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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自 !"#$ 年鸦片战争后对外开放，各
种外国势力争相涌进中国，作为他们代言阵地
的各种外文报刊也纷纷创刊。据不完全统计，
到 !%世纪末，仅在上海一地问世的外文报纸
就有近百种之多，如英文的《上海每日时报》、
法文的《上海新闻》、德文的《德文新报》、葡文
的《前进报》、日文的《上海时报》等。它们见证
了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是《中国报学史》的叙
述内容，也成了戈公振的研究对象。这些报纸
用英、法、俄、日、意、葡等国文字发行，很多甚
至没有统一的中文译名，研究起来很不方便。
戈公振用了很大精力搜集这些报纸及其相关
文献，他把外文报名和中文译名一一对应，有
疑问的则请教他人，力求准确。他甚至用文言
文、白话直译和白话意译三种方法翻译同一段
外文，试验哪种译法更好。他还到徐家汇藏书
楼去查阅《容斋笔记》《海国图志》等古籍，从中
搜寻有用的资料。《中国报学史》出版后以资料
丰富详实而驰名中外，这绝非偶然，本文即对
戈公振写作该书前后的事迹及其藏书入藏上
图之经过作一铺叙，以留作史料。

内容翔实影响至大
戈公振，生于 !"%$年 !!月 &'日。(%)*

年，他怀着一颗要有所作为的雄心，来到上海，
在名报人狄楚青手下工作。经过辛勤的努力，成
长为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所著《新闻学撮
要》《新闻学》等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专
著；他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更是我国第一部
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专著。此
前，我国一直停留在对地方报刊史研究的阶段，
此书一出，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为
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奠
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
位。《中国报学史》自 )%&'年 ))月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后，畅销不衰，曾多次重印，并被译成日
文出版，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以后日本人编
写的《中华新闻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
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及林语堂用英文所写
《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等书，都是据《中国报学
史》为蓝本写成的。
《中国报学史》最受人推崇的特点之一是材

料的丰富翔实，这些材料的得来无一不凝聚着
戈公振多年的精力和心血。他 )%)&年就开始从
事新闻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像蜜蜂采蜜一样，
辛勤积累。十余年来，他广泛搜集各种新闻史
料，他那书房兼卧室里的 +张高大的书架上，堆
满了有关的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

)%&,年春，戈公振应邀为上海国民大学报
学系的学生教授《中国报学史》，这使他有机会
将多年积累的资料作一番认真的梳理，并正式
开始着手撰写《中国报学史》。撰写此书的过程
中，戈公振又一次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为
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
教；为觅得第一手文献资料，还在《时报》上刊登
“访求旧报”的广告，并不辞辛劳，频频出入沪上
各家图书馆。其中，徐家汇藏书楼是他去得最勤
的地方。这所属于天主教耶稣会修道院的藏书
楼创办于 )"+'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一家图书
馆，拥有丰富的中外文书刊。藏书楼平时很少对
中国人开放，尤其是教外人士。当时主持藏书楼
日常事务的是徐宗泽修士，他是徐光启的后裔，
本人也是一位学者，著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
论》《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等书。他和戈公
振以学会友，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友谊，戈公
振也因此得以自由出入藏书楼，充分利用藏书
楼丰富的馆藏，尤其是上海开埠以来外国人所
办的早期报刊。这使他得益匪浅，也大大丰富了
《中国报学史》的内容，日后他曾多次对侄儿戈
宝权提起过徐宗泽和藏书楼对他著书提供的帮
助。

开创新闻画报先河
&-世纪初，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对新闻

时事照片的需求也愈来愈广泛，)%$&年出版的
《大陆》杂志、)%$+年出版的《东方杂志》，都开
始较多地采用刊登新闻照片；随着制版技术的
进步，时事照片在新闻报道中得到了更普遍的
应用。但当时尚无专业人士去采访拍摄新闻，时
事照片的提供明显有着临时、随意的特点。晚清
民初的报馆，尤其是中文报馆，一般都不设专职
的摄影记者，所需新闻照片，多半委托照相馆的
摄影师代拍。对此，林泽苍等人在《增广摄影良
友》一书中有专门论述：“华文各报之新闻照片，
均仰给于各照相馆，往往不另付梓。盖各报馆于
登出时，照片之旁注明：某某照相馆摄。在照相
馆方面，则为广告作用，而报馆则得免费之资
料，是因互相利用耳。”这里有一个极好的例证：
)%&$年 .月 %日，戈公振创办《图画时报》，虽
云“图画”，却以摄影报道为主，实开中国新闻摄
影画报之先河。戈公振开篇即明言：“世界愈进
步，事愈繁剧 ，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必藉图画
以明之。夫象物有鼎，豳风有图，彰善阐恶，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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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50年
代，一代名报人戈公
振的藏书由其侄子、
翻译家戈宝权捐赠
给上海图书馆，入藏
徐家汇藏书楼。这
批藏书内容非常丰
富，经整理编目共有
1500余册之多，其
中有一册名为《中国
报学史》的稿本，十
分引人瞩目。经笔
者查阅，此册稿本
其实并非这本名
著的原稿，而是该
书写作期间的一
本散页笔记，内容
很庞杂，共一百多
页，有文章初稿、
阅读笔记，也有报
刊剪报、信函底
稿，其中对各种在
华外文报纸的资
料整理比较突出。

已久。今民风蔽锢，政教未及清明，本刊将继
文学之未逮，一一揭而出之，尽像穷形，俾举
世有所观感。”宗旨虽定，执行起来却并不易。
因来稿中新闻照片太少，且清晰堪用的不多，
以致戈公振屡屡刊出“新闻照片优先”“照片
以清晰为第一要义”等“启事”，并开出了每幅
照片从 ,角到 +元的高稿酬，且强调“风景照
片虽佳不录”。经一番努力，)%&)年 *月，戈
公振终于为《时报》在照片提供方面找到一家
长期的合作伙伴：宝记照相馆；双方并请人作
见证，郑重地签定了一份合同书。这是目前仅
见的一份报社和照相馆之间签定的合同，其
中涉及很多具体事宜，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有详尽的解释，在新闻史和摄影史上具有重
要的文献价值。本文谨在此披露其中的一些
重要条款：

" 时报馆委托宝记照相馆为时报摄影

部代表! 专摄取关于地方上随时发生有价值

之新闻事情"

" 时报每次委托宝记所照之件!如是当

日贰点前摄毕返馆者!至迟不过五点完竣!交

付时报制版"

" 时报所委托摄之件每次刊出报面!应

于图版旁边明显之处排印#宝记摄$字样!以

为酬劳%宝记特订一特别优待办法!只取药料

成本!不记手工"其办法如下&四寸每张四角!

六寸六角!十二寸贰元% 如用电光!每次另加

贰元%

" 宝记交付之照片! 时报须于四十八小

时内刊出报面!四十八小时以内!宝记不得将该

像片出售!以保存时报权利'倘已刊出或四十八

小时之后!宝记得任便将该像片分售他人%

" 宝记交付时报之像片!未经刊出报面

或刊出报面而漏排#宝记摄$字样!则照普通

照相计算!其办法如下&四寸每张贰元!六寸

叁元!十二寸捌元% 电光另加贰元%

" 时报应给付之款! 每逢月底清算!不

得拖欠% 每次摄影三里以内近道!车费免计'

三里以外之远道!车费由时报供给%

" 地方上随时发生有价值之新闻事情!

时报如需摄影制版!当然委托宝记代摄%倘遇

宝记摄影员等先有他约!不能应命时!时报得

任便委托他家代办%

" 此合同履行期内!宝记不得再为其他

报馆摄影代表! 时报馆不得再托其他照相馆

为摄影代表%

" 此合同为无限期性质!如有一方面不

愿履行时!须预先早一月通告取消!但未得通

告取消前!仍然发生效力%

合同签定后，宝记照相馆拍摄的新闻照
片便频频出现在《图画时报》版面上，笔者统
计了一下，署名“宝记摄”的照片仅在 )到
&--期内就在百张以上，远远超过“英明”、
“心心”、“中华”等其他照相馆，名副其实地成
为《图画时报》新闻照片的第一供应大户，《时
报》和“宝记”获得了双赢。

戈氏藏书下落何在
)%*,年 )-月 &&日，一代报人戈公振因

劳累过度，染病不治，在上海虹桥疗养院逝
世，年仅 +,岁。当时各大报纸都作了报道，新
闻界同声惋悼。戈公振辞世后，他丰富而有特
色的藏书一直为人们关注，当时有一家进步
报纸曾建议：“戈氏三年中在外所搜寻之新闻
事业书籍，闻有一千余种多，将来或拟赠图书
馆。愚意此图书馆当与寻常有别，地址宜在戈
氏服务最久之上海。宜勿附属于任何图书馆，
而特创一全国新闻事业专设之图书馆，以纪
念戈氏。”（《时代日报》)%*,年 )-月 &+日社
论《闻戈公振逝世敬告全国报业》）这个建议
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因时局转紧，很快又爆
发了抗战，此事遂被耽搁了下来。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侵
入上海租界。戈氏亲属考虑到这些书存放在
家里不安全，就把它们装入好几个藤箱和麻
袋，藏于戈公振的儿子戈宝树就读过的徐汇
公学仓库里，就这样，这批书一直在那里存放
到建国初。

)%,,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戈公振的
《中国报学史》，戈宝权在《前言》中谈到戈公
振和徐家汇藏书楼的关系，戈公振的藏书再
次引起社会的关注。有关方面分别写信给戈
宝权，征求他的意见。戈宝权接信后和姑母戈
绍怡作了郑重研究，认为这些藏书对新闻史
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不宜由戈家收藏。
考虑到戈公振在写作《中国报学史》时和徐家
汇藏书楼结成的密切关系，决定将这批书捐
赠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接受捐赠后对
戈公振的藏书进行了整理，并编制了《戈公振
先生藏书目录》。根据这份目录，可以知道，在
总共 ),--余册资料中，其中有不少是珍贵的
历史文献，如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
三日出版的《申报》创刊号，)"")年出版的
《新报》，)""&年出版的《沪报》《时报》等等；
还有戈公振两次赴国外考察保留下来的众多
资料，留存至今，有不少已成为罕有的历史见
证；这批资料中还有不少戈公振的手稿及与
文化界名人的来往信件，更是世上独一无二
的孤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后记

上海图书馆非常重视戈公振的这批藏

书!辟了专室收藏!定期有人打扫!对专家学

者则约期阅览开放%几十年来!这批珍贵的文

献在上图不但安然无恙! 而且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上海新闻史)等学术专著!有不少章节

就是借鉴了戈氏藏书才写成的%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有关#藏书$的

条目中写道&#私人藏书是世界上许多大图书

馆的基础% $这是一个铁的事实!如果调查一

下我们各大图书馆的馆藏基础! 也同样可以

开出一大批私人藏书家的名单! 并且几乎每

一个人的收藏捐赠过程都可以写出一篇令人

感动的故事%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上!戈公振

的名字一定会赫然列在其中%

#

! !"!# 年初进时报时的戈

公振

# !"$%年 &&月中国报学史

初版本

# &"$%年戈公振访问英国时的居留证

# &"$'年戈公振参观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社

# &""(年 &$月戈宝权访问藏书楼

# 戈公振收藏的近代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

(上海新报)

# 民国初年的时报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