the rise of modern public newspa-
pers. Ernest Box published an article called “Native Newspapers” i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on 
11th October 1898. On the basis of comparing the data of periodicals from 1895 to 1898, Box’s 
paper publishes the data on the rapid growth of local periodicals i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analyzes the periodicals run by Chinese people and the topics about en-
lighten education and the Movement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 records of periodicals run by the 
reformers in the Movement, Box makes an effort to represent the history of the fight for a voice 
between the reformers and the conservatives. Liang Qichao published “Preface to the Table of 
Preservation Status of Periodicals in China” in the Qingyibao (The China Discussion) in 1901 to 
represent the publication of periodicals at that time in detail. Liang classifies the periodicals into 
daily and series, gets statistical data of daily and series at home and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place 
of publication, and represents the situation of existence or revision of these periodicals. Compared 
with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of Chinese periodical catalogues today, Box’s 
“Native Newspaper” and Liang’s catalogue of Chinese periodicals are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their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And their work lay a foundation for Chinese periodical 
historiography and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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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覆灭，举国震惊，清廷的开明官员和知名学者都认识到国家政

治改革的紧迫性，并真正意识到现代报刊启蒙教育和启迪民智的重要功能，“以庞大之中国，败于蕞尔

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

不得不惜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1]。当时中国政界分化成维新派和保守派两大对立政治势力，他

们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和政治势力创办报刊之舆论喉舌，进而促进中国现代报刊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对

于中国而言是一次沉痛的“电击”，而中国本土报刊像电报传输系统在全国范围传播新思想的“电流”

[2]，维新运动就此展开并催生中国本土报刊兴起。 
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经历“一波三折”的过程，各阶段所出版的报刊数据呈上升趋势，

而报刊的存佚情况各不相同。在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维新运动准备阶段[3]，除《京报》外，

全国只有 11 种本地报纸[2]。截至 1895 年 2 月，全国发行的杂志和其他期刊只有 8 种，且都与传教工作

有关[2]。1896 年 3 月，由于清廷御史杨崇伊的弹劾奏章，文廷式被革职，各地的维新派团体及其报刊活

动相继被查封。 
维新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创立现代公共报刊[3]，经过 1898 年 6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的“百日维

新”，中国迎来报业改革的黄金时期[4]，中国报业特别是上海报刊取得长足发展。根据林语堂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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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95 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出版的 56 种报刊中，1895 年至 1897 年间出版 13 种，1898 年出版 8 种，

1899 年至 1911 年出版 35 种[4]。而根据柏德逊的论述，1896 年至 1905 年间全国出现 1000 多种出版物，

但大多数都如昙花一现[5]。 
伦敦传道会遣华传教士包克私(Ernest Box, 1862~1940)于 1898年 10月 11日在《字林西报》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发表文章“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公布维新运动期间国人创办本土报刊的具

体数据。梁启超在 1901 年《清议报》第壹百号发表文章《报界一斑中国各报存佚表序》(简称《中国各

报存佚表》)，以日报和丛报为分类标准统计当时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日报和国内(包括香港和澳门)国外

的丛报及其存佚数据，“今采吾国自有报纸以来，列为一表，亦报界之历史所不可阙者”[6]。这两种报

刊目录记录了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本土报刊的基本数据及其存佚情况，并提供报刊的主题信息，成为记录

维新运动办报活动的中国报刊目录之典型。 
包克私“本土报纸”统计数据与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发表之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

翰(John M. W. Farnham, 1830~1917)于 1890 年 5 月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上海大会上提交论文《论报刊及中

文报刊目录》(Periodical Literature, and List of Periodical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范约翰在论述现代报

刊的社会功能与在华外报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之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对 19 世纪初至 1890 年在华外国人创

办的中文报刊与国人尝试办报的中文报刊进行统计，共有 76 种报刊[7]。范约翰《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种中文报刊目录，其缺陷和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从 1870 年到 1890 年，中国地方报

纸的迅速发展自然给中国报纸和期刊的调查和收录带来困难。根据宁树藩的说法，从 1815 年到 1890 年

的 75 年间，国内外共出版 126 种中文报纸和期刊。范约翰《目录》错过 51 种[8]。英国遣华传教士李提

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于 1895 年在《直报》第 44 号发表文章《中国各报馆始末》，引用范约

翰此中文报刊目录的数据，自有不实之嫌。 
与范约翰和近现代中国报刊目录比较而言，包克私“本土报纸”的报刊计量与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

序》比较精准地记录了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本土报刊兴起状况，具有各自的报刊计量创新和优势。但是，包克

私“本土报纸”文中有关维新运动报刊的计量数据很少被现当代学界提及，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

更是被忽略。美国汉学家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 1897~1951)在《中国报纸(1800~1912)》(The Chinese Pe-
riodical Press: 1800~1912)中为了说明中国报刊的增长情况，援引范约翰的《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包克

私“本土报纸”、俄罗斯新闻学者柏烈伟(Sergey A. Polevoy)于 1913 年编纂的《中文报刊目录》(Periodicheskaya 
Pechat v Kitaye)、英国记者伍海德(H. G. W. Woodhead)编纂的 1921 年/1923 年/1925 年《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及其中文报刊目录有关报刊数据[3]，他未提及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 

维新运动办报高潮中，各类报刊的种类繁多、存佚状况复杂、发行情况差异大。包克私“本土报纸”

(Native Newspapers)在对比 1895年至 1898年前后报刊出版数据的基础上公布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新型报刊

快速增长的数据；强调维新运动以来中国出版的报刊主要由中国人自己发布，而大部分报道主题都关涉

启蒙教育和维新运动；对于维新派喉舌报刊创办过程进行个案分析，使读者借此管窥维新运动中保守派

和维新派争夺话语权的办报活动。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作为国人发表的第一份中国报刊目录，

以日报(含星期报)和丛报(含旬报月报)为分类标准、以出版地为参数统计全国的日报与国内(包括香港和澳

门)国外丛报的数据，明确界定中国报刊与在华外报、国内(包括香港和澳门)国外报刊的概念。其报刊目

录的最大优势在于表明各家报刊的存佚或改版情况，并对未详的报刊信息加以说明，为近现代中国主要

报刊目录提供了示范。本文在比较近现代中国报刊目录的计量方法和数据基础上，探讨包克私关于“本

土报纸”的计量与梁启超编纂中文报刊目录的计量创新与报刊史学价值，为研究近现代中国报刊史与报

刊计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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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克私对维新运动办报高潮的报刊描述 

1895 年 2 月，包克私为上海传教会(The Shanghai Missionary Association)撰写文稿“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此文后来在《信息报》(Messenger)发表。百日维新以来，中国报业特别是上海报刊取得长

足发展，中国本土报刊兴起，“迨光绪二十一年，时适中日战后，国人敌忾之心颇盛，强学会之《中外

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于京沪……后此《时务报》与《时务日报》等接踵而起，一时报纸，兴

也勃焉”[1]。包克私认为，有必要公布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本土报刊的详尽数据并提供报刊的主题信息，

于 1898 年 10 月 11 日在《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再次发表修订文章“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 [2]。 

包克私在对比 1895年至 1898年前后报刊出版数据的基础上公布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新型报刊的数据。

包克私在文中指出，截至 1895 年 2 月，除《京报》外，香港出版 5 种本地报纸，《申报》《沪报》《星

期报》三种报刊在上海出版，广东、福州、天津各出版 1 种。在上海出版 5 种杂志和期刊，北京、南京、

福州分别出版 1 种[2]。与 1895 年出版的十余种报刊相比，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报刊数据有快速的增长。包

克私在论述维新运动报刊概况的基础上，列举包括在华外报在内的 60 种中国本土报刊(含《京报》)，其

中上海有《申报》《沪报》《新闻报》等 15 家报纸，其他地区出版 36 家报纸和 9 家期刊[2]，如表 1 所

示。维新运动以来，至少 70 种报刊在全国出版和流通，其数量还在增长，其影响力是热衷于研究中国社

会和报刊的学者无法忽视的因素[2]。 
包克私文中强调，维新运动以来出版的报刊主要由中国人自己发布，几乎所有的报道主题都是有关

启蒙运动和中国改革的。有些报刊致力于机械、农业、数学、科学概论和教育等领域的报道。约 10 种报

刊由传教差会出版或者隶属在华基督教会的报业机构。在全国范围出版和流通的 70 家报刊的论调是健康

的，其报道倾向是自由的，但不包含拥护旧党派的出版物，所有报刊都或多或少支持社会改革[2]。包克

私特别指出，除了上海出版发行的 15 种报刊以外，各地还有不少报纸刊出，但是它们只是昙花一现，创

刊后不久即终刊[2]。 
包克私并不赞同《青楼画报》(The Brothel Illustrated Paper)与《飞云馆画报》两家报刊的定位及其报

道内容，“在上海出版的个别报刊不在所普遍表彰的本土报刊之列……其刊名就足以说明自身及同类报

刊的主要特征”[2]，他在“本土报纸”列表中用星号标出此类报刊，如表 1 所示。这些报刊主要在上海

发行，但并非仅在上海发行，其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自身迎合部分读者的不良嗜好[2]。包克私进而建议

租界工部局加强对这类报刊的监管，使邪恶的文学作品不能在租界内印刷和流传。 
 
Table 1. The measurement of Box’s “Native Newspapers” 
表 1. 包克私“本土报纸”的报刊计量 1 

报刊名称 创刊日期 报刊周期 价格(元)2 出版地/机构 出版信息与政策 

上海出版的报纸 

《申报》 1872 日报 10 上海汉口路 发行量最大的报刊；温和的改革政策 

《沪报》 1880 日报 10 上海广东路 政策同上 

《新闻报》 1892 日报 10 上海山东路 政策同上 

《圣教新报》 1894 周报 10 中国圣教书会 玛丽·盖尔斯博士(Dr. Mary Gales)主编；

天主教插图；教会新闻和宗教文章为主。 

 

 

1表 1 包克私“本土报纸”的报刊计量根据包克私于 1898 年 10 月 11 日在《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发表文章“本

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改造而来，其中带星号*的报刊为原文标识。 
2除非标明，一般为年度报纸价格，货币单位为元，即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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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七日报》 1895 旬刊 8 上海江西路 申子平牧师(Rev. Sz Tz-ping)主编。官话。

国内外新闻、教会新闻和文章。 

《苏报》 1896 日报 10 上海河南路 主要在苏州发行。鼓吹改革观点，擅长批

评报道。 

《游戏报》 1897 日报 7 上海福州路 画报；主要报道趣味性故事；带有色情 
元素 

《奇闻报》  日报 8 上海山东路  

《消闻报》 1897 日报  《沪报》承租人 
出版 主要报道趣味性故事 

《趣报》 1898 日报 6 福州路 主要在上海发行 

《采风报》 1898 日报 4 汉口路 少量新闻 

《女学报》 1898 旬刊 3 上海西门路 官话；有插图；中国妇女委员会主办。 

《中外日报》 1898 日报 10 南京路 维新派的喉舌 

《汇报》 1898-8-17 半周刊 8  
《益闻录》和《格致报》汇合而成； 
带插图的科技文章和政治新闻以及天主

教教会新闻。 

其他地方出版的报纸 

《京报》 1000 年前    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 

《叻报》    新加坡  

《星报》    新加坡  

《香港华字日报》      

《广报》    广东  

《循环报》    广东  

《南纪日报》    广东 广东其他三家报纸，共六家。 

《福报》    福州  

《闽省会报》    福州 美国卫理公会出版的教会报 

《杭报》    杭州  

《汉报》    汉口  

《山东时报》 1896   滕州 主编赫士牧师(Rev. W. M. Hayes)；在山

东、直隶和满洲里发行；半教会半新闻。 

《直报》    天津 主编李提摩太 

《国闻报》    天津  

在上海出版的杂志 

《月报》 
(《小孩月报》) 

18643  13 美分  中国圣公会出版的画报月刊。主编 
范约翰，刊登针对青少年的宗教文章。 

《画图新报》 1879  25 美分  中国圣公会出版的画报月刊；中国道教 
插图月刊；范约翰主编。 

《圣约翰》 
(St. JohnE-ho) 1889 年刊 1 美元  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出版的英文大学 

杂志 

 

 

3原文如此，应为 18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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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万国公报》 1888 月刊 1.25 美元  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出版；李提摩太 
主编；对中国革新的贡献更大。 

《中西教会报》 1891 年 2 月 月报 1 美元  传教士评论；主编卫理(Rev. E. T.  
Williams)；百科知识。 

《点石斋画报》 1884 旬刊 50 元 南京路 一家平版印刷公司出版的画报 

《知新报》 1897 旬刊 4 美元  中外新闻 

《富强报》 1897 五日刊 7 美分 福州路 改革的法令、文章、外国新闻等 

《东亚报》 1898 旬刊 4 美元  上海亚洲联谊会出版 
*《青楼画报》 1897 月刊 50 元 福州路 刊登务虚的评论 

*《飞云馆画报》 1898 旬刊 60 元 城桥 画报 

《萃报》 1897 周刊 16 美分 公园路 刊登法令、官方文书，转载其他多种 
报刊文章。 

《算学报》 1897 月刊 2 美元  用数字图表说明问题。 

《新学报》 1897 半月刊 2.4 元 四川北路 主要刊登数学、政府条例、医疗和西方 
科学类文章。 

《训蒙捷报》 1897 月刊 每月 8 美分 新闸路 科普类文章 

《农学报》 1897 月刊 3 美元  中国农业协会出版；画报 

《宗古教会录》 1898 季刊 每册 15 美分  英国教会在中国和朝鲜出版 

《译书公会报》 1898    主要是外国报刊的译文 

《蒙学报》 1898 旬刊 4 美元 山东路 各类科学文章，有助于译介西学的中国 
教师。 

《医学报》 1898 月刊 5 美元  中西医学文章。 

《工商学报》 1898 周报 15 美分 山东路 商务报刊。市场价格等 

《求我报》 1898 半月刊 每份 6 美分  儿童教育报；教授汉字的简单方法。 
可作为中文画报来阅读。 

《昌言报》 
 1898 年 8 月 旬刊 4 美元 南京路 《时务报》续集；著名评论；改革的文章

从西方翻译而来。 

在其他地区出版的杂志 

《华北月报》 1890 月刊 30 美分 北京 华北圣公会；大众新闻、教会新闻、宗教

和其他文章。 

《集成报》 1897 旬刊 4.50 美元 澳门 中文激进派报纸；犀利的改革文章和国外

报纸译文 

《国闻汇编》 1897 旬刊 4.5 美元 天津 记录政治新闻 

《湘学新报》 1897 旬刊 每份 100 元 4 湖南长沙 

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湖南巡抚陈宝箴

的支持下，学政江标组织创办《湘学新

报》。同年 11 月 5 日第 21 期更名为 
《湘学报》。 

《湘报》 1898 半月刊 每份 10 美分   

 

 

4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1900 年 10 月 23 日)，《申报》刊登上海药店同德堂销售四云亭新书《重订湘学全报汇编》介绍《湘学

报》的广告：“已出四十五册，全份价六元。惜排印无多，不易购得。今存数十全份，汇订成十六厚本，以便翻阅，诚时下有用

之书。定价每部四元，而公同好”。基于此断定，包克私“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标示《湘学新报》每份 100 元，有误，

应该为每份 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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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渝报》 1898 旬刊 每份 13 美分 重庆 原创文章、译文、政治和科学、市场 
价格等。 

《无锡白话报》 1898 五日刊 每份 6 美分 无锡 官话；关于改革的译文和原创文章 

《领学报》 1898 旬刊 4 美元  广东一家报社出版。关于改革的译文和 
原创文章。 

《关东会报》    满洲里 北美长老会；中外新闻、教会新闻、 
宗教等。 

 
包克私“本土报纸”及其报刊计量的优势之一是对于维新派喉舌报刊创办过程的个案分析，使读者

借此管窥维新运动中保守派和维新派争夺话语权的办报活动。包克私指出，维新派机构强学会曾在北京

创办与林乐知《万国公报》同名的报刊，其文章主要来自有关报刊的评论，但在风格上几乎是《京报》

的翻版。对维新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Rev.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建议报纸

重新命名为《中外纪闻》。如此，梁启超主编的《中外纪闻》成为刊登维新运动原创文章的新报刊并取

得明显的改进[2]。强学会解散后《中外纪闻》随之终刊。包克私文中接下来叙述了上海《时务报》的出

版情况。 
包克私认为，在康有为和梁启超奉旨进京协助光绪帝推行维新计划时，朝廷命令将《中外纪闻》和

《时务报》变成政府的官方喉舌，而留在上海的报刊负责人与维新派拒绝实施将报刊改为官报的旨意。

他们分别把《中外日报》《时务报》更名为《中外新报》《昌言报》，把康有为当作旧报刊的“礼物”，

让他自己去办《官报》。当维新派被禁的消息传开后，两家报纸的办报政策立刻发生明显的变化，《中

外日报》称康有为是“罪犯”，报社责任人显然是为了安全考虑而改弦易辙。报纸编辑汪康年和汪大钧

公开表示他们不会与有问题的报纸发生联系[2]。包克私感到奇怪的是，在 8 月 17 日《中外新报》发行第

一天，报刊第三任主编曾敬贻在声明中指出，他被单独控制。有趣的是，《中外新报》同时转变其报道

语气而衍生一种宣扬维新思想的新晨报《白话报》，该报由福州余晖报社出版，曾敬贻主编。包克私认

为，当时断言三家报刊在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与保守派之间业已发生的冲突中扮演何种角色，还为时过早

[2]。 

3.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维新运动报刊的分类计量 

3.1.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的报刊分类计量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乃国人发表的第一份中国报刊目录。梁启超从论述中国古代新闻活动

与邸报出发，通过林则徐主持的译报《澳门月报》、《申报》、《时务报》等报刊来归纳中国报业概况

及月报、日报、旬报与星期报等各类报刊的成长过程，“报章之利益，近世士夫，颇能言之。沈沈震旦，

报章阙如”[6]。 
梁启超将中国报刊分为日报与丛报两大类，“约分两类，一曰日报，星期报附之；二曰丛报，旬报

月报附之”[9]，统计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湖南、浙江、江苏、湖北、江西、广西、四川、福州、

山东、香港、澳门等 15 个省市，与星架坡、槟榔屿、雪梨、马尼剌、旧金山、檀香山、日本神户、东京、

日本神户等海外国家和地区的中文日报与丛报的存佚数据。 
根据梁启超的统计，全国的日报(含星期报)有 12 家，北京的日报有 5 家，其中《宫门抄》《京话报》

《燕京时报》《新闻汇报》存，《官书局报》佚；天津的日报有 5 家，《直报》《天津日日新闻》存，

《国闻报》佚，《津报》《天津时报》未详；上海的日报有《申报》和《新闻报》2 家，现存，其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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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日报》改版《中外日报》；全国 15 个省市(包括香港和澳门)出版的中文丛报(含旬报月报)有 83 种，海

外出版 24 家。其中上海的《字林沪报》改版《同文沪报》，《消闻报》改版《同文沪报》附张出版，《蒙

学报》继续出版。广东的《中西报》改版《越峤纪闻》，《博闻报》改版《安雅书局世说编》。表 2“《中

国各报存佚表序》日报与丛报的地区/城市分布数据”清晰地呈现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本土新型报刊兴起及

其存佚情况。 
 

Table 2. The data of distribution of daily and series based on “Preface to the 
Table of Preservation Status of Periodicals in China” 
表 2. 《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日报与丛报的地区/城市分布数据 5 

地区/城市 日报存/佚/未详 丛报存/佚/未详 

北京 4/1/0 2/1/0 

天津 2/1/2 0/1/0 

上海 2/0/0 20/14/5 

广东 0 6/3/0 

湖南 0 2/3/0 

浙江 0 3/3/0 

江苏 0 2/0/0 

湖北 0 2/0/0 

江西 0 0/0/1 

广西 0 0/1/0 

四川 0 0/0/1 

福州 0 1/0/0 

山东 0 1/0/0 

香港 0 7/2/0 

澳门 0 0/2/0 

星架坡(新加坡) 0 3/0/0 

槟榔屿 0 1/0/0 

雪梨(悉尼) 0 2/0/0 

马尼剌 0 1/0/0 

旧金山 0 7/0/0 

檀香山 0 4/0/0 

日本神户 0 0/1/0 

东京 0 1/1/0 

横滨 0 1/2/0 

国内(含港澳) 12 83 

海外 0 24 

 

 

5表 1“《各报存佚表序》日报与丛报的地区/城市分布数据”根据梁启超《报界一斑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改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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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的报刊计量创新 

与包克私的中国报刊计量比较而言，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日报(含星期报)和丛报(含旬

报月报)为分类标准、以出版地为参数统计全国的 12 家日报与国内(包括香港和澳门) 83 家、国外 24 家丛

报的数据，明确界定中国报刊与在华外报、国内(包括香港和澳门)国外报刊的概念，其报刊目录的最大优

势在于表明各家报刊的存佚或改版情况，对未详的报刊信息加以说明。 
由于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报刊遭遇封禁，有些报刊被迫改版，有些报刊转移至租界求得“庇护”

或者迁移至其他地区继续办刊。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表明各家报刊的存佚或改版情况，既符合

维新运动国人办报史实，又是近代中国报刊目录的计量创新之处。 
包克私在《字林西报》“本土报纸”只关注维新运动中整体报刊的计量数据，文中列举上海与其他

各地出版的主要报刊，而忽略办刊时间不长的普通报刊，文中象征性提及在上海出现的“短命报刊”[2]。
梁启超《各报存佚表序》表明各家报刊的存佚或改版情况，为其后发表的近现代中国主要报刊目录提供

了示范。 

4. 包克私与梁启超中国报刊目录计量的局限性 

近现代中国报业结构组成复杂，各类报刊隶属或传承关系交叉重叠，且多数报刊具有政治导向性，

往往成为保守派-维新派-革命派之间争斗和论战的舆论喉舌，对中国近现代报刊进行相对精细的统计实

属不易。包克私“本土报纸”的报刊计量与国人发表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目录梁启超《各报存佚表序》比

较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本土报刊兴起的史实和轨迹，构筑近代中国报刊目录的基础，其报刊计量的史学和

史料学价值可见一斑，其局限性亦是明显的。 

4.1. 报刊计量数据出现遗漏 

像近现代其他报刊目录一样，包克私的报刊计量与梁启超《各报存佚表序》所统计的报刊数据不可

避免会出现遗漏。包克私在文尾说明，大规模搜集报刊信息是件困难的事情，他担心此报刊清单的完整

性，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有关该列表的补充和更正，并真诚邀请补充信息者发函给作者或上海伦敦传教会

[2]。梁启超在《各报存佚表序》中明确指出，“右表所列，仅得八九。阙漏谬误，自知不免”[9]。 
根据宁树藩教授的研究，在 1815~1890 年间，海内外出版的中文报刊合计 126 种(《京报》除外)，

而范约翰《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只收录 75 种，漏收 51 种[8]，遗漏《千里镜》(The Telescope)《日昇

报》(Rising Sun)《飞龙报篇》等 15 种中文报刊，有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

外新闻》等报刊的记录甚至出现错误[8]。 
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沿用范约翰报刊目录有关中国报刊的记录，认定中国报刊总数量“自

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10]。《万国公报》转载《直报》发表的李提摩太文章，“故前有耶酥教会派人查

考中国各报始末，去年已经布列，除京报外，自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10]，引用了不实的报刊数据。 
英国驻华记者伍海德(H. G. W. Woodhead)分别编纂 1921 年、1923 年、1925 年《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1921 年《中国年鉴》第八章“中国报刊”(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China)统计的中国报刊数

量为 840 种[11]。白瑞华指出，1921 年《中国年鉴》所统计的 840 种报刊中省略了掮客发行或沿街兜售

而未登记或交纳特殊邮政费用的报纸，与《申报》当年统计的期刊数据 1134 种有出入，而吴板桥早在

1917 年估算的日报数据就达到 2000 种[3]。 

4.2. 报刊的政治导向划分不同 

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报刊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报刊呈现明显的政治导向与“文人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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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民报勃兴时期”章节描述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的政治导向，

“以上各报，其中一大部分，始因外侮之刺激，倡议维新，继以满人之顽固，昌言革命”[1]。包克私“本

土报纸”与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在统计维新运动期间的报刊数据时，报刊的政治导向应该成为

报刊计量的重要因素。两种报刊目录比较而言，包克私的统计数据强调报刊的政治导向划分，而梁启超

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并未把报刊的政治导向作为报刊计量的参考要素。 
包克私在“本土报纸”文中指出，维新运动期间的中文报刊基本由中国人出版发布，几乎所有的报

刊都致力于报道维新运动和社会改革[2]。包克私认为，维新运动中 70 种报刊的政治导向明确，要么属于

保守派报刊，要么归属维新派报刊[2]，其报刊计量正是基于此定类标准进行统计的。 
1913 年，俄国汉学家柏烈伟(Sergey A. Polevoy)出版有关辛亥革命报刊计量的《中文报刊目录》

(Periodicheskaya Pechat v Kitaye)。此报刊目录根据 1911~1912 年间国内外 487 家中文报刊的政治倾向及

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或派别，将报刊分为政府报纸、半官方报纸、保守派报纸、自由派报纸[12]进行统计，

并对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七大报业中心的报刊数据加以分析。 

4.3. 在华外报与本土报刊的划分不清 

包克私有关维新运动的报刊计量与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未厘清在华中文外报与中国本土新

型报刊的分野，尤其是在华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与中国本土新型报刊及政治官报的类别划分。 
德国汉学家罗文达(Rudolph Löwenthal, 1904~1996)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陈鸿舜、燕京大学新闻

系学生古廷昌和梁允彝共同完成有关中国宗教报刊的调查报告《中国宗教期刊》(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详细地记录在华天主教报刊、满洲里天主教报刊、在华基督教新教报刊活动，论述中国

佛教报刊、道教报刊和儒教报刊的情况，以及在华伊斯兰教报刊、在华犹太教报刊和在华俄罗斯东正教

及其他教派报刊的内容。1936 年 10 月至 1937 年 6 月《真理与生命》连续八期转载此报刊目录[13]，弥

补此前报刊目录对于在华外报细分化分类统计的不足。 
正是维新派报人开启中国报业的“文人论证”传统，“……执笔者皆魁儒硕士，声光炳然。我国人

民之发表政论，盖自此始”[1]。包克私“本土报纸”与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论述维新运动时期

的办报情况并进行报刊分类计量和分析，具备各自的报刊分类计量和数据分析的创新和优势，成为近现

代中国报刊目录的代表，同时为深入系统研究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本土报刊兴起与“文人论政”报业传统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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