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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报纸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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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史的英国 "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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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缩减版
面! 从对开的柏林版式变为四
开小报 & 尽管在改版声明中 !

主 编 凯 瑟 琳 ' 瓦 伊 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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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三保证 (

)卫报 * 一定会珍惜读者的信
任! 继续以负责任的方式做新
闻 ! 但还是免不了被揶揄一
番+++"每日电讯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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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5)7-,8(

% 在报头位置
用了全报最大的字号宣布 (

,我们是全英国最大 - 质量最
好的报纸&. )太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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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 ,热烈欢迎 )卫报#

加入小报的行列./

为什么报纸的尺寸改小会
引起那么大的反响0 要回答这
个 问 题 ! 也 许 得 从 大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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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的确立说起&

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

这与
=$

世纪初政府开始对报
刊征税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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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英国
议会通过 )印花税# 法案! 以
征税的方式! 控制新闻业的发
展& 由于纳税金额是根据报纸
的张数计算 ! 而非版面的大
小 ! 于是报纸的尺寸越来越
大! 以此来减少张数! 降低办
报成本&

这种说法有道理! 但不完
全准确& 法案的实施的确直接
导致报刊改变自己的样式和尺
寸! 但具体到改变的方式! 却
不只是扩大版面那么简单& 根
据 史 学 家 斯 坦 利1莫 里 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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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记录! 在
税法推出前! 报纸样式主要有
两种( 一张纸对开! 正反面共
@

个版2 或是单张不对折! 正

反面共
!

版 ! 是谓用了半张
纸3 政府针对这种情况! 对一
张纸的报刊征税一便士! 半张
纸的征半便士& 有趣的是! 法
令颁布后 ! 开始出现一张半 -

A

个版面的报纸! 由于政府在
制定税法时没有预计到会有超
过一张纸的报纸! 没有做出相
应的规定! 便默认了这种

A

个
版面的形式免于征税 & 由此 !

增加张数! 反倒成了早期报刊
避税的手段之一&

很快! 新修订的法案对报
纸的样式- 纸张大小做出了详
细的规定! 对报业的管控更加
细致和严格 & 此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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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 英国报刊进行了激烈反抗
印花税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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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议会终于同意
报纸的大小增加两英寸半! 由
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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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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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 ! 改
为

B! =C!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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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 ! 超
过这个尺寸则要按照

!

张纸纳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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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后! 政府再次放宽
标准 ! 报纸版面最大可以到
B!

英寸
!!!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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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印花
税* 法案彻底废除! 对印刷纸
的大小终于不再有限制! 但报
纸的尺寸已经基本固定下来 &

毫不夸张地说! 今天英国大报
的版面 ! 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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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

报业一寸寸抗争而来的&

如果说大报版式的形成主
要归因于政治管控 !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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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小报的兴起- 及近年大报
,小报化 . 的趋势 ! 则源于市
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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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刊的 )每日镜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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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国的
第一份小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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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
约是大报的一半& 小报方便携
带! 价格便宜! 文字易读! 内
容也更贴近大众生活! 很快便
流行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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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每日
镜报 * 的发行量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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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份! 位居世界第一& 此后! 原
本采用大报版式的两份大众报
刊 )每日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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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每日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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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相继改成小报 &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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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小报风格越发娱乐和煽情
化! 标题耸动! 内容猎奇& 其
中! )太阳报* 更是以刊登色
情内容著称! 固定在报纸的第
三版刊登裸女照片! 以此吸引
读者眼球&

如果问一个英国人! 大报
和小报有什么区别! 他一定会
告诉你! 除了报纸纸张大小的
差异外! 内容定位也不同& 大
报严肃! 主要提供权威的时政
和财经类新闻2 小报低俗! 最
爱写名人八卦和耸人听闻的犯
罪故事& 小报和传统大报的风
格和读者群逐步区分开来&

正是因为大报和小报的泾
渭分明早已内嵌在英国的报刊
文化中! 每一份老牌大报要改
成 小 报 版 式 时 ! 都 慎 之 又
慎+++不改! 对开的大报纸不
便携带! 不符合现代人的阅读
习惯! 发行量逐年下降! 难以

维持生存2 改了! 怕被看成与
小报为伍! 降低了格调! 失去
读者& 于是! 出现了以下这些
折中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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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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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创 刊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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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独立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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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留大报版式
的同时! 推出小报版! 供读者
选择 ! 由此出现了一张报纸 -

两种样式的情况& 同年
==

月!

)泰晤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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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开始尝试大小报并行! 结果发
行量明显上升& 最终! 这两份
大报都放弃了原本的版式! 把
尺寸改小了一半 & 有趣的是 !

尽管改版后的报纸大小和小报
一模一样! 但他们把新的样式
称作 ,紧凑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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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示自己和小报在内容和价值
取向上的区别&

)泰晤士报* 是英国历史
最悠久 - 最权威的严肃大报 &

它的改版让当时英国仅剩的
B

份大报再次考虑! 是否要加入
小报化的大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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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I

月
=!

日 ! 极具影响力的左派大
报 )卫报* 正式改版! 推出了
比大报略小 - 比小报略大的
,柏林版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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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版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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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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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 & 这
种版式在欧洲大陆很流行! 但
在英国仅此一家 & 时任 )卫
报 * 主编的阿兰1拉斯布里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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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版声明
中写道( ,这个版本结合了小
报的便携性和大报的庄重感&.

他没有写在声明中的是 !

)卫报 * 也曾考虑过直接改成
小报! 有了 )独立报* 和 )泰
晤士报* 的例子! 这显然是摆
在眼前最简单的选择& 主导这

次改版的创意总监马克1波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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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露 ! 团队曾
经花了

B

个月的时间尝试设计
小报版的 )卫报 *& 但他们发
现! 所谓 ,只改变大小不影响
做新闻的方式. 是非常难实现
的& 如果要保持原本大报每期
的内容量 ! 需要

!&&

多个版
面! 这还没算上广告! 报纸就
已经太厚了& 于是他们才找了
折衷的办法! 推出柏林版! 平
衡报纸质量和市场需求&

柏林版的 )卫报* 除了改
变大小! 还全部采用了彩色打
印& 一经推出! 该月平均日发
行量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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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 可惜好景
不长!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 纸
媒 的 发 行 量 不 断 下 滑 & 到
!&=>

年 ! )卫报 * 的每日发
行量只有

=%

万!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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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改 版 后 的 一 半 ! 全 年 亏 损
@@>&

万英镑&

迫于经营压力! 今年
=

月
=%

日 ! )卫报 * 再次改版 !

最终还是变成了
@

开小报& 自
此! 采用大报版式的英国报纸
只剩下 )每日电讯报* 和 )金
融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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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 ! 如今探讨报
纸大一寸 - 小一寸 ! 似乎没
什么意义 & 然而 ! 每一次的
报纸改版 ! 都会引发媒体和
公众讨论 ( 什么是严肃新闻 0

什么是专业大报的价值 0 什
么是大报和小报的边界 0 或
许 ! 恰恰因为我们正处于网
络时代 ! 当哗众取宠 - 博取
眼球的内容泛滥 ! 这种讨论
便显得更加有价值&

$作者单位! 伦敦大学国

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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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采用大报版

式(大报版式的"每日电讯报$(最后一期柏林版"卫报$(第一期小报版"卫报$(小报"太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