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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复得 报业遗珍
———戈公振《世界报业考察记》序

■秦绍德

听到戈公振先生八十六年前

写就的《世界报业考察记》失而复

得的消息， 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

了！八十五年前，即 1932 年 1 月，
在日本发动的淞沪战争中， 商务

印书馆大楼被炸毁， 许多书稿资

料付之一炬。据说，戈公振先生交

付 商 务 还 没 来 得 及 出 版 的 书 稿

《世界报业考察记》也在其中。 闻

者无不惋惜。 听闻上海图书馆中

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和戈氏后人决

定将遗物中保存完好的遗稿重新

出版，不禁喜出望外。今年是中国

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

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大庆。
他 们 决 定 出 版 这 一 遗 著 以 作 纪

念，无疑也应该加载史册。这不仅

还了历史宿愿， 可以告慰戈公振

先生在天之灵， 而且又继承了商

务的优良传统， 以出版和保藏文

化精粹为己任。 有什么可以比这

更好地庆祝自己的生日呢！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 中国近

代报刊不是从中国古代报纸发育

而成， 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移植过来的。无论从举办宗旨，还
是从传播内容、形式来说，古代报

纸和以传播新闻为职责、 以大众

为发行对象的近代报纸， 没有任

何共同之处。 1840 年鸦片战争前

后， 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不同

途径来到中国。他们带来的，不仅

是宗教和贸易， 还有传教和通商

所需要的公共传播媒介。 而这种

媒介是他们根据母国的样本到中

国来复制的 （自然要适应中国的

情况稍加改造）。 所以，中国近代

报刊的诞生期， 外国人所办的外

文报刊占据绝对垄断地位 （也就

是戈公振所说“外报创始时期”）。
这使中国人大开眼界， 原来世间

还有如此飞快传递消息的东西。
林则徐是“睁开眼睛看世界”较早

之人， 他很快注意到外国人所办

之报刊，为禁烟计，他组织人翻译

外文报刊，在官场内部流传。还有

一批中国人则产生了自己办报刊

的潜在想法。
这样的大背景就决定了中国

近代报刊从诞生起一直以西方报

刊为模板而加以学习的。最早“学
生意”的是一批旧式文人，有在宗

教印刷所供职的王韬等人， 在商

业报刊中谋职的钱昕伯、陈霭龄、

蔡尔康等人。他们接触、了解了外

报， 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带给

了供职的报刊。中国近代报刊的发

展真正打开局面，还是和政治斗争

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企图使朝廷革

故鼎新的戊戌变法，还是以推翻清

廷为目标的辛亥革命，都使得中国

人 自 己 办 的 报 刊 得 到 空 前 的 发

展。 近代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
被中国社会接受了。 以至于晚清

朝 廷 和 各 地 也 随 潮 流 办 起 了 官

报。 但这时的中国报刊，从形态到

生产流程都是很落后的。 学生向

先生学习，学得很艰苦，还没有学

像。 毕竟，起步相距一二百年。
辛亥革命以后， 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 中国民族资本有了长

足的发展。 中国人逐步获得外国

人所办报纸的股权， 中国报刊逐

渐向现代化大路上迅跑。 这个阶

段一直延续到 1937 年日本全面

侵略中国之前。 上海的大报 《申
报》由史量才等人接办，并开始企

业化经营，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上
海的报馆街———望平街达到繁荣

也在这时。 中国报刊进步的特征

是，新闻的采集更加迅捷，电报、
电话已广泛采用， 报刊的印刷普

遍采用高速轮转机， 发行也有了

便捷的交通工具：汽车和火车，报

馆的经营更加商业化， 广告已成

为报社支柱，报业资本积累起来，
规模迅速扩大， 不少报馆建起了

标志性大楼。戈公振从 1914 年进

入《时报》当校对，到后来担任总

编辑， 所经历的正是中国近代报

业的发展过程。 对于发展中的艰

难，以及存在的弊端，必有切身的

体会。他属于区别于王韬等人，又
区别于梁启超、汪康年、于右任等

人的第三代报人， 受过传统中式

启蒙教育，又受过一点西式教育。
戈公振是一个职业新闻工作

者，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从业者。
他热爱自己的职业， 兢兢业业做

好每一份工作， 但又不满足于每

天仅把本份工作做好， 而是一边

干，一边研究琢磨问题。套用一句

现代语言， 他是一位研究型的新

闻工作者。 他在《时报》任要职的

同时，竟耗费几年业余时间，蒐集

数据，写就《中国报学史》这一开

创性的新闻史学著作。 正是在写

作过程中， 戈公振萌生了去国外

考察的念头。 他与当时许多人一

样，心目中是以西方现代报业，特
别是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
等世界著名大报为榜样学习的。
办成那样的大报是职业的理想。
但毕竟没有亲临其境考察过。 一

个偶然的机缘促成了他的考察之

行。 1927 年 8 月，他应国联邀请，
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

家会议。在会上，他结识了《泰晤士

报》的上层人士。经他们介绍，遂成

考察之行。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

样， 往往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

合，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 中

国人去欧美大报考察学习是必然

的、迟早要发生的，但历史地落到

戈公振头上，这又具有偶然性。 戈

公振从事报业十五年， 又有开创

性研究成果， 没有谁比他更合适

去考察世界报业了。
现在可以说， 他是第一个近

距离观察世界现代巨型日报的中

国人。 《考察记》写得极具现场感。
从新闻采编写到广告安排， 从文

字生产写到印刷发行， 甚至从生

产环节写到职工福利， 既有现场

描摹，又配以数据统计。 如果仔细

地读一遍《考察记》，等于到了现

场。 作为一个曾经的报人，我读后

感到特别亲切。俗话说：“外行看热

闹，内行看门道。”如果没有多年报

馆工作的亲身实践，《考察记》不可

能写得那么贴切、内行。 一般人初

进现代报馆， 看到采编部门挑灯

夜战，印刷车间震耳欲聋，早就晕

了，更不用说看出什么名堂。《考察

记》 呈现的却是有条不紊的新闻

生产过程。 《考察记》还具有历史

感。 除了现场记录之外，戈公振还

写了伦敦《泰晤士报》的报址变迁、
印刷史和主持人更替史， 附录北

岩爵士小传。 对纽约《泰晤士报》，
戈 公 振 则 翻 译 了 乔 瑟 夫 所 写 的

“纽约泰晤士之精神与发育”一文

作为附录。 初读者以为附录的历

史与考察无关，有累赘之感。其实，
这正是戈氏高明之处。 知史方能

鉴今。 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英美

这些大报，方知报纸孕育不易，成
长更难， 其中坚持一以贯之的崇

高宗旨与精神尤为重要。 这是中

国报纸要学习的另一方面。 有纵

深感，《考察记》就显得厚实。 如果

不是像戈公振这样具有报学史的

学养，也写不出这一部分来。
考察是为了学习， 学习是准

备实践的。 这就是实践家和学者

的区别。 1928 年底，考察结束回

国，戈公振是有其打算的。由于人

事的原因，他没有回到熟悉的《时
报》，却被上海另一家大报《申报》
聘为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 这

是一个什么职务？ 其时,《申报》老
板史量才正准备对已发行了两万

号的老《申报》进行改造。 新成立

的总管理处是一个设计、 推行革

新措施的机构和平台。 参加总管

理处的还有黄炎培、陶行知等人。
在国外考察时， 戈公振已接受了

史量才的聘用。 回国正好施展宏

图。 从戈公振进入《申报》最初做

的几件事， 就可知他的考察成果

正在逐步付诸实现。 1929 年，戈

公振创办申报资料室， 亲自带人

剪报，收集资料，分类陈列。 1930
年，戈公振创办《申报图画周刊》。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大变。
戈公振亲赴东北采访， 此后又投

入上海淞沪抗战后的救亡运动，
离开《申报》渐远。 但我们从《申

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所创设

的各项文化、社会事业中，仿佛可

以看到戈公振考察成果带来的影

响。 1931 年 10 月起，《申报》先后

创办了 《申报月刊》《申报年鉴》，
出版了《申报丛书》，创办了“申报

流通图书馆”，改进了读者服务工

作。《申报》如同《泰晤士报》那样，
发展成为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报

业出版集团和社会公共团体。 戈

公振的部分理想得到实现。
作为第一手历史资料，《考察

记》 忠实记录了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我们新闻界的前辈如何怀着理

想， 如饥似渴地向英美先进的报

业学习， 记录了他们当时观察世

界的视野和内心的活动。 这无疑

为 中 国 新 闻 史 增 添 了 珍 贵 的 一

页。而《考察记》中体现的他们对于

新闻事业崇高社会责任的追求和

坚持， 是值得今天的媒体人深思

和铭记的，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

新媒体。 这就是戈公振先生在前

言中所说：“深信一事之成功必在

长期奋斗以后， 且非纯粹营利性

质，而为对于公众之一种贡献。 ”

《世界报业考察记》
戈公振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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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

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文明交融之花常新
■柴剑虹

欧洲文化多元，源远流长，渊薮丰茂，
观赏多彩的文明交融之花，是许多游客旅

欧的重要目的。 近二十多年间，因学术交

流的原因，我已十余次到访被誉为“世界

艺术之都”的巴黎，但今年 5 月到巴黎小

住， 在蓬皮杜文化中心的绘画展品中，还

是看到了让我眼睛一亮的作品。
这是法国著名的宗教画家乔治·鲁奥

于 1913 年所绘的油画《杂技人》，其线条、
色彩居然与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中用晕

染法绘制的某些图像极为相似！ 据介绍，
鲁奥的画作善于用粗大的黑线勾勒轮廓

线，并填入蓝、红、绿、黄等厚重色块，其风

格往往被认为与中世纪彩色玻璃画相似。
而我们在敦煌莫高窟观赏西凉至北魏时

期的若干天宫伎乐或金刚力士、劳度叉图

像时，同样可以看到使用西域晕染法绘制

的线条粗犷、色彩浓郁的人体形象。 从公

元四至五世纪的中亚、西域、丝路咽喉敦

煌的佛画， 到欧洲中世纪教堂的玻璃画，
再到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早期的法国

宗教画，其中文化艺术的交流互鉴、传承

发展不免引人深思。 离鲁奥此画不远处，
悬挂了一幅我国旅法女画家潘玉良所绘

的椅上裸女线描图，其线条的简洁、流畅

勾勒，则不禁又让我联想到敦煌藏经洞所

出的若干白描图……
5 月 20 日，我们的旅游大巴从凯旋门

驶出，第二天到了巴塞罗那城。 晚间导游

特意带大家到一个小剧场观看弗拉明戈

乐舞表演，其唱诵的高亢、抑扬，伴奏之热

烈、明快，舞姿的旋转、腾踏，服饰之华丽、
炫目，节拍的急促、徐缓变化等，均让我联

想到新疆的十二木卡姆及现代欧美踢踏

舞 ，也能 看 到 我 国 古 代 文 献 （如 《乐 府 杂

录》）以及新疆与敦煌石窟壁画里胡旋、胡

腾等西域乐舞的影子，民族、民间文化交

融的特色十分鲜明。 我想，如果请新疆维

吾尔族的民间乐舞与弗拉明戈同台演出

的话，一定会迸发出更绚丽的色彩。
三天后， 我在参观 1987 年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城市托莱多时，又感觉

到了文化交融的魅力。 托莱多是十五世纪

大航海时期西班牙的首都， 老建筑甚多。
因为此城曾先后被罗马人、 西哥特人、阿

拉伯人占领统治，是典型的基督、犹太、伊

斯兰三教合一之地， 其文化融汇的特色，
在建筑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我们先在城外

南部塔霍河畔遥看，各主要建筑物历历分

明，呈现出巴洛克、哥特式及伊斯兰交织

融汇、多元一体的独特风貌。 待我们进入

城内，随导游倘佯在街巷之间，那些建筑

物的细部特征让我们目接不暇，如老比萨

格拉门（阿方索六世门）拱顶西哥特时期

的石雕、门洞的阿拉伯砌造风格，而新比

萨格拉门是十六世纪中期罗马帝国查理

五世在伊斯兰建筑基础上改建，那后添的

高耸的琉璃瓦塔尖特别显眼。 第二天我们

参观葡萄牙里斯本的热罗尼姆斯修道院。
这座为纪念发现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而

建的宏伟建筑，历经五百多年风雨，代表

了欧洲大航海时期文化交汇的鲜明风格。
大厅中不乏艺术珍品，我们止步于航海家

达·伽马和葡萄牙诗魂卡蒙斯的墓前 ，细

细观赏大理石棺上的精细雕刻。
说来很巧，第二天我们就在欧洲大陆

最西端罗卡角的岩石十字碑再次与卡蒙

斯相遇。 碑上镌刻着诗人的名句：“陆止于

此，洋始于斯。 ”站在这天涯海角眺望波涛

起伏的大西洋，我不由地想到古代从我国

中原经西域、中亚、西亚到欧洲的陆上丝

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的通衢；而从

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海上香料、 黄金之路，
也是文化交融的航道。 我相信，随着今天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为鲜艳夺目的

文化交融之花会常开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