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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主力改革故鼎新，倡新知，通時務，開民智。與《新聞報》、
《申報》鼎足而立。《時報》初期注重時評，刊載小說眾多，後期更
有大量的體育新聞與圖片報導。上圖出版的《時報》內容涉及廣泛，
涵蓋嚴肅性的報館論說、藝術性的文學作品、世俗性的社會新聞、商
業性的行業消息等，欄目豐富，各具特色，全面展現歷史的不同面向
和多彩圖景。《時報》不僅完整囊括創刊至終刊的所有內容，還包括
各種特刊、週刊、號外等，如《時報畫集》、《小時報》、《圖畫時報》。

小報內的遊藝消息專欄

所謂「小報」與申報、大公報等大報相比版面而言偏小；從內容上
看，則偏無休閒娛樂，如小說、隨筆、小品、影劇動態、花邊新聞、
市井八卦等等。小報的優點在「能記大報所不記，能言大報所不言，
以流利與滑稽之筆，寫可奇可喜之事。」歷來有很多文人、作家替
小報撰稿，使小報成為展現市井百態的萬花筒，構築出近現代中國
對通俗文學與現代都市的集體想像。小報分為4輯，共約400餘種
並完整收錄各時期代表性小報，初創時期的《遊戲報》、《世界繁
華報》；繁盛時期的「四大金剛」-《晶報》、《金光鑽》、
《福爾摩斯》、《羅賓漢》；衍變時期的《立報》、《社會日報》。

新聞報內《快活林》

《新聞報》為舊時滬上註明中文報紙，因其在報館營業策略、報紙編
輯上的突出特色，迅速發展成力能披敵《申報》的大報，是當時歷史
悠久、發行量最大、刊登廣告最多的著名商業大報。標榜「無黨無偏、
完全中立、經濟自主」的辦報方針，開闢“經濟新聞“專欄，同時，
也較為注重社會新聞，在會審公堂、巡捕房等地特約許多“報事員“
隨時提供消息。副刊《快活林》、《新園林》和《本埠附刊》，是非
常著名的報紙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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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日報 1916~1947

《民國日報》的主要內容和立場幾經變遷，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創刊之初(1916-1917年)：反對北洋軍閥；國共合作時(1923-1927年1月)：成為
改組後國民黨的機關報，積極宣傳革命，後期(1927-1932年)背離孫中山的三
大政策，成為南京政府的宣傳工具；抗戰勝利後復刊時期(1945-1947年)：新
聞、言論均按宣傳指示處理，已無法再與前期相比。《民國日報》亦是中國近
代著名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重要文學陣地。
透過該報可以完整瞭解南社從發展、衰落
直至結束的過程，對新舊文學轉型、文學
的生產和傳播、中西文化交流等領域具有
重要意義。

新南社第一次聚餐會合影

大公報 1902~1949

《大公報》由英斂之于天津創辦，該報秉持“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辦
報理念，先後創辦天津版、上海版、漢口版、香港版、重慶版和桂林版，重慶
版於1952年8月終刊，香港版出版至今。《大公報》可以說是中國迄今為止發
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民營報紙之一，堪稱為
「一部中國現代史的百科全書」。

1936年4月13日，《大公報》第10版報導
《淮河流域災區：各賑濟機關商定救濟辦法》

益世報 1915~1949

《益世报》與《申報》、《大公報》、《民國日報》被並稱為「舊中國四大報」。
該報存續時間長達三十多年，豐富的內容涵蓋現代文化史、政治史、經濟史、
文化史、軍事史、社會史、對外關係史等，其間先後出版了天津版、昆明版、
重慶版、西安版、上海版，是研究近現代中國歷史的重要資料寶庫。

1921年至1922年，曾連載周恩來
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撰寫的《旅歐通訊》



上海泰晤士報 1925~1943

（星期刊）每逢周日出版，內容以
時尚娛樂、體育賽事、商業廣告為主

《上海泰晤士報》其最盛時期發行量僅次於《字林西報》和《大美晚報》，
以遠東地區為主要報導核心。由於親俄親日的特殊背景，對研究中日俄三
國關係史意義尤重。如 ：日俄戰爭期間，該報先後接受俄方、日方和清廷
津貼，政治立場也由偏袒沙俄轉而親日親清廷，批評日漸興盛的民族資產
階級革命。日本人開始持有該報股份，該報在“九一八事變”、“一二八
事變”（淞滬戰爭）等問題上，均為日本侵略者辯護。
在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後，《上海泰晤士報》始終緘默，
甚至還刊登了展示日軍強大武力的新聞圖片。該報另
設有專版介紹來自巴黎、倫敦和紐約的新款服飾、配
件風格等。大蕭條時期，香奈兒推出了一系列追求實
用、職業女性時尚態度的女裝。這批服飾照片迅速佔
據了《上海泰晤士報》的時尚版面。

上海晚郵、中華快報、上海差報1869~1884

《上海晚郵》、《中華快報》、《上海差報》
為晚清時期上海發行的一份英文報紙不同時期
所用的名稱。1868年《上海差報》創刊，不久
改名為《上海晚郵》；1875年《上海晚郵》與
《正風西報》合併並更名為《中華快報》繼續
出版；直到1878年7月又改回《上海差報》至
1889年被《文匯西報》兼併。為建立自身優勢，
《上海差報》所載內容常常為《萬國公報》、
《述報》、《西國近事彙編》等中文報紙翻譯
後轉載，所刊歐美新聞是晚清政府瞭解世界局
勢的重要窗口。

1877年10月2日，《中華快報》
對7月21日臺灣號汽船出海遭遇
颱風的情況進行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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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

大陸報 1911~1949

《大陸報》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份由職業新聞記者
而非商人或是傳教士創辦的近代在華英文報紙，
其體例採用美國新聞報紙樣式進行編輯，並聘任
專業有新聞學識的美國人擔任編輯和職員。內容
豐富全面，從時政戰爭到社會生活等無所不包，
而幾位著名記者一系列深入探討民初重要戰爭，
如：辛亥戰爭、直奉戰爭，以及近距離訪談軍閥
生活等，讓戰爭報導成為其特色。《大陸報》倡
導力求進步、援助正義與普及教育理念，成為美
國在華的喉舌，對中國近代報業格局、對外傳播，
以及中美外交均產生重要影響。



 

大美晚報 1929~1949

華爾街股市波動狀況

《大美晚報》於1929年4月在上海創刊，是美商在上海
創辦最早的晚報；1930年8月《文匯西報》併入該報後
更名為“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1933年增設中文版至1949年6月停刊。該報欄目各有
特色，包括：金融貿易專欄“Finance-Trade-Shipping”
主要相關金融、商業貿易、進出口運輸等方面；
體育專欄“Post Sports”集中報導有關體育賽事或活動
及相關新聞；特輯專欄“Post Features”刊登帶有圖像
的文章或漫畫，內容包括娛樂新聞、休閒消息和好萊塢
電影等等。

字林洋行是十九世紀英商在上海創辦的最主要的新聞出版機構，
也是當時英商再中國最大的報業印刷出版集團，旗下的一系列中
英文報紙，具體詳盡地記載了近代中國百年的社會場景。其中，
《字林西報》不僅在中國長期獨享「路透社」的電訊長達三十餘
年，更完整詳細的記載了鴉片戰爭之後的社會場景。舉李鴻章與
時任美國總統格蘭特於天津會晤一事，提供在華西人的報導角度
與評論深度都略勝《申報》一籌。此外，報紙內還特別收錄出生、
婚禮告示與訃告區，完整記錄了華西人的生命軌跡。

字林洋行收錄中文報紙如下：
《上海新報》(1862~1872) - 上海第一份中文報紙，由傳教士擔任主編，其內容包含各地新聞和商業
訊息，在《申報》出現以前的十年內，在上海新聞界獨占鰲頭。
《滬報》(1882~1908) - 包含了《滬報》、《字林滬報》和《同文滬報》等多份有沿革關係的報紙，
增設副刊《消閒報》隨報附送，為上海報紙增設副刊的創始者，並開始被其他報社效仿。
《漢報》(1894~1900) - 是外國人在中國發行的第一份中文日報，1896年2月改由日本人接辦，對遠
東地區及中國的複雜情勢及政局多有報導，提供了日本在華輿論及中日關係的豐富史料。 
《消閒報》(1898~1906) - 自《消閒報》最為副刊推出隨正報附贈之後，對於中國報社史產生重要的
影響，對於研究中國報刊史、新聞史有重要意義。

英文報：
《北華捷報》(1850~1941) - 是近代上海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報紙。為英國
駐上海領事館和租界工部局發佈官方通告，有“英國官報”之稱。
《字林西報》(1865~1951) - 原為《北華捷報》副刊，1864年7月1日更名
為《字林西報》。《北華捷報》改為《字林西報》的副刊發行。
《字林西報行名錄》(1872~1941) - 主要刊登上海和各大城市商行、企業、
機構的資訊，詳細記載了上海開埠後各類機構特別是外僑機構的基本情況。
《行名錄》是研究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商業發展、機構演變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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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中的英國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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