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新闻史本书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
整个历史，考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
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益世报

》等天津大报》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5年05月30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201092645



编辑推荐

本书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整个历史，考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
《益世报》等天津大报，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站在近代以来这些有担当的学者肩膀上，在更高处阅读民国报人，既是一部详尽

的新闻史，也是近代中国人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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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天津位居中国京城门户，东邻渤海，北依燕山，河海相通，气候温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很早就进入统治者的视线。随着中
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这个地带的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封建王朝的关注。据目前史料记载，金、元王朝统治者就开始在这里设有直沽
寨河海津镇，驻有重兵。1404
年，明成祖在此设卫筑城并取名天津，后逐渐形成由武清、沧州、静海三县分治的天津街，直接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重要门户。
清代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几代皇帝，中国封建社会
经历了鼎盛时期，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60
年代，随着中国遭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王朝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很快那“万世长存的迷信受
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
隔绝的状态被打破。”由此, 
腐败的封建统治者很快从盲目排外政策变为屈辱的媚外政策。从那时开始，中国门户洞开，外国人创办的报刊名正言顺地步入中
国腹地，数量成倍增加。面对外来势力疯狂地武装侵略和新闻侵略，清政府竟然在本土上奉行只准外国人办报而不准华人自己办

报的言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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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
年，天津大沽炮台失守后，清政府与英、法等殖民主义者通商和约签订，辟天津为商埠，大量外商和传教士涌入城内。清朝同治
年间，天津很快成为中国北方交通发达的金融和商贸繁荣

的集散中心。1886年11月，外国人创办的中英文两版的《时报》，成为天津新闻传播业的开端。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新闻传播历史的长河中，天津和中国其他地域的新闻传播业相比，似乎显得格外年幼。但在它日后的发展进程
中，天津的新闻传播业却记录了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来的大量历史印迹，反映了自近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
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各领域的变化，并记录了众多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在国人办报的第一次办报高

潮中，它迅速成为我国“灿若群星众多报刊中”的“三个宣传中心”之一，即：天津、长沙、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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