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10), 1673-1679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0235    

文章引用: 张志刚. 巴黎和会前夕东方新闻社对日报道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10): 1673-1679.  
DOI: 10.12677/ass.2020.910235 

 
 

巴黎和会前夕东方新闻社对日报道研究 

张志刚 

上海大学，上海 
 

 
收稿日期：2020年10月9日；录用日期：2020年10月23日；发布日期：2020年10月30日 

 
 

 
摘  要 

巴黎和会前夕，美国方面在中国成立了东方新闻社，作为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官方新闻通讯机构，

负责向超过三百家的中文报纸发送美国消息与评论，而在这些新闻消息与评论中，对日本的批评占据了

相当大的篇幅。围绕北满与西伯利亚问题、对华贷款问题、山东问题，东方新闻社对日本进行了猛烈批

评，或间接讽刺，或直接批判，甚至提醒英、美等国要警惕日本成为东亚的“新德国”。并且，随着巴

黎和会的临近，这种批评越发泛滥。巴黎和会前夕，东方新闻社对日本的批评，表明美日之间在东亚地

区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背后则是美日当时在该地区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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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eve of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United States set up the Oriental News Agency in 
China as the official news and Communications Agency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Public Inf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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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Commission, responsible for sending American news and commentaries to more than 300 
Chinese newspapers. In these news and commentary, the criticism of Japan occupied a considera-
ble space. Around the Manchuria and Siberia issue, the issue of loans to China, the Shandong issue, 
the Oriental News Agency launched a fierce criticism of Japan, or indirect satire, or direct criticism, 
even reminded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to be vigilant against 
Japan as East Asia’s “New Germany”. And, as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pproached, the criticism 
grew more pervasive. On the eve of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news agency’s criticism of Ja-
pan showed that there were huge conflic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East Asia, and 
behind these conflicts was the confli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region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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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来，一战期间美国成立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越来越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该委员会承担着当时美国国内外的舆论宣传工作，具体而言，宣传活动范围涉及美国本土、欧洲、远东

等各地区。中国当时作为远东大国，自然是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甚至一战

末期美国在中国还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中国分部。 
而关于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中国分部，目前学界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多位学者关注到了该委员

会中国分部的建立背景，以及正式建立时的负责人员、机构设置、资金、选址等问题。1 研究者们主要使

用的是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与中国相关的档案、报告，以及在华人物当时的回忆录、著作等，但是，大

部分研究者忽略了一项最基本的研究史料，即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在华官方新闻通讯机构——东方

新闻社 2 的新闻稿件。在卡尔·克劳 3 领导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系统中，东方新闻社占据着

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最重要的一项作用就是为三百多家的中文报纸提供新闻稿件，这些新闻稿件对于研

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宣传无疑有着重要价值[1]。 
学者任一较早认识到东方新闻社的稿件价值，鉴于该新闻社所发布的原始新闻稿件已散佚，任一便

从当时的主要中文报刊(如《申报》、《民国日报》等)中去搜集来源于东方新闻社的新闻稿件，在这种尝

试性史料恢复的基础上，进行美国在华宣传问题的研究[2]。这一史料思路无疑具有相当的启发性，随后

王震等人也在其研究中对《民国日报》中来源于东方新闻社的新闻稿件进行了整理与总结[3]。然而，上

述对东方新闻社新闻史料的运用是一种横向概括式的，是对这些“恢复”出来的新闻史料进行简单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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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学术界对于一战期间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华宣传的专门研究主要有：K Matsuo, “American Propaganda in China: The U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8-1919，”Journal of American and Canadian Studies 14 (1996), 19-42: Hans Schmidt, Democracy for 
China: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22, Issue 1, January 1998, Pages 1-28；任一：

《“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史学集刊》2016 年第 1 期，第 46-57 页；王震：《美

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对华宣传研究(1918-1919)》，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7 年。 
2东方新闻社成立于 1918 年 10 月，后于 1919 年 1 月 4 日“拟改为中美新闻社”，于 1919 年 2 月 5 日的股东会上，正式“决定自

本月十五日起，改为中美新闻社”。《东方新闻社招宴报界记》，《民国日报》，1919 年 1 月 4 日，第 3 张，第 10 版；《中美新

闻社股东会记》，《民国日报》，1919 年 2 月 6 日，第 3 张，第 10 版。 
3卡尔·克劳(Carl Crow)，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华重要新闻人，1918 年起担任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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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概括，在联系具体历史事件和国内外政治局势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笔者认为对于东方新闻社的新闻史料运用不应只停留在横向地分类概括上，还应该紧密联系当时具

体的政治事件与国际局势，以时间顺序为纵向坐标，深入梳理东方新闻社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报道内容，

考察其对美、中、日等相关国家的态度，对当时的重要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的看法，并分析其背后隐含

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利用东方新闻社所进行的在华新闻宣传，

作出整体的总结与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东方新闻社自 1918 年 10 月成立起，持续多年翻译、发布美国方面的新闻稿件，但

研究显示，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存在时间是 1918 年秋至 1919 年 6 月 30 日，所以，中美新闻

社具有美国官方新闻宣传属性的时间应是 1918 年 10 月至 1919 年 6 月 30 日，这一时间段与当时的政治

事件对照，基本上与巴黎和会 4 相吻合，而事实上，中美新闻社这一机构的成立与转折，确与巴黎和会

前后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此，笔者以巴黎和会作为研究的锚点，研究此重大

历史事件前后中美新闻社的报道。 
而限于篇幅，本文以巴黎和会前夕(1918 年 10 月至巴黎和会开幕)作为考察时间段，梳理这段时间内

东方新闻社的报道内容，分析其背后隐含的对相关史事的看法，对相关国家的态度。 

2. 和会前夕东方新闻社对日本的报道 

搜集并分析巴黎和会前夕中美新闻社的报道，发现这一时期该社新闻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

评日本。一战胜利，巴黎和平会议即将召开，中国方面对此怀有无限期待，希望能凭借参战之功，向和

会提出一系列诸如取消领事裁判权，要求关税自主，取消战争赔款等要求，这里面肯定包括收回原先德

国在华租借的青岛，而此时山东青岛等地正为日本所占。所以几乎可以断定，巴黎和会开幕后，中日双

方必然会在会议上围绕此问题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东方新闻社的报道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中

国一边，在北满与西伯利亚问题、秘密借款问题、山东问题、吗啡贸易等问题上，言辞犀利地批评日本

的做法。 

2.1. 北满与西伯利亚问题 

1918 年 12 月 8 日，东方新闻社发布了一则关于中美俄三国资本家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和北满的消息：

“北京之重要银行家数辈，近拟联络美俄二国合组一中美俄实业公司，为发展西伯利亚及北满之备，实

行合法之商业，驻华之美俄官员颇有赞成此议者，极愿尽力襄助以成之云。记者询诸中国银行家始知，

该公司发起之原意实为抵抗某国在北满及西比利亚之猛烈进行。”[4] 
可是这篇报道却被《大陆报》辩明为“不确”，《大陆报》在北京商界中进行调查，发现无论是北

京商界人士，还是“负责人之美商”，除从报纸所知悉之外，其余“一无所知”、“无不茫然”。 
再向美国使馆求证，美国使馆对此事也再三否认称：“组成以公司，专以妨碍他人营业为目的，如

外间所传者，则美使署最不赞同之，此间美商纯以营业为目的，且欲力使他国商人共尊此议，但谓含有

仇意，以对他国者，良非法律所许，今中俄美公司并未成立，亦未组织，外间所传云云，直无稽之谰言

耳。”[5] 
这段陈述颇值得玩味，美国使馆极力否认对他国“含有仇意”，但却在言辞中承认了美国商人“欲

力使他国商人共尊此议”，尽管辩称只是“纯以营业为目的”，但这已然说明中美俄三国在北满与西伯

利亚合办实业公司，并不是完全是空穴来风。 
并且，回顾东方新闻社 12 月 8 日的那篇报道，其中还写道：“驻华之美俄官员颇有赞成此议者，极

 

 

4巴黎和会开幕于 1919 年 1 月 18 日，闭幕于 1919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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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尽力襄助以成之”，并且在报道中清楚记载着：“记者询诸中国银行家始知”，“中美俄实业公司发

起人某告余曰”等采访细节。报道内容有根有据，俨然是在一定实地采访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篇新闻稿，

难道这份稿子仅仅是相关记者的大胆编造？ 
但事实却是，《大陆报》对东方新闻社 12 月 8 日的这则消息进行了辩正，《申报》等报纸进行转载，

事后东方新闻社也并没有就此进行辩驳。所以，我们基本上可认为《大陆报》的辩正消息是可靠的，即

中美俄三国商人最终并没有组建一实业公司。但是，不论是从东方新闻社颇有根据的采访新闻稿，还是

在面对《大陆报》质询时美国驻华使馆对此商业传闻有意无意的默认，都表明此消息并不全然是无稽之

谈。综合判断，笔者认为，中美俄三国要在北满与西伯利亚地区合办实业公司，当时应该确有其事，只

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倡议最终无法实现。该倡议的出发点是针对日本，所以当倡议无法实现时，

相关各方顾忌与日本的商业与政治关系，对此予以全盘否认，“无不茫然”地撇清关系，显然更符合政

治与商业的逻辑。 
但是无论如何，上述的这一系列报道，却为我们揭示了美日间在西伯利亚与北满问题上的矛盾，美

国对日本在西伯利亚与北满的存在，似乎早有不满，甚至宁愿和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在该地区进行合作，

也要狙击日本对该地区的垄断。事实也确实如此，作为美国在华宣传组织的官方新闻机构，东方新闻社

对日本在西伯利亚与北满的作为不断予以揭露和批评。 
东方新闻社在向各大报刊发布《中美俄实业公司发轫》这一新闻稿的次日，即 12 月 9 日，又发布了

一篇关于日本在北满与西伯利亚经营的报道，声称：“吾人欲知该公司之重要，当先知日本在北满与西

比利亚之经营。”也就是说，想要知道中美俄三国在北满与西伯利亚成立实业公司的重要性，就得先知

道日本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于是这篇报道对此进行了披露： 
“日本报记者于一月之前，故意传说谓俄国之亚穆尔轮船公司将让与美人，于是在满洲之日人群起

反对，事后始知乃日人自欲购买俄公司之船。” 
“日本报纸近又造一谣言谓为东清路总管兼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拟借美债三千万元，筑一支路云，此

谣言传出，日人又大起反对，人岂不知造谣之本意无非欲阻止中国向美借债，即使有之，亦必勿令美人

承借而已。” 
“吾人综观种种现象，足见日本一心欲垄断西贝利亚为彼一国之发展地，阻止他国之加入从事正当

营业，日本之势力今已日盛……所幸者中国有财有势，人材众多，足以抵抗此制造帝国之事业，然则何

不立即组织一中美俄实业公司，如中国银行家所提议者，以阻止日本之破坏势力，而守世界之和平乎。”

[6] 
东方新闻社在这篇报道中直接点明了“日本一心欲垄断西贝利亚为彼一国之发展地，阻止他国之加

入从事正当营业”，呼吁中美俄三国组织实业公司，“以阻止日本之破坏势力，而守世界之和平乎”。

并且东方新闻社还披露日人在该地区利用报纸的力量来制造谣言，既直接以美国为造谣对象，制造幌子

来达成自身的利益诉求，又随意造谣其它事件，来阻止美国与中国的金融合作。 
随后，1918 年 12 月 21 日，东方新闻社发布一篇题为《日本对俄与对华之手段》，其中痛述日本在

北满对俄人与华人的作为：“日本在哈尔滨大有占据之意，已于城中建筑兵营，且撤去中国警察，道尹

反抗之无效，日本平民入居哈尔滨者亦日众，多购屋买地，计于六阅月购入俄人或华人所有之产六百余

所，侨民则增至三倍，东清路之中国陆军一陆警全被日人驱逐收管全路，且随意拘捕中国军官与兵士，

盘问人民，检查货品。”[7] 
仅隔数日，东方新闻社又发布《日人在西比利亚之行动》，报道中展现了日本在西伯利亚的行径，

“俄人称哈尔滨为中国城，而华人视之如俄城，其实已成一日本城矣，盖城内重要之区域，俱为日本军

队所占，日兵终日忙碌，存积货箱，箱上皆印有军用品字样，哈尔滨之不动产，凡可收买者，尽入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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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日本商处处以低廉之价卖出货物，他商不能与之争，日本兵巡游各街道，迅速之摩托车往来不绝，

所载乘客皆日本军官也。”据此，该报道认为：“一言以蔽之，哈尔滨已成一被占之城，无处不见日人

踪迹”，而西伯利亚“嗣后如何虽难预测，日人目的必欲西比利亚终年纷乱而已”[8]。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东方新闻社就发布了多篇关于日本在北满与西伯利亚行动的报道，言辞

的针对性、批判性颇为可观，可见其时美方对日本在该地区垄断行为的强烈不满。另外，在上述的这些

新闻报道中，美、日双方对媒介宣传的运用也可见一斑。 

2.2. 对华贷款问题 

其实，巴黎和会前夕，美、日双方关于远东地区存在着诸多分歧，远不限于上述的北满与西伯利亚，

这种分歧直接体现在东方新闻社的许多新闻报道上。首先，东方新闻社极力反对日本通过对华贷款来实

施垄断的行动，对此保持密切关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予以揭露。 
1918 年 12 月 27 日的报道中，通信员提及日本或与中国有关方面达成所谓“电话借款”，报道称“日

人已交付日金七百万元现据，可视为可靠之方面通告，此说尚未尽确，盖日人似已预备款项，于正合同

签字后照付”[9]。 
到 1919 年初，该“电话借款”正式被证实，东方新闻社随即发布《日本竟继续贷资于北庭》一文，

直言日本政府和日本新首相原敬的所谓不再借款与中国的保证“实一种骗局耳”，“不独欲掩蔽华人耳

目，且欲欺世人”，认为日本贷款的本质目的“显欲控制中国各项交通机关”，像这样一种出尔反尔的

行为，以后对日本“谁将信之”[10]。东方新闻社的这篇报道言辞犀利，堪称一篇讨伐檄文。 
关于日本借款给中国从而“控制中国各项交通机关”，有一典型案例，即京绥铁路事件。日本在中

国政府发售铁路公债难以售出时，购三百万债券，但以京绥铁路的种种利权为抵，对此东方新闻社直接

质疑道：“关于京绥铁路之材料供给遂为日人所垄断，他人无从竞争，此种专利是否与日本与他国所订

中国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之约相符”，并认为“倘使此等合同而皆有效，则中国之利权简直为日本所独

占，尚何门户之开放及机会均等之可言哉”[11]。这里不难看出，日本以各种贷款手段在华实行垄断的行

为，与一贯坚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的美国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 

2.3. 山东问题 

其次，对于日后在巴黎和会上引发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东方新闻社也预见性地予以报道与评论，

该社从 1918 年 12 月底开始大量发布新闻，揭露日人对山东的经营活动。 
济南方面，东方新闻社报道日本把持济南电话通讯、自来水厂等市政项目，大肆购入各种西式房屋，

指责日本人“乘机与德人往还，置彼等同盟国之禁与敌人贸易之条例于不顾”[12]，甚至是“从未受此条

例之约束也”[13]。 
青岛方面，1919 年 1 月 5 日，东方新闻社发布《日本将如何归还青岛于中国乎》一文。在该文中，

东方新闻社引用一战开始后，日本占领青岛前后的一系列言论与声明，从最初所谓“日本政府逼不得已，

只可采行相当之法以对付此情形”，即占领青岛，到大隈重信首相先后两次向美国方面宣称“日本毫无

侵占土地之野心，惟希望在东方成一和平之保证人耳”，并且“以日本首相资格”声明“日本无图利或

阴谋之念，亦不愿多得土地，更不愿剥夺中国或他国人民所有之任何物”，保证日本政府和人民“决将

守约”。东方新闻社认为这些声明经事实证明全是虚假之辞，并且再次引用大隈重信在 1918 年 10 月的

文件中的条件：“日本履行其宣言当归还青岛于中国，但日本当有权留守其地之租界及租界内之各机关

与建筑物，再济南铁道亦系私产。”对此东方新闻社直言：“日本之心理显欲占据青岛之一部分，而以

余地还中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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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日后，东方新闻社以《日本将如何归还青岛于中国乎(续)》为题，继续发声。首先，陈述日本在青

岛的种种经营活动，认为“中国于正式收回时，恐所得者仅住宅数处，旅馆数所，及一可以浴还浴之海

滩而已，其余凡能生利之一事一物，均已归入日本之租地内。”并且警惕道：“青岛既有一日人铁路可

以直驶入中国，北京、天津均将孤立，而日人之均势势力且可侵入中国腹地。”据此，东方新闻社认为

“今此重要问题得欧洲和会解决之”，但估计“日本赴和会之代表必振振有词曰，日本早已约定将青岛

归还中国，且此乃仅关系中国两国之事……”针对日方可能出现的上述说辞，东方新闻社反驳道：“无

论中日两国如何说法，协约各国皆甚有关系，尤以美英法三国为甚。德国当时以此事为彼建造帝国之机

会，然卒归无效，日本今欲画依样之葫芦，且含有复仇之意。”这段表述颇耐人寻味，东方新闻社竟对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就中日山东问题可能会有的说辞予以预测，事实上，日后巴黎和会上，日方的反应与

说辞确实部分如该社所预测的这样，美方对日本的了解可见一斑。在此基础上，东方新闻社进一步陈述

青岛处置问题，认为该问题并不仅仅关系到中日两国，相反“与英美法三国有根本关系，三国必须深知”，

并且要警惕日本成为“太平洋之新德国”，要警惕日本的“复仇之意”。最后，东方新闻社提出主张：

“处置青岛最妥之法莫过于使该处全埠变为万国共同口岸，日本所欲划出之特别区域亦一并划入，其全

港沿岸一带亦归各国共同管理。”[14]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种将青岛划定为“万国共同口岸”的建议，与日后巴黎和会上中日山东问题

陷入僵持，美国所提出的“五国暂管”5 方案不谋而合，这一方案似乎表明美国方面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认

可中国日后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直接交还”的方针，而更倾向于将之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

由各大国共同管理，之后再行归还中国的方案。 
最后，东方新闻社也多次讽刺、批评日人在华进行吗啡贸易。“日人向以华人之亲友自称，但不知

华人固以为然否，日本之任其国人贩卖吗啡等害人之物于中国，终非亲善之道也。日人在天津且彰著大

卖特卖，获利甚厚，天津一通商大埠，各国人民会集之地尚且如此，试思在满洲及偏僻之地，不畏外人

干涉，不惧舆论攻击，其放行无忌，当又如何，今为日本计，政府力当自行禁绝吗啡，世人始能信任之

也。”[15]此报道之言辞不可谓不犀利也。 

3. 结语 

总之，从上述这些报道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巴黎和会的逐渐临近，东方新闻社对日本的报道

频率日趋密集，批评的言辞也越发严厉，尤其是 1918 年底至 1919 年初，东方新闻社的报道从多个层面，

就北满与西伯利亚问题、对华贷款问题、山东问题等质疑、讽刺、批判日本在华行为，甚至呼吁英法等

国要警惕日本在东亚的扩张，警惕日本成为“太平洋之新德国”。这种情况体现了当时美日两方在东亚，

在中国的巨大政治、经济冲突。 
众所周知，美国自 20 世纪初就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该原则即主张中国向各国

开放，允许各国在华从事商业贸易，而各国之间在华行动也要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实施垄断行为。

该原则不仅仅是局限于商业领域，在政治领域同样如此，但是日本却并没有遵守这一原则，特别是一战

之后，1914 年日本先是以对德作战为名，悍然出兵占领中国青岛，随后 1915 年又强迫中国签订所谓“二

十一条”(实际签订条约为《中日民四条约》)，并且不断与中国军阀、政客接触，背后给予鼓励与支持，

使得中国政局混乱不堪，战乱频仍，经济上负债累累，铁路交通等经济命脉逐渐为日所控。日本在华的

这些行为无疑与美国所支持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背道而驰，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经济与

 

 

5所谓“五国暂管”，是在 1919 年 4 月巴黎和会期间，由美国提出的处置中日山东问题的建议，即将先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美、

英、法、意、日五大国处置。当时中国要求直接归还原先德国在山东的租借权益，而日本坚持要求先由日本继承德在山东权益，

之后再行归还给中国，即间接归还，双方争执不下，美国于是提出此方案，但日方不同意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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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垄断，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并且，一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

大肆宣扬理想主义外交，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而日本却仍在中国北满、山东等地区大搞垄断，大肆

对华贷款，与华签订秘密外交协定等，这又加剧了美、日之间在政治外交原则上矛盾与冲突。 
所以，随着巴黎和会的日趋临近，作为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官方新闻宣传机构，东方新

闻社自然要不断加大对日本的负面宣传，对日本在华的种种垄断行动予以揭露，并予以持续、猛烈地进

行批判。虽然表面上是打压了日本，支持了中国，但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为了维护美国当时的经

济、政治、道德原则与利益，宣扬美国的光荣伟大形象。这就是东方新闻社这一机构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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