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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海外中文报刊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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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创办中文报刊情况的搜索与梳理，以表格的形式浓缩提供海外报刊的信息，并

对海外报刊创办的群体及活动特点进行介绍，重点说明海外华侨在创办报刊活动中给予的经济支持及发挥的网

络、阵地与桥梁等重要作用，以此歌颂华侨的爱国之情并纪念辛亥革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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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Hsinhai Revolution，overseas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pring up exuberant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ourgeois revolution．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the significant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

versea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 of establishing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verseas，the purposes of these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and their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s respectively．

〔Keywords〕Hsinhai Revolutio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verseas

收稿日期: 2010 － 11 － 01 修回日期: 2011 － 03 － 01 本文起止页码: 22 － 25 本文责任编辑: 王善军

华人在海外创办中文报刊发端于 1856 年，旅美华

侨司徒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创办的

《沙架免度新录》，是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中文

报纸。之后几十年，中文报刊在世界各地陆续诞生。

直到辛亥革命时期，随着国内资产阶级革命走向高潮，

中文报刊开始在海外蓬勃兴起，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一

道特殊的文化风景线。这些盎然兴起、充满勃勃生机

的海外中文报刊为中国推翻帝制的活动注入了一池春

水，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虽然辛亥革命

落幕已近百年，但其历史意义却是历久弥新。笔者通

过对大量的书本文献以及网络信息的全方位搜索，将

辛亥革命前后在海外创办中文报刊的活动进行全面揭

示和深入探讨。

1 辛亥革命时期海外的中文报刊

1． 1 海外中文报刊统计

清末，随着国内办报活动的兴起，中文报刊在世界

各国的创办也掀起了不小的高潮。正是海外这些此起

彼伏的革命报刊宣传，才唤起了海外华侨参与中国革

命的热情，给予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大力助推，才加快了

国民革命成功的速度。笔者通过对丁守和的《辛亥革

命时期期刊介绍》( 1—5 辑) 、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

史》、张于英的《辛亥革命杂志录》、冯自由的《辛亥革

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戈公振的《民国初期的重

要报刊》以及郎伦友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等十

余种书目和电子资源的检索，共搜集到 1895 － 1917 年

在海外创办的中文报刊近 300 种( 版面所限，本文采用

80 种，见表 1) ［1］。数据显示，海外中文报刊分布在日

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 20 余个国家。因中国与日

本的人缘和地缘关系，清末国人在日 本 办 报 刊 共 计

109 种，其中革命报刊 65 种
［2］; 其次是美国 30 余种，新

加坡近 30 种; 其他国家相对较少。

1． 2 改良派报刊在海外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

于 1898 年 12 月 23 日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

该报是改良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刊物，主编是梁

启超，每期寄给在华日侨和上海租界日本洋行，秘密

传发。梁启超因与孙中山有接触而遭到康有为的指

责后，其编辑《清议报》的权力被剥夺。1899 年改良

派 首 先 在 加 拿 大 创 立 了 保 皇 会，随 后 又 在 南 洋、欧

美、澳洲等建立了 170 余个分会，从事保皇和君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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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辛亥革命时期海外中文报刊(部分)

刊物名称 主要创办人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刊物名称 主要创办人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槟城新报》 林华谦 1896． 8 马来亚槟城 《美南日报》 陈景华 1906 日本东京

《广时务报》 何廷光 1897． 2 吉隆坡 《鹃声》 雷铁崖 1906 日本东京

《天南新报》 邱菽园 1898． 5 新加坡 《民生日报》 卢信 1907 美国檀香山

《东华新报》 余荣 1898． 6 澳大利亚悉尼 《四川》 雷铁崖 1907 日本东京

《东亚报》 毕永年 1898． 6 日本神户 《华暹新报》 陈景华 1907 泰国曼谷

《清议报》 梁启超 1898． 12 日本横滨 《法政学报》 沈其昌 1907． 2 日本东京

《华美新报》 黄清福 1899． 5 美国洛杉矶 《大江七日报》 夏重民 1907． 3 日本东京

《日新报》 林文庆 1899． 10 新加坡 《远东闻见录》 雷昭性 1907． 7 日本东京

《中国日报》 陈少白 1900． 1 香港 《中兴日报》 陈楚楠 1907． 8 新加坡

《中西日报》 伍盘照 1900． 2 美国旧金山 《晋乘》 景定成 1907． 9 日本东京

《开智录》 冯自由 1900． 11 日本横滨 《政论》 蒋智由 1907． 10 日本东京

《译书汇编》 戢翼翚 1900． 12 日本东京 《河南》 刘积学 1907． 12 日本东京

《国民日报》 孙中山 1901 日本东京 《大汉公报》 冯自由 1907 加拿大温哥华

《国民报》 秦力山 1901． 5 日本东京 《警铎新闻》 施健庵 1908 马尼拉

《华文日报》 易绮茜 1902． 1 古巴哈瓦那 《泗滨日报》 纪巨维 1908 印度尼西亚

《新民丛报》 梁启超 1902． 2 日本横滨 《汉帜》 白毓庚 1908 日本东京

《新小说》 赵毓林 1902． 11 日本横滨 《关陇》 党松年 1908． 1 日本东京

《游学译编》 杨守仁 1902． 12 日本东京 《夏声》 李子逸 1908． 2 日本东京

《湖北学生界》 刘成禺 1903． 1 日本东京 《滇话》 刘钟华 1908． 4 日本东京

《浙江潮》 孙翼中 1903． 2 日本东京 《教育新报》 张国溶 1908． 5 日本东京

《直说》 杜义 1903． 2 日本东京 《江西》 愍生 1908． 7 日本东京

《江苏》 秦毓鎏 1903． 4 日本东京 《光华报》 庄银安 1908． 8 缅甸仰光

《政法学报》( 易名) 胡英敏 1903． 4 日本东京 《自由新报》 卢信 1908． 9 美国檀香山

《檀山新报》( 改组) 程蔚南 1903． 12 美国檀香山 《日华新报》 夏重民 1908． 12 日本东京

《大同日报》( 改组) 刘成禺 1904 美国旧金山 《星洲晨报》 周之祯 1909． 8 日本东京

《图南日报》 陈楚楠 1904． 2 新加坡 《湘路警钟》 焦达峰 1909． 8 新加坡

《白话》 秋瑾 1904． 9 美国纽约 《教育今语杂志》 陶成章 1910． 3 日本东京

《二十世纪之支那》 宋教仁 1905． 1 日本东京 《少年中国晨报》( 改组) 孙中山 1910． 8 美国旧金山

《第一晋话报》 景定成 1905． 7 日本东京 《热诚》 蓝公武 1910． 10 日本东京

《醒狮》 高旭 1905． 9 日本东京 《中国实业杂志》 李文权 1910． 10 日本东京

《晨钟》 蒋衍升 1905． 10 日本东京 《进化报》 吕志伊 1910． 10 缅甸仰光

《民报》( 改组) 胡汉民 1905． 10 日本东京 《光华日报》 陈新政 1910． 12 马来西亚

《华南日报》 萧佛成 1906 泰国曼谷 《新民国报》 孙中山 1911 加拿大

《槟城日报》 黄金庆 1906 马来西亚 《华商报》 詹大悲 1911． 3 秘鲁利马

《警东新报》 华侨青年 1906 澳大利亚墨尔本 《民生报》 林森 1912 古巴

《法政杂志 》 张一鹏 1906． 3 日本东京 《国民杂志》 夏之时 1913． 4 日本东京

《复报》 柳亚子 1906． 5 日本东京 《苏门答腊民报》 林芳声 1914 苏门答腊

《云南》 赵伸 1906． 10 缅甸仰光 《民口》 冯自由 1914． 3 美国旧金山

《洞庭波》 陈家鼎 1906． 10 日本东京 《民国杂志》 胡汉民 1914． 5 日本东京

《教育》 蓝公武 1906． 11 澳大利亚 《民气周报》 雷沛鸿 1915． 1 美国纽约

《华英日报》 周天霖 1906． 12 日本东京 《旅欧杂志》 蔡元培 1916． 8 法国巴黎

宪等活动，由改良派变为“保皇派”。保皇派在海外的工

作之一就是创办报纸，进行保皇立宪的宣传。其报刊分

布在海外三个地区: 一是日本，由梁启超主持，主要报刊

有《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25 种; 二是南洋，

由康有为弟子主持，主要有《天南新报》、《日新报》、《益

友新报》、《仰光新报》等 25 种; 三是北美等地，由康门弟

子和华侨主持，主要有《新中国报》、《文兴日报》、《大同

日报》、《东华报》、《纽约日报》等 20 种。加上一些文艺

报刊和妇女报刊，总计有 100 种以上
［3］。

1． 3 留学生报刊在海外

从 1898 年开始，中国开始向日本派送留学生。此

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救国图

存的想法，负笈东渡。与此同时，一些留学生在海外也

创办了一些报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 1905

年以后，留学生所办报刊大多转向革命派，成为革命派

的舆论机关。留学生报刊早期主要是宣传爱国救亡、

社会改良，灌输新思想、新知识，介绍学术和法律常识

等，影响较大，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
《云南杂志》、《译书汇编》、《游学译编》、《科学一斑》

等。其中产 生 过 重 大 影 响 的 是《游 学 译 编》、《浙 江

潮》、《湖北学生界》和《江苏》等。这些刊物把爱国救

亡作为中心主题，以激发读者的民族危机感和救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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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浙江潮》发刊词明确宣布“不忍任其亡而言之”，

要“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

国民 之 脑，以 发 其 雄 心，以 养 其 气 魄”，奋 起 救 亡 图

存
［3］。一些刊物因为编辑和撰稿人的思想与维新派有

着密切关系，没有跳出维新派的藩篱。

1． 4 革命派报刊在海外

以 1905 年同盟会的成立为标志，革命派办报刊分

为两个阶段，即兴中会阶段和同盟会阶段。革命派在

兴中会成立时，只靠口头游说和宣传鼓动; 在思想上，

国内为封建统治势力所占领，国外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康、梁所把持。孙中山认识到“欲唤起国民及不为康、

梁所感，首须创立宣传机关”［4］，于是从 1899 年开始办

报创刊，开始革命的宣传活动。1900 年 1 月他派人在

香港创办了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这是革命派创

办的第一份报纸，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
1903 年孙中山到檀香山将《檀山新报》改为兴中会的机

关报。1905 年在东京创办的同盟会会刊《民报》，发行量

达到 1． 7 万份。1910 年孙中山将同盟会旧金山分会改

组为美洲同盟总会，确立《少年中国晨报》为其机关报。
1899 －1912 年期间，革命派在日本、美洲、东南亚、港澳

和中国大陆20 余个省市陆续创办了约 120 种报刊，其中

日报 60 余种，期刊 50 余种
［5］。革命派创办的报刊及其

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也壮大了同盟会的队伍，“入

会之人，日以百计”，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

2 海外中文报刊活动的特点

2． 1 没有华侨支持寸步难行

海外中文报刊活动经费多为自筹与捐助，主要依

靠兴中会和同盟会会员、华侨、留学生、商人等爱国人

士缴纳会费和捐款。海外华侨从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是

空前的。革命组织平时的活动、办报、宣传、起义的枪

械弹药、起义军的伙食、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

各地的旅费等，绝大部分都由华侨供应。为了筹集革

命经费，兴中会成立时入会者“缴会底银五元”，此外

“每股科银 10 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6］。一些

华侨为了革命情愿倾家荡产。孙眉自愿廉价“售其牛

牲一部，以充义饷”;“邓松盛亦尽变卖其商店及农场，

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7］。孙中山在美国的报刊活动，

经济上完全依靠黄三德、李是男、司徒美堂等旅美华侨

的大力支持，其在回忆辛亥起义历史时说“慷慨助饷，

多为华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林家有教授说: “革命

要钱，要宣传，要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华侨的支持，

兴中会如果没有华侨的参加，孙中山 的 革 命 寸 步 难

行。”［8］

2． 2 华侨参与创办大量报刊

海外华侨不仅在经济上大力支持革命报刊，还亲

自参与创办大量革命报刊，办报积极性高涨。陈少白、

伍盘照、李是男、黄伯耀等人的贡献尤其突出。1900

年，陈少 白 奉 命 创 办 了 革 命 派 第 一 张 报 纸《中 国 日

报》，担任社长兼主编。唐琼昌 1902 年在美国创办《大

同日报》，并将《大同日报》“易帜”，使其成为美洲保皇

与革命势力消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09 年，黄 芸

苏、黄伯耀、黄超伍、李是男、温雄飞等在旧金山成立少

年学社，出版油印刊物《少年周刊》; 1910 年少年学社

全体成员加入同盟会，《少年周刊》改为《少年中国晨

报》，作为美洲同盟会的机关报。伍盘照是美国旧金山

《中西日报》的总经理兼总编辑，曾免费印刷并发行邹

容的《革命军》一书
［8］。1896 年创办的《槟城新报》，是

由闽籍侨商林华谦出资所办。1906 年闽籍侨商黄金

庆、吴世荣创办了《槟城日报》。新加坡华侨陈楚楠

1904 年与张永福合办了《图南日报》，1907 年又创办

《中兴日报》。华侨陈新政 1910 年 12 月在槟城创办

《光华日报》，1914 年至在新加坡创办了《国民日报》。

可以说，海外创办的中文报刊绝大多数都是华侨出资

创办并主持的。

2． 3 撰搞者宁可白尽义务

古人即曰“不得一文，何以润笔”。近代已经开始

付稿酬了。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

酬可达每千字 4 － 5 元。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

般稿酬为每千字 1 － 3 元。商务印书馆各杂志的稿酬

为最低 2 元，最高 5 元。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稿

费是大洋 5 元;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付给每千字 5 元; 胡

适是每千字 6 元，梁启超为每千字 20 元
［9］。由此可

见，作者写稿是要给稿费的。可是，在海外创办的报

刊，特别是在日本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革命者自办

的报刊，办刊经费十分拮据。有的团体学会办报靠筹

款和捐献; 有的是自费办报刊，开办之初就难以维生;

还有的报刊初期发行方式是免费赠阅。许多作者写

稿、编辑出版等工作都是义务奉献，都不谈稿费问题。

如 1906 年豫籍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集资创办了《豫

报》，虽然不计报酬经营，还是因经费问题被迫中辍，得

到刘青霞捐资 2 万元后才改出《河南》杂志。

2． 4 海外报刊是论战的主战场

面对清政府引诱改良以毁革命的阴险手段和改良

派坚持君主立宪的顽固立场，1906 年 4 月 28 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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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

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主要条目，然后针

对第一种重要论点展开批驳。由此大论战开始，这次

大论战的主战场在海外。双方论战的对垒报刊是: 在

日本，革命派《民报》对保皇派《新民丛报》; 在檀香山

革命派《自由新报》对保皇派《新中国报》; 在旧金山，

革命派《大同日报》、《少年中国晨报》对保皇派《世界

日报》; 在新加坡，革命派《中兴日报》对保皇派《南洋

总会报》; 在澳大利亚，革命派《警东新报》对保皇派

《东华报》; 在温哥华革命派《大汉公报》对保皇派《日

新报》; 在仰光，革命派《光 华 日 报》对 保 皇 派《商 务

报》; 在香港，革命派《中国日报》对保皇派《商报》［10］。

陈楚楠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论战的历史时说: “那个时

候，笔枪墨炮，此来彼往，杀声四起，把南洋昏聩的同

胞，从梦中惊醒起来……一起加入笔战，把保皇党攻击

得体无完肤，人心大快。”［12］
大论战为辛亥革命的爆发

鸣锣开道。

3 海外中文报刊的历史作用

3． 1 编织海外革命宣传网

孙中山坚持革命舆论与武装起义并重，在世界各

国时奔波，以成立同盟会和办报刊为第一要务，均以报

社作为行动掩护。他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同盟会

组织，到 1908 年，在东南亚各地就建立了同盟会分会

或通讯处共 100 余个，同盟会员也迅速增加，如缅甸有

2 343人，越南有 1 190 人，柬埔寨也有 230 人
［12］。他改

组或支持创办的海外报刊，如《国民日报》、《檀山新

报》、《大汉公报》、《华暹新报》、《中兴日报》、《光华日

报》等，有 20 余种。另有许多革命者和留学生所办的

进步报刊，组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会员网和宣传网，同保

皇派展开了论战与斗争，为辛亥革命积蓄了舆论准备

和革命力量，有力地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3． 2 构筑海外活动的阵地

孙中山每扶持创办一个报馆，就等于为革命党人

的党务军务增加一个秘密机关、一个舆论阵地和革命

活动的重要场所。这样，除密布于中国周边国家之日

本、泰国、缅甸、新加坡等国，连美、英、法、德、俄、加拿

大等国都建立了同盟会支部或总部。同盟会组织遍布

世界各国，亦即辛亥革命的火种撒向了全世界。这些

报社不仅成为辛亥革命的活动阵地和联络地点，而且

成为发动广大华侨募集经费支持中国革命的活动中

心，不但为国内革命活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而且成

为在华侨中开展筹款购械、策划武装起义的重要基地。

3． 3 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海外中文报刊成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

媒体，在把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向国内传输的同时，

又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译介西方先进的思

想文化、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教育体制，启迪国人学习

西方的科学技术、先进思想和政治制度。大力宣传西

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学习

西方国家鼓励发展商业，摈弃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

的政策。培育了具有坚定爱国意识的华侨代表，促进

了华侨独立的政治力量悄然崛起。打开了中国报刊走

向世界之门，让传统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进而

实现了革命舆论机器的巨大作用，使华侨与报刊成为

辛亥革命举足轻重的力量。

综上所述，海外中文报刊的革命活动，摆脱了封建

统治者的言禁，把革命火种撒向全世界的华人。得到

爱国华侨在经济和人力上对中国革命的有力支持，是

革命党人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物资基础和精神力量。

海外中文报刊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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