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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政治变迁视域下的海外华文媒体

徐佳友，郑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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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之后中国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同时，一批中国人来到海外，或者

逃避政治迫害，或者寻求生存，成为了当地华侨，他们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得以在当地落地生根，华文媒体应运

而生。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变迁过程中，国内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文章

对海外华文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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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Chinese Media under the Visual Field of Moder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XU Jia－you，ZHENG Wen－biao

( Huaqiao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0，China)

Abstract: After First Opium War，China entered the modern period． Since then，the political movement of China has been rising．
At the same time，a group of Chinese overseas escaped political persecution，or sought survival，and became the local overseas Chi-
nese． After long efforts，they took roots in the local ground and overseas Chinese media aro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the domestic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and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media is equally important．
What role did the overseas Chinese media play in this process? This thesis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s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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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移居海外，古来有之，清末明初达到一个高潮，大

量海外华侨的诞生，也催生了华文媒体的产生。早期的华文

媒体以华文报刊为主，早主要的目的是团结海外华侨，增强

祖国和当地华侨的联系。海外华侨与中国近代的政治变迁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海外华文媒体在中国政治变迁中也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过程中，海外华文

媒体的角色和定位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

一、华文媒体与辛亥革命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

义的魔爪开始伸向中国，中国开始面临一系列的政治、经济、

文化危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朝上国”梦碎。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空前激化，腐朽的清朝

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

化。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讨好西方列

强，清政府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反动卖国的本质

日益暴露，促进了人民觉醒。
19 世纪 60—70 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

略，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壮

大，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要求参与政治，不甘心受清政府的压

迫和帝国主义的控制，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与

西方资本主义分庭抗礼，这个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

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

运动的到来。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

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

会。1905 年 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革命

一触即发。终于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震惊中外的“辛亥革

命”如期而至。
辛亥革命时期( 1892—1916) ①，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面

进行推翻武装斗争和民主革命，一面不忘舆论造势，当时的

舆论媒介主要为报刊。革命党人不仅在国内创办报刊宣传

民主共和，抨击保皇派的守旧思想，号召人民反对清政府的

腐朽统治，同时也前往国外创办华文报刊，号召海外华侨团

结起来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同时，大多海外华侨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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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境况，他们利用自己创办的报刊为革命做宣传，号召华

侨为革命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

皇派为鼓吹“保皇立宪”也在国内和国外创办报刊，宣传其

思想，争取国内民众以及海外华侨的支持。

( 一) 革命派创办的或者支持革命派的华文报刊

在辛亥革命时期华侨于海外创办的 103 份报纸中，福建

华侨创办的报纸占 56．31%，达到 58 份，集中于今日东南亚

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等 6 个

国家。［1］20 世纪初，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从国内延伸到国

外，尤其在东南亚各国，两派政治势力借助华文报刊展开激

烈论战。革命派在海外创办一系列的报刊，用以宣传革命思

想，并与保皇派展开论战，这些报刊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也有

一部分在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地。

在香港，1899 年，孙中山鉴于“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

行内外。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始遣陈少白至香港

组织《中国日报》”［2］。1900 年 1 月，《中国日报》在香港问

世。另外《中国日报》还出版了副刊《中国旬报》，二者合称

为《中国报》，该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最早的

阵地。《中国旬报》在 1901 年 3 月出至第 37 期后停刊。《中

国日报》则一直出版到 1913 年 8 月，陈少白、冯自由和同盟

会南方支部先后主持过该报，该报发行时间长达 13 年，是辛

亥革命时期存在最久的革命派报刊。另外，由郑贯公支持的

《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也是积极支持革命派的华文报

刊。

在东南亚，1904 年由福建厦门籍华侨陈楚楠和广东饶

平籍华侨张永福在新加坡合作创办《图南日报》，该报鼓吹

革命，抨击清朝统治，反对保皇派的思想。《图南日报》的出

版，对革命党在新加坡，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发展都是一

个重要的突破，成为当时革命党的喉舌，也是南洋第一家公

开宣传革命主张的华文日报。［3］1905 年，《图南日报》停刊

后，陈、张二人继续坚持宣传革命，遂创办《南洋总汇报》，该

报前期坚持陈、张二人的创办宗旨，以宣传革命为使命，但后

来由于管理层内部分化，该报由陈云秋、朱子佩接管，开始倾

向于保皇派，该报遂改名为《南洋总汇新报》，与同盟会创办

的《中兴日报》展开针锋相对的笔战。1907 年 8 月 20 日，革

命党人创办南洋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该报创刊后

即与新加坡保皇派喉舌《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这场论战

的焦点是: 种族革命与革命可行性、是否应该实行君主立宪

制。这场论战与革命派的《民报》和保皇派的《新民丛报》的

论战相配合，使保皇思想在南洋遭到挫败，革命思想得到大

传播。［4］在东南亚地区，由革命党人创办的华文报刊或者是

支持革命派的华文报刊还有: 1905 年陈景华和萧佛成在泰

国创办《美南日报》，1907 年革命党人又在泰国创办《华暹新

报》，1908 年尤列在在泰国创办《同侨报》，三份报纸相互配

合，成为革命派在泰国的舆论阵地。1908 年在缅甸仰光创

办的《光华日报》，该报是中国同盟会仰光分会的机关报。
1910 年，原缅甸《光华日报》总经理庄银安在该报停刊后逃

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在当地创办《光华日报》，又称“第三光

华报”。是时，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长期来槟榔屿集会，商

讨革命相关事宜。可见，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实际上已经

成为指挥中国民主革命的临时阵营。［5］1911 年，郑汉淇和史

国铨在菲律宾创办《公理报》，该报前期是同盟会菲律宾分

会的机关报，后期是国民党菲律宾总支部的机关报。另外，

在新加坡，《星洲晨报》、缅甸的《进化报》等华文报刊也站在

革命派一边，积极鼓吹革命。在东南亚，坚持革命立场的报

纸还有: 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报》《爪哇公报》《泗滨日

报》《中爪哇报》; 菲律宾的《中华日报》《新福建报》; 新加坡

《中兴报》; 缅甸的《觉民日报》《缅甸公报》; 马来西亚的《大

霹雳日报》《侨民周报》; 泰国的《华暹日报》《华暹新报》等。

在日本，革命党人以及一些先进的留日学生在东京、横
滨等地创办一系列的华文报刊，用以宣传革命思想。被称为

“宣传革命之急先锋”的《民报》于 1905 年创办，该报的前身

是《二十一世纪之支那》，作为日本同盟会的机关刊物。该

报的宗旨是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经出版，便与

保皇派的报刊《新民丛刊》展开激烈论战，抨击清廷的统治，

抨击保皇思想。除此之外，1900 年 12 月 6 日，杨守仁、陈天

华等创办《译书汇编》，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颇受中国国

内和华侨青年学生的欢迎。同年，《开智录》创刊，以“宣传

自由平等之学说”为宗旨，颇受欢迎。1901 年 5 月 10 日，由

秦力山、沈云翔等创办的《国民报》在东京创刊，可惜该报只

存在 3 个月，仅出 4 期。刘成禺等创办《湖北学生界》，蒋智

由、孙翼中等创办《浙江潮》，秦毓鎏等创办《江苏》等刊物。

这些留日学生刊物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学说，主张反清

革命，对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6］

在美国和加拿大，1903 年，由孙中山主持的《隆记报》改

名《檀山新报》，作为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1907 年又将

该报改名为《民生日报》，与保皇派报纸《新中国报》展开论

战。1910 年 1 月，由美国土生华人李是男创办的、原名为

《美洲少年》的《少年中国晨报》在旧金山创刊，该报是美国

本土出现的第一家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6 年，孙中山

牵头在加拿大创办《华英日报》，该报表面以宣传基督教教

义为主，实际上常常刊登反对满清、鼓吹革命的文章。1911

年，孙中山又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与同盟会会员创办《新民国

报》。除此之外，支持革命派的报纸还有多伦多的《醒华日

报》，该报是中国国民党在多伦多总支部的机关报; 1907 年

创办于多伦多的《大汉公报》等等。

( 二) 保皇派创办的或者支持保皇派的华文报刊

1898 年，以慈溪太后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势力发动戊戌

政变，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

康梁被迫流亡海外。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广泛游说海

外华侨，创办一系列华文报刊，宣传“保皇立宪”思想，严厉

斥责“大逆不道”的孙中山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派创

办的报纸遍布新加坡、槟榔屿、缅甸、泰国、日本、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在东南亚，1985 年，林华谦和黄金庆在马来西亚创办

《槟城新报》，由于林华谦与康有为私交甚好，该报积极宣传

保皇立宪主张，鼓吹维新变法。1898 年，保皇派在新加坡创

办《天南新报》，该报宣传改革，反对慈禧太后废黜光绪，主

张还政于皇，支持维新派的改良主张，拥护实行君主立宪

制。［7］1899 年，华侨商人林文庆在新加坡创办《日新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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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立宪”思想摇旗呐喊。同年，施显龄在印度尼西亚创

办《爪哇之光报》，一边宣传国内时事，一边鼓吹维新变法主

张，认为只有改良才能救国。1903 年，庄银安在缅甸仰光创

办《仰光新报》，该报虽未大力宣传保皇思想，但是立场倾向

保皇派。1908 年，保皇派趁缅甸《光华日报》停刊，收购该

报，另出一份华文报刊《商务报》，鼓吹保皇立宪。1907 年，

保皇派又在泰国创办《启南日报》，1912 年又创办《中华民

报》，该报作为保皇派在泰国的机关报，存在达 28 年之久。

另外，印度尼西亚的《苏岛日报》《泗水日报》，菲律宾的《岷

报》也是支持保皇派的报纸。

在日本，1898 年，《清议报》在横滨创刊，该报是维新变

法失败之后维新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机关刊物，该报自称

“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该报的政治主

张是变法、改良、保皇、反对革命。1902 年，梁启超在横滨创

办《新民丛报》，该报着重宣传保皇、君主立宪和社会改良，

认为只有用教育和开启民智的手段改造人民素质，达到“新

民”的目的，鼓吹人人都应该摆脱封建奴性，不要做“古人的

奴隶”，梳 理 资 产 阶 级 独 立、自 由 和 爱 国 家、爱 民 族 的 思

想。［8］该报是保皇派的主要海外舆论阵地，一度风行海外，最

高发行量曾经高达 1．4 万份以上，畅销于国内主要城市以及

世界十多个国家。
在美国，徐勤在旧金山创办《文兴日报》，该报前身是

1892 年创办的《文兴报》，1899 年在徐勤的主持下，将其改组

为保皇派的喉舌，大力宣传保皇思想，同时谴责以慈禧太后

为首的守旧派。1900 年，梁启超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日

报》，该报原名《新中国报》，是保皇派在檀香山的机关报，在

宣传报道上以微信为宗旨，积极宣传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主张，大力报道当地以及其他地区的保皇会的活

动，攻击孙中山领导的排满革命活动，曾就革命与改良问题

同《檀山新报》论战数年。［9］

二、华文媒体与抗日战争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力迅速壮大，日本开始走

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由于日本

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不足，政府开始向海外寻求原料产

地和产品市场，慢慢走上对开侵略扩张的道路。中国地大物

博，与日本隔海相望，并且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的统治风

雨飘摇，积弱不堪，日本在征服朝鲜之后，即矛头对准了中

国。1927 年，日本就策划“满蒙独立”，并于 1928 年在皇姑

屯炸死奉系军阀张作霖。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

中国东北; 1936 年又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蚕食华北地

区;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从此开始，直至 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狭义的抗日战争时期指 1937 年

“七七事变”爆发至 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广义的抗

日战争指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 1945 年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本文选取广义的定义为抗日战争时期。海外

华文报刊站在祖国的立场上，向全世界宣传祖国抗战，有力

的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行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情

绪，是华侨文化救亡的有力武器。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报

刊，是我国新事业在海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具有很大的国

际影响力，它是祖国抗战的海外号角、喉舌、火力点。这一时

期的华侨报刊有两个作用: 第一、向海外侨胞报道祖国的消

息，解释宣传政府的政策。第二、披露国内动态，开展国民外

交工作，传播国际消息，对抗日反奸斗争提出正确方针，打破

敌寇消息封锁及开展反奸斗争等。［10］

( 一) 东南亚地区的华文媒体与抗日战争

华文报刊和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学校一起被称为华侨华

人社区的“三宝”，是支持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存在与延续的

三根支柱。东南亚华文媒体更是在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和东

南亚爱国运动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1］海外华文报刊

站在祖国的立场上，向全世界宣传祖国抗战，有力的揭露日

本侵略者的丑恶行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是华侨

文化救亡的有力武器。抗战争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华文媒体

异常活跃。

在新马地区，两大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团

结起来，大力鼓吹抗日救亡，如 1937，两大报纸和其他 10 余

家侨报还派出由 15 名记者组成的南洋华侨战地记者团，到

中国内地进行长时间的战地采访，向华人华侨报道中国抗战

的消息。［12］在缅甸，《椰风》和《南风》在缅甸华侨中产生了

重大影响。《椰风》实际上是一份文艺刊物，但其还刊登国

内文化救亡运动，以文化为外衣宣传抗日救亡，由于该杂志

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遭到亲国民党华侨的破坏，于

1935 年停刊。黄秋雨主办的《南风》，以宣传抗日活动为主，

鼓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菲律宾，1932 年，曾廷泉创办

《旗帜》，该报大力宣传民族自救，鼓励全国人民长期抵抗日

本侵略者并鼓励国民党对日宣战，较为全面的反映菲华侨救

国联合会及菲律宾各地华侨救亡运动工作。1933 年创办的

《前驱日报》也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支持中国共产党，主张倒

蒋抗日。在印度尼西亚，1925 年创办的《公众之声》以及一

部分小报如《侨声》《光华报》《中华指南》等都在积极宣传抗

日救亡。此外，缅甸的《中缅周刊》、越南的《民报》《群报》，

新加坡的《星中日报》，马来西亚的《抗日先锋报》、泰国的

《星钟日报》等都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 二) 欧洲、北美的华文媒体与抗日战争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欧洲以及北美的华文媒

体也团结起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抨击日本法西斯。在美

国，最为著名的是 1940 年由纽约华埠华侨大众集资创办的

《美洲华侨日报》。该报在抗日战争时期，遵循依靠华侨群

众，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两条原则，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呼吁

国内各个阶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同时还发动华侨捐款，

购买医药材料及救护车等赠送八路军，支援祖国抗战。抗战

后期，冯玉祥在美国考察期间，该报还刊登冯氏揭发蒋介石

独裁专制的演说及其组织的“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美

所开展的活动，始终受到进步侨胞的支持，在美国华侨中产

生很大的影响。［13］1944 年在纽约创办的《大公报》，该报评

介中国和世界政治、军事局势，具有鲜明的反法西斯立场。
曾以《在艰难中作大努力》为题发表社论，号召全民奋力抗

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向当时的重庆国民党政府

提出要顺应局势改进国策的一些建议。同时还发表该社特

派员采访陕甘宁边区的连载文章，登载敌占区情况和报道中

国军队出征东南亚的战况。［14］另外，在美国支持抗战和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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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的报刊还有《自由世界》《学建通讯》《华侨文阵》《华侨

日报》《纽约新报》等。在美国的一系列华侨报刊为宣传抗

日救国、团结侨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 世纪 30—40 年代，欧洲华文报刊的发展出现高潮

期。是时，欧洲广大华文报刊立场空前一致，他们摒弃前嫌，

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反对日本

法西斯，号召团结抗战。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

入侵中国，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海外华文报刊不论其政治背

景和原有立场如何，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同一的抗日阵线

上，“积年累月的相互骂战顿时烟消云散，相率投入鼓吹抗日

救亡的浩荡洪流。”［15］

1935 年，共产党人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报》，后

称《救国时报》，该报创办的宗旨就是: “不分党派，不问信

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由于该报反日立场鲜明，受到日

本和国民党当局的针对，法国政府于 1935 年 11 月强令该报

停刊。在德国，1934 年，《民族先锋》在柏林创刊，同年，抗日

同盟会又创办《抗日战线》。而后，旅德华侨抗战后援会宣

传组编辑出版了《抗战报》。1936 年 3 月，《抗日联合会刊》
创刊，随后该报与《抗战报》合并创办《抗战情报》，德国的华

文报刊致力于报道祖国抗战消息，号召德国侨胞团结抗日。
1937 年“七七事变”一周后，荷兰华侨抗日救国会海牙分会

在荷兰创办《抗战要讯》，该报原名《救国报》，号召海内外侨

胞团结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以多种方式参与抗战救国活

动。此外，爱国侨胞陈天声于 1944 年在英国创办《抗日针

线》和比利时爱国侨胞创办的《抗战消息》等，都宣传抗日救

国，动员广大侨胞支援祖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

贡献。

三、华文媒体与解放战争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 14 年的

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国内人民要求两党合作，和平建

国，但是国民党在重庆谈判之后，撕毁“双十协定”，对解放

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中国共产

党带领全国人民奋勇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击退国民党反

对派，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

翻开新篇章。二战结束以后，在战争时期被勒令停刊的华文

报纷纷复刊，并出现了很多新报纸。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

文报空前团结，矛头一致对准日本法西斯的状态结束，各家

报纸重新分立。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的报纸支持中国国民

党，有的报纸支持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些报纸在政治上采取

中立态度。

( 一) 支持中国国民党的报纸

1942 年，蔡衍德在菲律宾创办《重庆日报》，《重庆日报》
支持中国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思想路线，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

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支持美国杜鲁门总统“制止共产主

义在世界的扩展”的政策，鼓吹蒋介石“以全力同共产主义

作战，实为远东反共的急先锋”。［16］

1945 年，郑鹤飞在菲律宾创办《前锋日报》，郑鹤飞本人

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七七事变”后，任职中国国民党中央海

外部，负责该部的新闻宣传工作。该报在政治立场上态度鲜

明的支持国民党。

1946 年，傅无闷在新加坡创办《中南日报》，后由于经济

原因被迫转售给国民党党部，1947 年 5 月，该报改名为《中

兴日报》，从此成为国民党驻新加坡总部的机关报，该报的立

场表面上是“发扬民族文化之传统精神，同时对于其国家，从

政治上、社会上，尽辅导改进之责任”，实际上该报是国民党

的党派。该报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为国民党做宣传，攻击中共

共产党。该报发表过的文章有《中共正式通知政府，拒绝参

加国民大会》《和平希望不绝如缕，司马促周恩来返京》《五

五宪章特点，根据总理遗教将权与能分开》以及时评《从幕

后看国共大战》等。该报的内容带有非常明显的党派色彩，

1947 年初，刊登《中共拒绝和谈代表》，同年 5 月 10 日宣告

停刊。此外，1911 年于菲律宾创刊的《公理报》在解放战争

时期也坚持支持国民党，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

续支持台湾当局。东南亚最大的两家报纸《南洋商报》和
《星洲日报》都高举拥护蒋介石当局的旗帜。

( 二) 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报纸

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赢了了许多华侨的尊重和支

持，尤其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国统

区人民群众苦不堪言的生活境况，许多海外华文媒体开始支

持中国共产党。
1946 年，陈嘉庚先生牵头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目

的在于团结华侨，以实现祖国的和平和民主，希望内战早日

停止，人民早日过上和平、民主、幸福的生活。在政治立场

上，该报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如 1947 年 4 月 6 日，该报发

表题为《谣言攻势的内幕》以及《不能挽救的颓势》，指出“国

民党的武力统一政策即使有美国的撑腰也绝无希望可以实

现”。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摇旗呐喊。同年 3 月，国民党在广

州、上海、北平等地逮捕进步工人、学生以及封闭进步刊物，

该报又发表《抗议独裁暴行》《民心所向的大势所趋》等文

章。揭露国民党的独裁专制。1949 年，《南侨日报》创刊三

周年之际，发表毛泽东为该报的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以
及周恩来为该报的题词:“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

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对的正当权益而奋斗”。
1935 年创刊于马来西亚槟城的《现代日报》在抗战时期

就经常报道一些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当国内马寅初

因为反对国民党而被逮捕的时候，该报突破国民党以及英殖

民当局的新闻封锁，在北马地区对该新闻进行了报道。解放

战争以后，该报不断揭发国民党当局贪污腐化和搞摩擦分裂

的阴谋。《现代日报》还态度鲜明地反对美国杜鲁门政府以

军火援助国民党当局屠杀中国人民，主张国内的和平以及民

主。
1946 年创刊于马来西亚的《商业日报》，对中国时局非

常关注，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对的独裁统治，同情和

理解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主张建立统一、和平、民主的国

家，并抨击法西斯主义。此外，支持和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华

文报刊还有《新民主报》《新仰光报》《前驱日报》《生活报》
等。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前期，保皇派就通过海外华文报刊

宣传其“保皇立宪”思想，抨击革命派的革命思想; 革命派也

( 下转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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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区域发展形势，关于经济

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联性研究将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学者们的研究更倾向于省域、地域的研究，研究方法不断创

新，研究文献呈动态波动性增长趋势。
第二，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联性研究文献，学

者们倾向于引入模型对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经济增长

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对于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发展绿色经济遏制环境恶化、环境对经济的负效应实

证分析等研究文献偏少。
第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因素与区域经济

的增长的关联性较强，学者们应从多个视角，引入其他因素

综合实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联性。不断创新研究方

法，使得该领域的研究更具有系统性。

参考文献:

［1］王敏，黄滢．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 季刊) ，2015，( 01) : 557－578．
［2］佘硕，张聪丛．中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食品工业，2016，( 03) : 239－243．
［3］杨瑞仙，大数据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情报科学，2015，( 08) : 152－156．
［4］高宏霞，杨林，付海东． 中国各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与预测———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动态，2012，( 01) : 52－57．
［5］吴丹，吴仁海． 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 VAＲ 模型分析———基于广州、佛山、肇庆经济圈的实证研究［J］．

环境科学学报，2011，31( 4) : 880－888．
［6］叶阿忠，郑万吉． 经济增长、FDI 与环境污染的时空传导效应研究———基于半参数空间面板 VAＲ 模型的分析［J］． 软

科学，2016 ，( 01) : 17－21．
［7］包群，彭水军．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 世界经济，2006，( 11) : 48－58．
［8］贺俊，胡家连，袁祖怀． 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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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马 蓉)

( 上接第 47 页) 通过海外华文报刊积极宣传其革命主张，两

派在政治上针锋相对，也通过华文报刊展开激烈论战。抗日

战争时期，全世界华文媒体摒弃前嫌，不论派别，不论立场，

几乎都从民族大义出发，团结起来，共同抨击日本侵略者，主

张国共团结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海外华文媒体分别支持国

民党和共产党，解放战争后期，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华文媒体

逐渐占据多数。在中国近代政治变迁中，华文媒体对中国政

治的关注从未改变过，海外华文媒体在中国政治进程中发挥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注释:

( 1) 2013 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刘琳所著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福建华侨报人史》一书认为，1892 年 3 月在香港成立的

辅仁文社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起点，而护国运动打倒了袁世凯，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也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故将“辛亥革命时期”定义为 1892 年 3 月—1916 年 12 月．

参考文献:

［1］刘琳．辛亥革命时期的福建华侨报人史［M］．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 6．
［2］冯自由．革命逸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81: 21．
［3］［7］［8］［9］［14］［16］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新闻出版卷) ［M］．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264，12，42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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