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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近代來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和米憐不僅創辦世界上第一份華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而且創辦了英文報刊《印支搜聞》，華人梁發也參與了其中的出版工作，共同開創了「文字傳教」

的傳統，並不斷促使「西報東傳」，推進了鴉片戰爭前後外報在華的興起。在此過程中，珠三

角湧現了近代第一批報人群體，如馬禮遜、麥都思、威廉．伍德、裨治文、衛三畏、馬儒翰。

他們不僅創辦英文報刊《傳道者與中國雜記》《廣州紀錄報》《中國叢報》，而且創辦中文報刊，

如《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天下新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雜聞篇》《千里鏡》《遐邇貫珍》

等，促進了外報在華的興起，成為「西報東傳」的關鍵性環節之一，也將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

納入了世界信息交流的新聞網絡，成為世界近代化報刊走向中國並在中華大地落地生根的關鍵

環節之一。

在鴉片戰爭前後外報在華興起過程中，近代先進中國人林則徐和魏源等也開始認識近代

化報刊，組織人員從事譯報活動。逃亡香港的洪仁玕抵達「天京」（南京）後提出了治國方略

《資政新篇》，提出了中國人最早的辦報構想。在外報的辦報理念指導和實踐示範下，廣州人於

1872 年 12 月直接傚仿泰西創辦了羊城《采新實錄》，不僅成為嶺南中文商業報刊的「報春鳥」，

而且是中國人自辦報紙的第一家。「西報東傳」完成了西方人主辦外報向中國人自主辦報的過

渡嘗試，預示著近代中國人辦報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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