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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摘要】论文对巴黎通信社的创立及其运作情况进行了考述。巴黎通信社适逢1919年巴黎和会

的召开应运诞生。它最先发回了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上交涉失败的消息，成为引发五四运动的源头

之一。巴黎和会结束后．它继续向国内媒体供稿，注重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苏俄现状，对留法勤

工俭拳运动氇作了持缓韵搬遭。少年中罾学会普计蟊j在巴黎遵痞桂钓基础上建立一个罾酥运最弱．握

因条件不足而未能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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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n coincidence with the Paris Peace Co．terence．the Par 3s News Ageuey wa8

launched by some members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who came to study in France in

early 1919．This new agency was the one that first dispatched 10 China the infuriating neⅣs that

the Chinese delegation’s efforts to redaim China’8自overelgnty over Shandong province were

thwarted hy the pqwers,at the con传rence。which became dne of the fu}eS that invoked the M州

4th MovBment．·After 1he Paris Peaze Conferenee．it eentinued 10 furni§h internatioaa】neWS

with prominent attentiDn paid to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Europ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c,f

the Soviet Union to China’S domestic media．It a[so continued to reporc 011 the Chinese students’

wock—study program irt France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once ptanned to establish 2n

internafiDnal media nelwf、rk on the basis of Paris News Agency．but】1 waB not realized due to

unconducive circumsi丑nces．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肇因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巴黎和会召开期间．中国留法

学生铋办了巴黎通信社，向国南报纸发稿，及时传送和会讯怠。当和会决定不祷青岛归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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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巴黎通信社率先将这一消息电告京沪报馆，成为引发五四运动的源头之一。仅凭此点，巴黎通

信社在海外华人传媒史上即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资料甚为零散，不易查考，学术界对于巴黎

通信社尚缺乏充分的研究。有些论著虽然述及巴黎通信社的新闻报道活动，但大多语焉不详，鲜有

具体、深入的考察。①有鉴于此，笔者稽索相关史料，对巴黎通信社的经纬始末作一考述。

一、巴黎通信社的创设

中国近代报纸的国际新闻，主要依靠外国通讯社供稿。这些通讯社都有一定的背景与立场，其

新闻报道往往以本国利益为前提，常含有宣传煽惑作用。但中国报馆因经济力量薄弱，一般无力在

国外派驻专任记者。为了开辟自己的新闻来源，一些报馆在海外留学生中选聘通讯员，通过他们获

取一部分国际讯息。鉴于报界的广泛需求，有的留学生在海外创办新闻通讯社，有组织地为国内报

纸供应稿件。如1915年中El交涉“二十一条”时，在日本留学的邵飘萍、潘公弼创办了东京通信

社，向国内报道El方动态。1918年，曾琦、张梦九等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华瀛通信社，为国内报纸

采写日本通讯，揭发13本的侵华阴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集团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讨论战后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希望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益，并取消

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巴黎和会与中国关系甚巨，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

中心，人们都翘首期盼着巴黎的消息。在这种形势下，留法学生遂有创办巴黎通信社之举。

巴黎通信社(Agence d’Informathion a Paris)②成立于1919年3月，创办人是李璜和周太玄。

关于巴黎通信社在法成立的经过，李璜13后有如下的回忆：

当我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到了法国，正是巴黎凡尔赛和会开幕刚及半月，因为它与我国收

回山东权益以厦国人希望藉之取消不平等条约关系很大，本于爱国之情，我便大为分心，不常

去听课，而反去专。于凡尔赛和会的情形，每日读巴黎各大报甚勤。适凡尔赛和会开到三月底

间．周太玄兄自上海来到巴黎，言京沪各报纸需要巴黎和会内幕消息甚急。他来的时候，慕韩
‘

嘱他为上海《新闻报》与《申报》长期通信，愿按月酬报通讯稿费。王光祈采信也称北京各

报需要和会消息。太玄本是穷学生，此次敢于冒险前来，就要靠此事以维持留学生活。但太玄

的法文程度太有限，无法读报，因之要求我读报译与他听，他录下来，加以编纂，用油印印出

数份，寄与京沪各报，大受欢迎。于是我与太玄两人所办之“巴黎通信社”，每周爱稿一次，

特别注重巴黎和会的一切动态，因之便成为引起是年国内五四运动的发生源头之一。“1

李璜、周太玄以及上述回忆中提到的曾琦(慕韩)和王光祈，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成

员。巴黎通信社的创设与少年中国学会有着直接的关系。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1918年6月，宗

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因此，学会成立之后，首要之务是从

事社会活动，以为救国建国之根本。社会活动的范围甚广，新闻事业亦为其中之一。学会的主要

发起人和组织者，大多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王光祈是《京华日报》的编辑和《川报》的特

约通讯员；周太玄曾经在《民信日报》、《中华新报》和中华通信社做编辑；李大钊先后担任

《晨钟报》主编、《甲寅日刊》编辑和《新青年》编委；曾琦在东京发起组织华瀛通信社，回国

后又刨办了《救国日报》。他们对新闻事业都有浓厚的兴趣，创办报刊和通讯社乃成为学会着力

①相关论著主要有：陈里特：《欧洲华侨生括》，海外月刊社，1933年；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

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1994年；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

史》(第1卷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金光耀、王建朗：《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2006年；陈正茂：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少年中国学会史》，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② 巴黎通信社的法文名称见于1919年10月22日《时事新报》所载‘《最近赴法者之情形》文后附录《法

国华侨协社各团体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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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的要务。1919年初，因部分会员赴法国留学，举世瞩目的凡尔赛和会又在巴黎召开，学会·

便决定把新闻通讯活动的重点放在巴黎。巴黎通信社的另一创办人周太玄回忆道：

由于1919年初欧亚的交通已经恢复．“少中”会员纷纷赴法、德留学，并从事一些国

际社会活动。⋯⋯同对巴黎和会将于5月在巴黎召开(按；日期有误，应为1月1B日召

开)，全国人民都希望通过这次扣会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尤其切盼能收回由

日本占领的青岛胶州湾。在这种蓬勃的形势和热烈的愿望之下，“少中”的发起人和一部分

会员在京沪讨论会务时便自然地把重点放在巴黎．决定要配合这一形势展开具体活动，发挥

奋斗实践的精神。当对确定把重G放在通讯组织和联络工作上。原来怒1；j对在日本糸京设

“华瀛通信社”，在蔓国设“纽约通信社”，巴黎设“巴黎通信社”，但因日、美两地会员既

然不多而形势要求又不如巴黎的有利和紧迫，所以便决定把力量都投在这方面。¨。

由周太玄的这段回忆可知，少年中国学会原计划在东京、纽约和巴黎同时成立通讯社，建立

一个国际通汛网，“唯因人力及情势的演变，才决定把力量投在巴黎，先成立巴黎通信杜。嗣太玄

还回忆说，巴黎通信社的一切具体办法和准备工作，他在赴法船中即先拟好。在赴法途中和到了

巴黎，得到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李石曾、吴玉章的支持。与周太玄同船赴法的有代表广

东军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伍朝枢和为中国代表团担任联络、翻译工作的郑毓秀，他们两人对巴黎

通信社的创办也提供了帮助。

周太玄抵达巴黎后，很快与李璜办起了通信杜，3月底便开始向国内报馆发稿。国内报纸关

于欧洲新闻的报道，向来为外国通讯社所垄断，所以都热烈希望能有自己的通讯社供稿，更加以

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预先的宣传联络，所以巴黎通信社一开始供稿，京沪各大报便竞相采用。在

北京的曾琦来信说：“巴黎通信社稿国内甚为欢迎，北京《晨报》、《国民公报》，上海《时事新

报》、《中华簸报》、《民晷珏报》、《神弼B掇》都已登载。“”‘可见通信社成立之拐，便捅有不步

订户，形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

二、对巴黎和会的报道

如上所述，巴黎通信杜乃因巴黎和会的召开而应运诞生。通信杜成立后．李璜和周太玄立即

展开对巴黎和会的报道，及时向国内报纸提供和会的最新动态。他们编发的新闻，首先取材于当

地的报纸。当时巴黎的大报，每天都三次出报，晨五时版、八时版与正午版，头版重要消息都各

不同，对和会的报道尤为迅速。这些报纸，为巴黎通信社提供了丰富的新闻来源。为了对和会作

更直接、更深入的报道，李璜和周太玄也到和会上亲自采访。和会召开期间，各国记者云集巴

黎，据前来采访的《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统计，”各国报界为平和大会事来法者，美有二百数

十人，英有二百人，意有百数十人，日本有三十余人。””。李璜、周太玄与胡政之等人作为中国

记者也加入到这支采访“大军”之中。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的惟一的中国记者。胡政之在作上述统计时也

说：“吾国以纯粹赣闻记者资格前来者，惟予一人。”其实，辊政之在这里强璃的是，在采访稚会锯

中国人中，只有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李璜和周太玄的正式身份是学生，办通讯社是他们

的副业。在胡政之眼里，他们当然不是“纯粹”的记者。实际上，胡政之和周太玄在巴黎有很密切

的接触，并且一起探讨过对和会的报道。胡政之逝世后，周太玄在悼文中说：“和会在巴黎开会，

先生代表《大公报》到了巴黎，那时我也正在办巴黎通信挂与《旅欧周fIj》。在巴黎见面，彼此非

常欢幸，常常相约作竞日游。对于和会的新闻采访报道，更多不厌详尽的研究和启示。””。

李璜和周太玄虽然不是职业记者，但在中国代表团王正廷的帮助下，也得到了进入凡尔赛宫

采访的机会。上海《新闻报》还汇来电费，约请他们拍发电报。·李璜说：

因上海《新闻报》要抢先发袁巴饕和会重要消息．并来特约为通电讯，汇来预付的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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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逼得我非去凡尔赛宫亲自采访不可。幸得中国代表团的王正廷(他是南方军政府所指派

来参加中国代表团，颇受北京政府代表排挤，故他愿意接触一班好事的学生)帮忙，为我在代

表团弄得一名记者名义，挂起徽章，我因得以中国记者身份随时进入凡尔赛宫，与各国记者鬼

混，当然比只看报要印象来得深刻，且消息灵通一些。得着比较特殊点消息，便跑回来与太玄

商量。周十字码电拍给上海《新闻报》，使该报在民八的四月半之后，销路为之大增。”。

到了4月中旬，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日趋困难，李璜和周太玄的采访报道活动也

更加紧张起来。4月26日．李璜给左舜生写信说：“近日和议席上，正提胶州事，吾国使者不及

日人有钱有势，故现象颇不佳。通信社正在各处访新闻，要为胶州事出一号外，故弟甚忙，不能

多写，望足下常常惠书为要。””。其当时的忙碌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

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等要求，但和会只将山东问题列人会议讨

论。日本以中日之间曾订有密约为借口，要求和会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得到英、

法的支持。由于美、日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矛盾，美国起初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后来日本以

退出和会相要挟，美国为使和会免遭破产，最终对日妥协，放弃了对中国的支持。4月30日，

英、美、法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与日本，中国

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周太玄回忆说：

当最为国内关心的青岛归还问题刚在和会中决定迁就美代表团的意见不归还我国时，巴

黎通信社已经得到消息，便连夜奔走筹款，超过英、美、日通讯社，第一个把这一消息电传

到国内各报馆。⋯

周太玄的回忆是否准确呢?巴黎和会是确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会议，各国通讯社均极为

重视，新闻的竞争非常激烈。据胡政之说，“和会里路透公司的记者最多，速记差不多五分钟换

一次人，记好后便依次由该公司记者传出，当时就由自己装设之海底电报发出，其传达消息之迅

． 速，实属惊人。””o与路透公司这样的通讯社比起来，巴黎通信社只是个小小的“新闻作坊”，它

真的能够抢在各大通讯社之前，率先发出和会裁决山东问题的消息吗，

笔者认为，周太玄所述是可以采信的。主要的根据是：巴黎和会实际上完全为英、法、美、

意、日五大国所操纵，凡和会～切重大问题均先由五国会议讨论决定(意大利退出和会后，五

国会议改为英、美、法三国会议)，而各国代表全体参加的大会并不常开，且止于形式。“新闻

记者惟能赴大会旁听，至平常五强会议及各分科委员会则概属秘密，但由当局者公示发表其议题

与大要结果而已。””“4月30日的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裁决，但秘而不宣，并没有将这一决

定立即公布。因此，外国通讯社未必能够在第一时间获悉这一决定。而巴黎通信社却捷足先登，

在中国代表团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据李璜回忆，是王正廷暗中告诉他的，他立即向国内发了电

报。”“王正廷之所以把消息透露给李璜，则与他是广东军政府的代表有一定的关系。广东军政府

与北京政府是敌对的，正可利用此次外交失败来打击北京政府。①此外，还有一则史料可引为佐

证。1920年3月出版的《东方杂志》有一篇关于组织国际通讯社的报道，在对巴蘩通信社的介

绍中特别强调：“去年和会议决山东案时，首先拍电回国报告者即为该杜。⋯“1

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巴黎和会，却未能收回在大战中丧失的权益，反而成了列强分赃的

对象，蒙受了战败国的耻辱。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北京学生

举行示威游行，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巴黎通信社还在相关报道中指出，皖系政府与日本

签订的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是招致中国外交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激起了人们对军阀政

①1919年6月30日《申报》刊有周太玄5月5日发白巴黎的通讯，’引述了王正廷对这次外交失败原因的

分析，对北洋政府亲日派官员丧权辱国进行了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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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极大愤慨。①孙洪伊在“请北洋诸将讨贼救亡电”中说：“巴黎通信社来电，谓胶州判归日’

本，系由段、徐辈与日本订立密约所致。又美总统慰问吾国专使，谓美国曾竭力援助中国，无如

中国为新修约所束缚，遂无能为力云云。是知外交之得此恶果，固不在巴黎而在北京。“”“这份

通电援引巴黎通信社的报道，将矛头直指签订中日密约的皖系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

北京政府罢免了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中国代表团也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李璜在回忆录中说，到了和约签字前一日，巴黎通信社和几位同学分头去会晤中国代表团代表顾

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正廷等，惟有首席代表陆征样没有见面。虽然得到代表们答复不去参

加签字典札，僵学生们仍深恐受骗，遂前往陆征祥住处包围，以防陆氏私自潜往签署。当时他们

的心情紧张与愤怒，也不亚于国内正在罢课、罢市的人们。”“

三、巴黎和会后的欧洲通讯

19t9年6月在巴黎出版的《华工杂志》，对巴黎通信社有这样的贪缨二“近有皂蟹穴来法之

新闻记者数人，在此间组织一通信社，名巴黎通信社，专供给国内外华文报纸之欧洲新闻。闻已

出至第七期。大约月出三期，每期约在万言左右。凡重要事件，皆为详叙本末。闻尚在筹备电社

及法文通信部。”””由此可知，巴黎通信社计划发展电讯，正在筹备“电社”；还要设立“法文

通信部”，向法国报纸供稿。周太玄在6月间给曾琦写信说：“法文部由幼椿(李璜)编辑，已

出稿一次。电社方有大规模之计划，但在未成立以前，每月至少亦有数电回国。”、”’然而，这个

有大规模计划的“电社”，却没有建立起来。巴黎和会在6月底结柬，巴黎通信社失去了这个新

闻热点，国内报馆不再汇来电费，拍发电报就难以为继了。

发展电讯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巴黎通信社仍向国内报纸邮寄通讯，报道欧洲的新闻。

1919年lo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刊有巴黎通信社的广告，内称：“本通信社在巴黎出

稿，专供给国内报纸欧洲新闻。内容计分：P一)撰述；(二)译述；(三)谭话；(四)调查；

(五)杂录；(六)专件。均综合事实，详述始末。每月出稿三次，每次可供日报五日以上登

载。”“”从当时国内报纸刊登的稿件来看，巴黎通信社编发的新闻主要是国人特别关注的一些欧

潍事件和旅欧华人的各释动态。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后

的中国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渐怀疑资本主义制度而向往社会主义，出现了研究社会主义

的热潮。在法国的李璜等人对社会主义也很有兴趣，并把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巴黎通信社

的一个报道重点。李璜后来说：“在欧战停了的时候，我那时在欧洲，看见欧洲各国政治家仍旧

不改故态，你倾我诈，又在勾心斗角地制造着二次世界太战。我那时颇以为俄国列宁这个联合世

界平民起来推翻现状的办法是最彻底的，是足以～改旧观的，因此我对于第三国际的主张比较很

表同情。我那时同一位朋友周太玄君办了一个巴黎通信社，关于苏俄的政治和列宁的主张向国内

介绍得特别多。”[1”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实行严厉的封锁，西方通讯社对苏俄作了不少歪

曲的报遭，人们迫切要求了解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巴黎通信社通过各种渠道广泛

搜集信息，力求向人们提供苏俄的真实情况。如通讯稿《俄国波尔失委克之真相》，是巴黎通信

社对从苏俄归来的瑞士人比鲁果夫所作的访谈。详细介绍了协约国对苏俄的封锁、莫斯科人民生

活之写真、苏俄政府的税则、农民的状况、社会共同生活的新组织、并耕而食的模范社、苏俄的

①段棋瑞政府为实现“武力统一”，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日本的借款主持，于1918年9月24日同日

本签订了济顺、高徐铁路借款两千万日元的合同。作为借款的代价，叉同日本签订了“山东问题换文”，使日本

进一步获得了中日合办胶济铁路的特权。此项欹文，种下了巴黎和会上中自外交失败的最大祸根。日本在和会
上正是必此为据．坚持要求取得在山东的特权．美、英、法等列强也是以此为借口出卖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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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政策、托洛斯基对经济政策的意见、苏俄的知识阶级、内政的设麓、文艺革新、苏俄与托尔

斯泰主义，等等。这些信息对于人们了解和研究俄国革命，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巴黎通信社的另一个报道重点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早在1912年，李石曾和吴稚晖、蔡元

培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去法国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

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1915年，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会”，

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宗旨，号召中国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并成立“华法教育会”作

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舞，求知识之心

大盛，复耳濡口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

增。””⋯自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共有近2000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为我国留学史上空前之盛

举。巴黎通信社本身就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一个产物，成立时还得到了“华法教育会”的帮

助，因此对这一运动特别予以关注。它在一篇通讯中说：

留法勤工俭学一事，自去年三月以来，国内青年起而实行之者，已近千人。成绩既佳，则一

般失学之士，只要能耐劳苦者，皆可出而吸收世界文化，各得一部分之成就，诚为补救扰攘中多

数沉闷青年之唯一方法。故本社对于此事，实表无限同情，且时留G其实况，纪之以告国人。“”

巴黎通信社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了广泛的报道，内容包括勤工俭学生抵法人数、所人学校

和工厂的人数、勤工俭学生作工和学习的详细情况、“华法教育会”对勤工俭学的看法与安排、

法国人士对勤工俭学的态度、勤工俭学的成绩和所遇的困难等各方面的情况。这些报道，对于国

内了解勤工俭学的动态、促进赴法热潮的持续起了重要的作用。
‘

四、国际通讯网：一个没有实现的计划

据前文所引周太玄的回忆，少年中国学会原打算在东京、纽约和巴黎同时成立通讯社，因为

人员及情势的演变，才决定把力量先投在巴黎。巴黎通信社因成功报道巴黎和会的消息而声名大

噪，少年中国学会的主持人王光祈很受鼓舞。中国在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也使他对国际宣传的重

要性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巴黎和会结束后，王光祈便开始筹划在其他国际都市创设通讯社。

1919年6月，王光祈与清华学校仁友会联络，希望该会在美国办一个通讯社。他说：“现刻欧美

人士对于中国情形，颇多隔阂之处，国内报馆虽多，然操纵新闻之权，仍握诸外人所办之通信

社，危险实甚。现在巴黎方面已由敝会会员周太玄、李璜诸君创办通信社一所；东京方面去年敝

会会员曾琦、易家钺诸君本办有华瀛通信社，因拒约归国，遂致停顿，现已拟设法恢复；南洋方

面亦有筹办通信社之计划。惟美国方面敝会只有会员一人，一时甚难着手，故极希望贵会办

理。””“1920年春，王光祈决定赴美留学，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创办通讯社。出国之前，王光

祈向国内新闻界介绍了组织国际通讯社的计划。其发起理由为：

(一)巴黎和会吾国外交失败之原因虽多，而其中尤以吾国民在国际闯向来缺少新闻方

面之活动为其重要原因之一。较之日本国民在国际间之活动，实瞠乎其后。(二)现在国际

联盟会议将开，吾国民在国际同亟宜有所活动，务使消息灵通，以挽救以往之失败。(三)

除去欧美人士与中国国民间之隔阂，务使其互相了解，常通正确之消息。(四)关于世界学

术界消息，传播极其迟缓，为吾国教育界之最大损失，亟宜设法使之迅速。(五)海外华侨

及留学生对于祖国之消息极不易得，国内对于侨胞亦复漠不相关，亟宜设法使其消．g-灵通。

(六)中国在国际间向无自办之通信社，一切新闻传播完全假手外人，实属异常危险，亟宜

自起设法，以图补救。(七)世界大势既趋重国民外交，吾国民宜以真正之民意宣传国外，

万不可依赖政府。(八)在国外既有通信社之机关，便可藉此与外国各种团体联络，以为改

造世界之地步。““ ·

该计划称，除已有的巴黎通信社外，要在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四地分别设立通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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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通信社拟于本年(1920)八月创设，上海通信社与纽约通信社同时设立。⋯东京、伦敦两’
通信社亦将筹备妥当，不久便可成立。其余国内国外各大埠，暂时遍设通信员。”如果这个计划

得以实现，将会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全球通讯网，由此可见王光祈等人当时的气魄之大。

然而，这个国际通讯网最终没有建立起来，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四处通信社后来都未见

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在美、英、日都有会员，并不缺乏人力，但通讯社的经费却不容易解决。王

光祈曾赴南洋筹款，为创办通讯社募集资金，但没有成功。1920年5月，全国报界联舍会曾决

议与海外留学生联合组织国际通讯社。”“令人遗憾的是，全国报界联合会不久即告解体，这个决

议未能付诸实旌。 ．

巴黎通信社是何时停办的呢?周太玄说它“在进入1920年以后便无形停顿了”，””这是不准

确的，因为1920年下半年国内报纸上仍刊有巴黎通信社的稿件。在笔者所见史料中，最晚提到

巴黎通信社的，是1921年6月30日周恩来从巴黎发给天津《益世报》的一篇通讯。这一年6

月．北洋政府派专使到巴黎，圊法国政府密商借款3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并以全国印花税、

验契税和滇渝铁路的修筑权为抵押。消息传出后，旅法学生与侨胞群起反对。周恩来在通讯中

说，巴黎通信社与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旅欧周刊

社等6个华人团体成立“拒款委员会”，召开“拒款大会”，掀起了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运

动。⋯1这说明巴黎通信社在1921年6月仍然存在。也就在这一年的夏秋时节，李璜和周太玄到

了法国南方，进入蒙彼利埃大学读书。他们离开巴黎后，通信社可能就停闭了。

巴黎通信社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但在海内外信息沟通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以中国人的立

场采访报道巴黎和会，最先将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使国人及时作出反应，为维护

国权而奋起抗争。它也是国内公众了解旅欧华人状况的一个信息渠道，促进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的发展。左舜生曾评价道：“巴黎通信社稿件的内容，我觉得很好，每次能详细介绍旅欧华工和

留法俭学的消息，实在有益国人海外发展的事业不小。”””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旅欧华人的社会

．活动时，巴黎通信社自然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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