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与革命

基 于 晚清新加坡与 上海报界关 系嬗 变 的 考察

王 琦

【 摘要 】 阅 读 行 为 是 考 察 辛 亥 革 命 何 以 发 生 的 一 个 有 益 视 角 。

晚 清 时 期 新 加坡 与 上 海 两地 报 界 关 系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阶 段 性 变 化 ， 而

阅 读 是 重 要 推 动 力 。 新 加坡 报 人具 有 阅 读 者 和 写 作 者 的 双 重 身 份 ，

通 过报 刊 阅 读 展 开 与 不 同 上 海 作 者 兼 同 行 的 思 想 对 话 ， 完 成 了
“

臣

民
一

弃 民 遗 民
一

国 民
”

的 自 我认 同 转 变 ， 从 主 流 舆 论场边缘 的 追 随

者 一 跃 而 成 为 海 外革命舆论 中 心 的 急 先 锋 ， 勾 勒 出 清 晰 的 思 想脉络 与

行 动逻辑 的 演 变 轨迹 ， 展 示 出 报 刊 阅 读 在 时代 剧 变 中 的 重 大 贡献 。

【 关键词 】 报 刊 阅 读 史 ； 辛 亥 革 命 ； 交 往 认 同

“

华侨为革命之母
”

， 这是孙中 山对华侨在 民 主革命中 所做历史

贡献的充分肯定 ， 而
“

报刊是舆论之母
”

则 反映 出孙 中 山对于报业在

革命动员 中先导作用的高度重视 。 从革命策略和实际历程上看 ，孙

中 山 的海外活动均是从接触报界人士开始的 ， 故此晚清海外报刊史

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备受关注 的 热点 问 题 ， 相关成果颇多 。
① 然 而

① 相关 硏 究 可 参 见Ｃ ｈ ｅｎＭｏ ｎ ｇＨ ｏ ｃ ｋ
：ＴＶ ｉ ｆ 〇／

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Ｍ ａ ｌ ａ ｙ ａ Ｐ ｒ ｅ ｓ ｓ
， １ ９ ６ ７

； 段 云 章 ： 《戊戌维新的
“

天南
”

反 响
——

以 新 加 坡 〈 天 南 新报 〉 和邱 菽 园 为 中 心 》 ， 《近 代史研 究 》 １ 的 ８ 年第 ５ （ 转 下 页 ）

？２ ９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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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革命史叙事中 ， 研究者往往聚 焦 于革命 党人在海外 的具体

新闻传播活动 ， 叙事模式较为单一 固定 ， 同质化 、 浅表化 、碎片化 的

趋 向 明显 ， 尚 缺乏整体性研究和全景式审视 。 近年来 ， 诸多学人不

断倡导强化
“

本体意识
”

和创新研究范式 ，

“

中 国 的报刊 史研 究 中 ，

有关 阅读的研究渐成显学
”

①
。 出 于工作需要 ， 晚清时 期 的新闻从

业者往往需要大量 阅读各地报纸 以 广泛获取全 国 资讯 ， 这对于孤

悬海外的新加坡报人群体而言尤为重要 。 从 目 前现存 的新加坡老

旧报纸来看 ， 本地报人 已养成浏览 、摘录 与评论国 内 各地报纸新 闻

报道的长久 阅读 习 惯 ， 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 了 相对充沛 的史料 ，

故此 阅读行为 日 益成为考察辛 亥革命何 以 发生 的一个有益视 角 。

本文尝试跳 出 既有 的研究框架 ， 探讨晚清时 期 新加坡报人如何通

过阅读行为实现与上海同仁 的跨地域 思想对话 ， 从而在两地报 界

关系 的不断演进 中 勾勒 出 清晰的
“

臣民
一

弃 民
一

遗民
一

国 民
”

的 自

我认同转变轨迹 ， 实现从舆论追随者到革命急先锋的转变 ， 以 期在

全新视角 下审视 阅读行为在 辛 亥革命过程 中所发挥 的重大作 用 ，

并为推动 当 前大众报刊 阅读史的 宏观层面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

一

、 曱 午战争前 两地报界关 系

新加坡是海外华文报 刊 的 发祥地之一 。
１ ８ １ ５ 年 ， 《察世俗每

（ 接上 页 ） 期 ； 深町英夫 ： 《革命宣传在南洋一 以新加坡 〈 中兴 日 报 〉 为 例 》 ， 纪念 孙 中 山

诞辰 １ ４ ０ 周年国际学术研 讨会论文 ，
２ ０ ０ ６ 年 ； 金绮 寅 ： 《简析 辛 亥革命 前 革命派对 南 洋

华侨 的
“

反满
”

民族主义宣传
——

以 〈 中 兴 日 报 〉 观 点 为 例 》 ， 《华 侨华 人 历 史研 究 》 ２ ０ ０ ８

年 第 ２ 期 ； 彭 剑 ： 《 清季 宪政大辩论一 〈 中兴 日 报 〉 与 〈 南 洋总汇新报 〉 论 战 研究 》 ， 华 中

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 版 ；
王 天根 ： 《近 代 报 刊 与 辛 亥 革 命 的 舆 论 动 员 》 ， 黄 山 书 社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李海涛 ： 《 〈 天 南新报 〉研宄 》 ， 东北师 范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７ 年等 。

① 周叶飞 ： 《

“

阅
”

与
“

读
”

： 关 于 中 国报 刊 阅 读 史研 究 的
一

点 思考 》 ， 《史林 》 ２ ０ ２ １

年第 ５ 期 。

．

２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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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统记传 》 创 刊 于 马 六 甲 ， 被视 为 中 国 近 代报 刊 之 开 端 ？ 。 此后

《叻报 》 《星报 》等相继创 刊 ， 新加坡成 为 晚清东南 亚华文报业 的 中

心 。
？ 上海作 为近代报业 的 发祥地之一 ， 在 １ ９ 世 纪 ９ ０ 年 代 更是

后来居上 ， 取代 了香港 、 广州 而成 为全国新兴 的报业 中 心 。
？ 两地

海天茫茫 ， 相隔万里 ， 但报界人士却交往频繁 、声气相通 ， 其 中 阅读

行为是联结双方 的重要纽带 。 新 闻 的地域性促使两地报人展开相

互合作 ， 阅读彼此 出版发行的报纸成为 一种 日 常需要 。 如 《叻报 》

创 办于 １ ８ ８ １ 年 １ ２ 月 ， 而 １ ８ ８ ２ 年 ６ 月 出版的 《 申报 》 即 已 引 用 该报

文章 。 《新 闻 报 》于 １ ８ ９ ３ 年 ２ 月 在上海创 刊 ， 而 同 年 ４ 月 出 版 的

《叻报 》就 已转载该报新 闻 。 通过 阅读行为 ， 双方对彼此业 界 动态

掌握颇为及时 ， 即便细枝末节也 了如指掌 。 如 １ ８ ９ ３ 年上海机器织

布局 发生火灾 ， 《叻报 》持续予以关注 ，

“

上海机器织布 局 灾业 已 略

登前报 ， 兹 阅 《 申报 》所言较为详尽 ， 爰再照其原文登录左方 以 供众

览
” ？

， 足见 其 阅 读 的 细 致程度 。 据 不完 全 统 计 ，

１ ８ ８ ７ 年 ８ 月
一

１ ８ ９ ３ 年 １ ２ 月 ， 《叻报 》共 引 用 国 内 报纸文章 １ １ ５ 篇次 ， 其 中 《 申 报 》

３ １ 篇 、 《沪报 》
１ ５ 篇 、上海 《益 闻 录 》 １ ４ 篇 ， 合 计 ６ ０ 篇 ， 占 到总数一

半 以上 ， 而 同 时 期 《 申 报 》则 引 用 《叻 报 》相关报道 ５ ６ 篇次 。 从 内 容

上看 ， 上海报人多关注新加坡报纸 的 南洋新 闻 ， 而上海报纸的 国 内

新 闻则满足 了新加坡报界的 阅读需要 。

故此 ， 新加坡报人堪称是上海报人在 南洋地 区 最重要和最忠

实 的读者群体 ， 同 时又以作者的 身份将前者所书写 内 容 进行筛选 、

摘录与加工之后 向 侨 界 民众广 泛传播 。 故此对于两地报界而 言 ，

阅读不再是仅发生在私人领域 的 个人行 为 ， 更是 公共领域的业务

合作与社会 交往行为 ， 其影 响也不再仅局限于 知识精英群体 ， 而是

①彭红燕 ： 《 中 国新 闻事业史 》 ． 武汉大学 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３ ３ 页 。

② 王士 谷 ： 《海外华文新 闻 史研究 》 ， 新华 出版社 １ ９ ９ ８ 年版 ， 笫 ２ ２ ５ 页 。

③ 丁淦林 ： 《 中 国新 闻事业 史 》 ， 高等教 育 出版社 ２ ０ ０ ２ 年版 ， 第 ２ ８ 页 。

？ 《布局 被焚 》 ，

１ ８ ９ ３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叻报 》 。

？２ ９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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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于面 向社会成 员的 大众 阅读活动 。 双方相互影响 ， 频繁对话 ， 共

同 构建 出
一

个融洽无 间 的
“

熟人社会
”

， 如 《 申报 》主笔何桂 笙 与 《 叻

报 》主笔叶季 允意气投合 ， 诗词酬答频频 见诸报端 。 此后两地报 界

还在社会慈善领域积极合 作 ， 如 １ ８ ８ ８ 年 江 淮 旱 灾 期 间 《叻 报 》 与

《 申 报 》遥相呼应 ， 接连刊 载上海道 台 龚照瑗 与 新加坡领事左秉隆

的往来劝赈信 函 ， 倾心倾 力 向 各界民众宣传救助义举 。 由 此可见 ，

新加坡与上海两地报 界并未 因 处于相对独立 、 互不 隶属 的政治地

理位置而相互隔绝 ， 自 成体系 ， 相反却共 同 置于实在 的社会关系 网

络之 中 ，从而揭示 出 近代 中 国报界群体应是 以共 同 体形态存在 的 ，

而非原子式的散布 各 地 ， 互无关联 ， 自 生 自 灭 。 究其原 因 ， 实 由 近

代报人多脱胎于传统士大夫阶层所致 ， 而士大夫共 同 体历来是维

护传统
“

天一君一臣一民
”

政 治 体系 的重要 力量 ， 因 此两地报界都

难以摆脱浓厚的
“

臣民
”

意识 。 传统儒家 文化赋予 了 这一共 同 体正

当 性与合法性 ， 使其并非单一的职业共 同 体 ， 而是富有鲜 明 的价值

与文化指 向 。 故此
， 阅读行为所生成 的 归 属感 与 认 同 感满足 了 新

加坡报人的深层文化需求 ， 实现 了 与祖国故土在心灵上 的 同频共

振 ， 故此 阅 报 行 为 日 益常 态 化 ， 成 为 新 加 坡报 人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部分 。

二
、 甲 午战 争至戌戌 变 法期 间 两地报界关 系

对于晚清时期两地报 界关系 的 演变过程而 言 ， 甲 午 战争堪称

分水岭事件 。 清政府 的软弱 无能在 战场 中 暴露无遗 ， 被迫割让 台

湾 的 结局对漂泊海外的华人群体造成心理上的 重创 。 上海报界多

基于官方立场 ， 着 力于论证
“

弃 台
”

的合理性 ，

“

中 日 两 国议和立 约 ，

割弃 台湾原属不得 已之苦衷
”

？
，

“

彼强 而我弱 ， 彼既 要我 台 湾 ， 我

① 《 自 称岛 国 ＞ ，

１ ８ ９ ５ 年 ６ 月 ３ 日 《 申 报 》 。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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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能不送 。 在朝廷视之 ， 割弃 台地并不足惜
”

？
。 对于 民众 自 发

的抗 日 保 台之举 ， 《 申 报 》则 认为
“

倭之力征与 否 ，我国 固 不复 与 闻 。

台之附从与 否 ，亦非我国所能相强也
”

？
。 上海报 界建议 民众秉持

“

旁观者
”

立场 ，

“

李伯行觐察赴澎 湖 交换文凭 已将全 台 交 割 清 楚 ，

从此 中 日 可无龃龉瓜葛之患 ， 局 中之人转 而为局外 ， 倭人 台 民未知

鹿死谁手 ，
正不妨作壁上观耳

”

？
。 然 而新加坡社会与 台 湾具有相

似的人 口 结构 ， 均 以 闽 粤 籍 移 民 为主 ， 故此报人坚决反对 割 台 求

和 ， 针锋相对地公开提 出 反驳 ，

“
一寸 山 河一 寸金矣 ， 人心如 此 ， 地

利如此 ， 再溯 当 日 得之之 难 ， 又如此 宜乎作壁上观之
”

？
。 从 阅读

史的视角看 ， 此可视为新加坡读者与 上海作者之 间 的
一次特殊的

阅读交流与 思想互动 ， 展示 出 两地报人泾渭分 明 的 认知态度 。

“

乙

未割 台事件
”

留给新加坡报界难 以抚平 的 历 史 创 伤 与 焦 灼 不安的

现实隐忧 ， 逐渐孕育 出 强烈的
“

弃 民心态
”

， 将对 日 本侵略者暴行的

仇恨转化为对清王朝无能的哀怨 ，

“

君之于民 ， 犹父母之于子 ， 台 民

何罪 ， 而既弃之于始 ， 复漠视终 吾尝谓 台 民之被毒不 当 怨 日 人 ，

当 怨皇上 中 国轻弃其 民之心则 固显然公见 矣
”

。

？ 随着时 间 的

推移 ， 这种
“

弃民心态
”

并未被化解和 削 弱 ， 反 而不断被唤醒 。
１ ９ ００

年 ， 台湾抗 日 英雄简大狮在福建被捕 ， 后被 引 渡至 日 本就义 ，

“

试观

台 北简大獅一事 ， 不禁令人慨叹 中 国之 官弃 民 如遗狗彘不食其 肉

矣
”

，

“

吾知 自此之后凡洋人之夺我土地 ， 踞我海疆者 ， 而我华众将

必专心外向 ， 无复有 义民 出 而效 力者矣
”

。
？ 由 此 可见

“

弃 民 心态
”

已经固化为新加坡报 界意识深层 的 内 在心结 ， 对原 有 的
“

大 清 臣

①《论 台 湾 自 主之事 》 ，
１ ８ ９ ５ 年 ６ 月 ２ ６ 日 《 申 报 》 。

② 《和 议余 闻 》 ，
１ ８ ９ ５ 年 ６ 月 １ ０ 日 《 屮 报 》 ？

③ 《 论 台 事关 ± 匪轻 》 ，
１ ８ ９ ５ 年 ６ 月 １ １ 日 《 申 报 》 。

④ 《 论割 弃 台 湾之失 》 ，
１ ８ ９ ５ 年 ６ 月 ５ 日 《 叻报 》 。

⑤ 《 论 中 国 弃 民 如敝 履 》 ，
１ ８ ９ ７ 年 ７ 月 １ ４Ｈ 《 叻报 》 。

⑥ 《 劣道 弃 民 》 ，

１ ９ ０ ０ 年 ４ 月 ６ 日 《天 南新 报 》 。

？２ 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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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

意识形成 了 深远冲击 。

在此社会心态下 ， 新加坡报人 的 阅 读行 为 发 生 明 显变化 。 康

有为 、梁 启超 、 汪 康 年 等 上 海维新派报人成 为 最 受欢迎 的 作者群

体 ， 在戊戌变法运动期 间仅《叻报 》就刊载 了 康 、梁 各 类 文章 １ ９ 篇 ，

不遗余力地向 民众传播维新派士人 的政治主张 ， 而 《星报 》 《天南新

报 》等则 不断刊 发广告 ， 宣传并代售 《公车上书记 》 《戊戌政变记 》等

康 、梁著作 。 《时 务报 》取代 了 《 申 报 》成 为对新加坡报界影响最大

的上海报纸 。 据不完全统计 ， 自 １ ８ ９ ６ 年 ８ 月 ９ 日 《时务报 》创刊至

１ ８ ９ ８ 年 ６ 月 １ １ 日 变法开 始期 间 ， 《 叻 报 》共 计转 载 《时 务报 》相关

报道 １ ６ 篇 ， 而 《 申 报 》仅 ４ 篇 。 从读者角度来看 ， 新加坡报人对 《时

务报 》评价甚高 ，

“

中 国新 闻 香港肇兴 ，
上海续作 ， 数十年北起天津 ，

西达武汉 ， 日 出之报无虑十数家 ， 大都诡俚其词 ， 俳谐其体 ， 架虚媚

俗 ， 含沙射影 ， 有乖宏 旨 ， 难齐雅言 。 《万国公报 》虽 阐扬景教 ， 势 同

泾渭而意存针砭 ， 义亡畛域 ， 其鼎鼎矣 。 《时务报 》际 中 国 创钜痛深

之后 昌 言得失 ， 最 为 易 人
”

？
。 以 阅 读 为 中 介 ， 变 法 开始成 为新加

坡社会舆论场的公共议题 ， 但在话语建构方面两地报人并非完全

步调一致 ， 突 出表现在新加坡报人公幵对
“

君权
”

及
“

君主制
”

的合

法性提 出 质疑 ， 较为推崇美式政治 ，

“

美为 民 主之 国 ， 人 皆有权 ， 人

能议事
”

，

“

所定议事条例 皆足以令人敬佩
” ？

， 后 期甚至提出
“

民权

兴则君权替
”

的 口 号 ，

“

今后再五十年欧洲必有五六 民主 国发生 ， 届

时则 今 日 所谓大君 主 国者 必且灭 亡
”

。
？ 可 见新加 坡报 界政治诉

求更为激进 ， 并未止步于君主立宪制 。

总之 ， 阅读行为助 力新加坡与上海报界关系走向 深化 ， 双方从

社会领域 中 的合作伙伴演化为政治斗争 中 的亲密盟友 。 作为两地

①《 译报序 》 ，

１ ８ ９ ７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叻 报 》 。

② 《译美国 报论 民 皆 自 主 》 ，

１ ８ ９ ７ 年 ９ 月 ３ 日 《叻 报 》 。

③ 《 论今 日 中 国之 失权 》 ，

１ ８ ９ ９ 年 ８ 月 ３ １ 日 《叻 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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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的 意见领袖 与政治见解的书写者 ， 康有为 、梁 启超等上海维新

派报人在政洽活动 中 居 于核心地位 ， 而 邱菽 园 等新加坡报人 则 具

有 阅读者和追随者的双重 身份 ， 与 前 者保持 密切联 系 ， 频频互 动 ，

深度参 与 了 变法活动 。 然 而 后者 为
“

弃 民
”

心态所萦绕 ， 对政治变

革更为 渴望 ， 态度更为 激 进 ， 展 示 出 与 前 者截然不同 的精神面 貌 。

可 以说新加坡报人作为 阅读者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康 、梁等上海报

人的政治主张 ， 但也折射 出 其 以 往
“

大清 臣 民
”

的政治 信仰 已 明 显

动摇 ， 并且随着政治变革运 动 的失败而滑入更为严 重 的 自 我认 同

危机之 中 。

三
、 义和 团 运动 期 间 的 两 地报界关 系

义和 团运动期间 ，

“

东 南 意识
”

在上海舆论界广 为流行 ，

“

它对

当 时清 朝统治的
‘

向 心力
’

仍大于
‘

离 心 力
’ ”

？
。 然 而 此 期 间新加

坡报界却萌生 出
“

清亡 自 保
”

的观念 ， 彻底表现 出 对 中 央政府 的疏

离和冷淡 ， 是
“

离心力
”

大于
“

向 心力
”

。

维新变法失败后新加坡报人对时 局持极为 悲观的 态度 ， 对祖

国未来命运忧心忡忡 ，

“

盖前之所在未露圭 角者犹 以 分取非洲之事

未 了 ， 故其心尚 可从缓 ， 今 则 已 专注于我矣 ， 其 势不 更 危 迫哉
”

？
。

以
“

三 门湾事件
”

为标志 ， 新加坡报人研判西方 已 将
“

瓜分 中 国
”

的

战略妄想付诸实践 ，

“

自 意国请索松 门 湾后 ， 各国 即纷纷而起 ， 欲 向

中 朝 讨地 噫 ！ 中 国 瓜 分 之举 其 殆 轫 于此 耶
”

？
， 并且笃定在 中

西军 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 国人 已在 劫难逃 。 此后大 量所 谓
“

黑眚

之 山 河 已兆 ，
红羊之浩劫将临

” “

地运将 日 趋于南
” “

国 家定鼎将三

①鉞海斌 ： 《晚清 人物丛 考 （
二 编 ） 》 ， 生 活 ？ 读 书 ？ 新 知 三联 书店 ２ ０ １ ８ 年版 ， 第

６ ９ ３页 。

② 《罪 言 ＞ ，
１ ８ ９ ８ 年 ４ 月 ２ ０ 日 《叻报 》 。

③ 《瓜 分局轫 》 ，
１ ８ ９ ９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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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 ， 于兹 周德而 既 衰 矣
”

等谶纬谣 言频频 出 现在新加坡 各 大报

端 。
１ ９ ０ ０ 年 １ 月 １ ６ 日 ， 《 叻报 》首次直 白 地 出 现

“

今 清天命 已绝 ，

清之光绪与 明之崇祯将无同
”

的 文字表述 ，标志着
“

清 亡论
”

正式成

为 了 新加坡民众的公共议题之一 ， 折射 出海外华人社会对 清政府

的政治认同 已 面 临 崩 塌 。

“

割辫改籍
”

遂成 为社会 各 界热 议 的 话

题 ，

“

今意又索松 门 湾 ， 中 国 军务不振 ， 无敢违抗
”

，

“

倡议者 引 以 为

耻 ， 遂兴割辫之议 ， 以示不服清朝
”

。
？

“

东南意识
”

与
“

清亡 自 保
”

的 思 想鸿 沟重塑 了 两地报界关系 。

新加坡报人与康 、梁等人彻底分道 扬镳 ， 甚至不无嘲讽地调侃
“

仆

每想
‘

保皇会
’

三字 宁可改作
‘

保 自 身会
’

方 为合理
” ？

。 《 申 报 》等

老牌报纸逐渐 淡 出 视线 ， 而新创办 的 《 中 外 日 报 》 《同 文 沪 报 》 《苏

报 》则立刻被纳入新加坡报人的 阅读视野 。 以 《天南新报 》为例 ， 据

不完全统计 ， 该报在 １ ９ ０ ０
—

１ ９ ０ １ 年 内 共计转载 《 中 外 日 报 》文 章

１ ０ ４ 篇次 ， 《苏报 》 ４ ５ 篇次 ， 《 同文沪报 》 ４ ３ 篇次 ， 表明双方在 近代 民

权观念 、进化论与联亚 主义方面拥 有诸多共 同 话题 。 新加坡报人

呼吁海外华人要
“

亟图 自 保之策
”

，

“

谋 自 保之方
”

， 而首 当 其 冲 的便

是否定清王朝 的正统性 ，

“

满 洲入关定鼎 ，
已 取我 汉人数千年之 旧

法而变之久矣
”

，

“

中 国 为 戎 固 已在 二 百年 前哉
”

，

？失 国 怀 旧 之情

溢于言表 。 《扬州十 日 记 》之类的有关 明清 易代的文章开始频繁见

诸报端 ， 而郑成功等人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 ， 《天南新报 》 曾

不借篇幅分 １ ５ 期连载 《郑成功传 》 。 该报 另
一

篇 有关拓殖 南 洋 的

华人领袖林道乾的文章 则 无视基本历史事 实 ， 极 力将其 刻 画 为满

洲入关后 的受害者 、避难者以及复仇者形象 ， 旨 在呼吁海外华人 勿

忘前 贤 ，

“

安 知 其 不 易 服 改 发 而 复 其 本 来 面 目 ， 仍 为 中 朝 之 赤

①｛割辫通 议 》 ，
１ ８ ９ ９ 年 ５ 月 ２ ２ 日 《叻报 》 。

② 《来札照登 》 ，
１ ９ ０ ０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 功报 》 。

③ 《不 认祖宗 》 ，

１ ９ ０ １ 年 ２ 月 ７ 日 《天 南新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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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
， 实质上淡化 了 新 加坡华人 多 为清末经济移 民 的 历 史 真 相 ，

于无声无息 中 建构 出 明末政治难民后裔 的 自我认 同 。 同 时 《 苏 报 》

等宣 扬 的进化论被新加坡报人广泛接受 ， 从而 使得议题并未落入
“

反清 复 明
”

的 窠 臼 ， 反 而赋予 了

“

文 明 ／野 蛮
” “

进 步 ／ 停 滞
”

的 新

意 。

“

物竞争存 ， 优胜劣汰 有进化之世 界 ， 无阻 化之世 界 ， 有文

明之世 界 ， 无野蛮之世 界
”

，

？ “

满 人 初非文明之族 ， 后 习 中 国教 化 ，

渐致文 明
”

， 然 而
“

联合之 力 因之涣散 ， 遂成退化之局
”

，

“

今于 泰西

各 国 均 以夷狄鄙之
”

。

？ 以
“

遗民
”

自 居是新加坡报人主动放 弃
“

大

清 臣 民
”

身份后重构 自 我认同 的关键一环 ， 而此后 围绕着 自 称 问题

的 进一 步争论则拓展与 强化 了这种全新 的 自 我意识 。 如邱菽 园等

人主张
“

不称 中 国而称汉种
”

，并认为
“

五大洲黄 白 黑三种 皆 出 自 汉

种也
”

，

“

生人之袓厥推亚 洲 ， 亚 洲之生厥推黄种 ， 黄种诸 国 惟 中 国

文 明 最为先启
”

，

？主张对 日 亲 善 ，
显然受 到 上海报人章太炎 思 想

的影响 。

四 、

“

苏报案
”

对 两 地报界 关 系 的 深远影 响

作为近代影响最大 的 报案 ，

“

苏报案
”

历来是研究者关注 的热

点 ，相关成果颇多 ， 但鲜有论及此案对南洋侨界的影响 。 事实上新

加坡报 界对此案反应强烈 ， 《叻报 》先后在头版发表 《译文 汇西报审

判 〈苏报 〉 案情 》 《中 国政府控告 〈 苏报 〉等 条款 》等评论文章 ， 对清政

府的封报抓人 的举动提出公开质疑 与 批评 。 《天南新报 》也陆续发

表 《 申 明 〈 苏报 〉案情 》 《论 〈苏报 〉馆封禁之非 》的 批评文章 ， 对 章太

炎 等人深表同 情 ， 对清政府大加抨击 。

一时间 ， 如何营救章太炎等

①《大 年访古续记 》 ，
１ ９ 〇 〇 年 ６ 月 ２ ８ 日 《天南新报 》 。

② 《新 世界说 》 ，
１ ９ ０ １ 年 ３ 月 １ 日 《天南新报 》 。

③ 《满 洲鬼 话 》 ，
１ ９ ０ １ 年 １ 月 １ ８ 日 《天南 新报 》 。

④ 《读 〈 黄 帝本纪 六续前稿 ＞ 》 ，
１ ９ ０ ０ 年 １ ２ 月 ５ 日 《天 南新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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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君子
”

成为新加坡各界人士热议的话题 ， 其 中 尤 以陈楚楠 、张永

福两人最为积极 。 陈楚楠提及此 事 曾 说过 ，

“

反清 复 明 的 思想 ， 在

兄弟年纪 尚 幼 的时期 ， 只偶于父老茶余酒 后 ， 陈述故事 的时候 ， 得

一

闻其说 。 兄弟和张永福 同 志本属近邻 ， 竹马之交 ， 长大就成 了 知

己 。 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 先生做朋友 ， 并 由 他介绍 ， 得 阅 《清议报 》

《新 民 丛报 》 《开智录 》等书报 ， 得 了 些现代 的新知识 。 后来读 了 上

海 《苏报 》和邹容先烈的 《革命军 》 ， 民族的观念遂渐深入脑海 ， 革命

的思想亦 由 此油 然 而 生
”

？
。 另 据朱镜宙 （ 系 章太炎先生女婿 ） 所

述 ， 张永福本人对章 氐极为崇拜 ，

“
一语及章先生 ， 张 即 赞不绝 口 

”

，

甚至 曾对其直言相告 ，

“

彼之加入 同 盟会 ， 得 《民报 》章太炎先生文

字启发之力最多 ； 国父影响 ， 尚 在 其次
”

，

？ 由 此可见 作为读者的 陈

楚楠 、张永福通过阅报行为对远居 上海 的 报人章太炎萌生 出 强 烈

认同 感和情感共鸣 ，促使其积极参 与营救活动 。 不仅如此 ， 两人在
“

苏报案
”

的直接刺激下还筹资在新加坡创 办 了 《图 南 日 报 》 ， 而 该

报被视为
“

南洋革命党报之元祖
”

？
。 之后 《 中 兴 日 报 》 《星洲 晨报 》

相继创刊 ， 革命派报纸正式登上新加坡的政治 舞 台 。 保 皇派也 随

即创 办 《总汇新报 》与之对垒 ， 自 《星报 》 《天南新报 》相继停办后 《叻

报 》
一

家独大的 局 面被彻底打破 ， 新 加坡报界遂形成三足鼎 立之

势 ，
正式进入

“

党派报纸时代
”

。 不 同政见 的报人之 间 多次爆发大

规模论战 ， 对此 《叻报 》主笔叶季 允颇为 感慨 ：

“

今 日 作报较诸十 年

以前 ， 难 易 相去不啻若霄 与壤 。 盖昔之为报 ， 但求持论公平 ， 据理

纯正 ， 纪事切实 ， 即 人无 闲 言 。 今 则 不 然 也 ， 志趣不 同 ， 趋 向 各异 ，

党派林立 ， 竞胜争长 ，攻讦时 闻 ， 各怀冰炭 。 报章论议 ， 遂有种种艰

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广 东 省 汕 头 市 委 员会 文 史 资 料委 员 会编 ： 《海 外 潮 人

史料专 辑 （ 汕头文史 第八辑 ） 》 ， 政协汕头 市文 史 资料委 员会 １ ９ ９ ０ 年版 ， 第 １ ９ ６ 页 。

② 余杭章太炎故居纪念馆 ： 《章太 炎 逝世八 十 周 年 暨 章太 炎 故 居 保 护开放三 十

周 年 纪念文集 》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３ ７ ６ ３ ７ ７ 页 。

③ 冯 自 由 ： 《革命佚史 （ 上册 ） 》 ， 新 星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１ ２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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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 得无党之所欢迎 ， 即 不 免为 有 党之所攻击 。 获此党之所赞美 ，

即不免受彼党之所排挤 。

”

？诸次论战加速 了 国 民 意识在新加坡社

会各 界的兴起 与传播 ， 推动着 南 洋地区 率先成 为 辛 亥革命 的 策源

地和大本营之一 ， 对此学界 已有定论 ， 此处不再赘述 。

“

苏报案
”

直接导致 了 革命派报人在新加坡 的根植 与 崛起 ， 彻

底颠覆 了 两地报界 以 往 的 交往模式 。 在革命 ／ 反革命的 话语体系

中 ， 《 中兴 口 报 》 《星 洲 晨报 》等革命派报刊 更倾 向 于将传统上海报

人视为政敌而非伙伴 ， 加之这些报纸普遍生存期较短 ， 难 以 与 外埠

同行保持长期交往关系 。 而 《叻报 》等老牌报纸则 陷入于本地报人

的 多番论战之 中无暇他顾 ， 鲜 见 与 上海报 界再有频繁合作或 人 际

互 动 。 因 此 ， 从总体上看
“

苏报案
”

之后两地报人渐行渐远 ， 关 系 日

益疏离 ， 然 而从 阅 读史 的 角 度看 ， 《图 南 日 报 》 的 创 办意 味 着 陈 楚

楠 、张永福完成 了从读者 到 作者 的 角 色转变 ， 《苏报 》虽被查封 ， 但

是章太炎等人 的政见主张 却为 革命派报人所继承并 广 为传播 ， 最

终促使新加坡成为辛亥革命的 南洋舆论中 心 。 可 以说 ， 陈 、张两人

的经历充分展示 出 阅报活动对于晚清海外普通民众的深远影响 。

五 、 结语

１ ９ ３ ５ 年 ５ 月 ７ 日 出版的 《总汇新报 》发表 《值得景仰 的 五位报

人 》
一

文 以 纪念报业前 辈 ， 除梁亚发系本地报人外 ， 其余梁启超 、章

太炎 、 宋教仁 、黄远生四 人 的新 闻职业生涯均 与 上海密切相关 ， 近

代上海报界对新加坡同仁影响之深远 由 此可 见一斑 。 然而并非所

有 的上海报人都可纳入后者 的 阅 读视野成为对话伙伴 ， 从 《 申 报 》

何桂笙到 《时务报 》康 、梁等人 ， 再到 《苏报 》 的 章太 炎 ， 对话伙伴 的

交替更迭显示 出新加坡报人 的 交往选择具 有 明 显 的 排他性 。

“

任

① 《作报难 阅报尤难 》 ，
１ ９ ０ ９ 年 ２ 月 ４ 日 《叻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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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都不能脱离其他人 同他共 同具有 的相 同性来建立他 自 己 的 同

一性
”

？
， 以 阅读为 中 介 ， 新加坡报人在 与这些不 同 上海报人兼作

者群体 的交往互 动 中 率先完成从
“

臣 民
”

到
“

国 民
”

的 身 份 认 同 转

变 ， 并发挥舆论 引 导作 用 促进 民 众投 身于 辛 亥革命 的 洪流之 中 。

因 此 ， 在华侨成为革命之母的历史过程中 ， 阅读活动作 出 了独特 的

历史贡献 。

（ 王 琦 ， 扬 州 大 学社会发展 学 院博 士 生 、

安徽理 工 大 学 马 克 思主 义 学 院讲 师 ）

① 哈 贝 马斯 ： 《重建历 史唯物主义 》 ， 社会科学 文献 出 版社 ２ ０ ０ ０ 年版 ， 第 １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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