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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交流与抗争: 作为媒介的民国报纸展览研究
*

■ 郭 冲 朱至刚

【内容摘要】 1920 年代以来，“报纸展览会”作为“新知”逐渐见诸报端，进而被国人熟知、利用。在由

“新知”到“旧闻”进而到“惯习”的转变过程中，报展经不断调适，逐渐生发出作为媒介的“交流”“学习”
与“斗争”的丰富意涵。细究这一现象，笔者以为，报展媒介意涵的转变背后析出的是我国新闻职业化的

不断推进和新闻职业团体的渐次发展。而报展的斗争意涵转向，则展现出民国时期我国新闻界在“民

族—国家”这一现代性视阈下所做出的抗争。
【关键词】 民国报纸; 展览会; 新闻职业团体

20 世纪以来，作为我国新闻学发展的显性趋势，

新闻职业化与学术化程度不断得 以 推 进。同 时，新

闻国际交流日益昌盛。在此趋势之下，自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末，报纸展览会于近代新闻史中初见

端倪并被广泛运用，是贯穿于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

的一种常见的新闻交流形式。1920 年代，作为西方

近代化的标志产物之一，报界展览会于当时国人而

言，本身就处于“新知”①的范畴之内。此后，随着我

国政治局势的转变和新闻职业化的推进，报纸展览

逐渐越出“新知”的边界，在观念上和实践上渐为新

闻界所熟悉并常用。细查史料可发 现，它 不 仅 常 常

见诸于民国各种报章之中，也是报界学者、报人等群

体反复言说的对象。
有关近代报纸展览会的研究，目前不算繁盛。有

研究以上海复旦大学 1935 年世界报业展览会为中心，

探讨报业展览会的作用和影响②。但因个案研究的视

角局限，无法在历时性角度观照报业展览会这一事实

上贯穿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末的新闻媒介，且视

野也易固定在复旦这次报纸展览之中，没有详述报纸

展览会这一媒介的功能的演变。因而，无论从媒介意

义、抑或是历时性立场，报纸展览会相关问题都值得进

一步研究。
值得探讨的是，报纸展览会在我国的发展，随着国

家时局和新闻职业化的变迁，逐渐被国人用以实现不

同的目的，因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意涵。德布雷提出，具

有中介行为( mediation) 的媒介，可以指社会交流规范、
物理载体、传播设备、符号表示的整体过程等不同的方

面。③如此，媒介研究跨出了文字语言，走向了其他意

义载体，如行为、场所、仪式，媒介也被赋予精神的、智

力的意义。④本文不妨将报纸展览会视为附带“中介行

为”的媒介，来考察其中介行为“行动”上的变迁和意

涵上的演化，并推演其原因。
有鉴于此，笔者借鉴媒介中介行为概念，从不同

的维度来阐释报纸展览会作为媒介所表现出的“中

介行为”的意义和功能。本文以民国时期的报纸展

览会为切口，并将其作为媒介来阐释当时国人对于

报纸展览会的认知与利用，以及在此过程中，报展被

赋予的意义和被希望达到的目的。借 此，本 文 尝 试

管窥媒介意义上的报纸展览会及其得以组织的社会

背景的变迁。

一、互通有无: 作为信息交流媒介的报展

1851 年英国万国工业博览会已颇具声势。毋庸

置疑，作 为 工 业 革 命 近 代 化 产 物 的 代 表，展 览 会

( Expo) 本身就为促成交流而设置，自然已经具备了媒

介的“信息传递功能”。1928 年德国科隆市长亚戴诺

博士( Dr． Adenawer) 建议举办世界报纸博览会。作为

“破天荒第一次之万国新闻博览会”⑤，它“对于中国的

出品存着极厚的希望”⑥并在会场中建立中国馆，我国

因此得以参加世界报纸展览。而作为交流的另一方，

世界报展恰可与我国新闻界此时对于国际宣传的呼吁

和诉求相合:“对于国际间不可不有正当之宣传，以使

外人明了吾国国中真正之情形”进而“对内可使国家

政治清明，对外可使国家主权独立”⑦。对于当时的中

国而言，展览会不仅作为“新知”传入中国，且这种“新

知”意义上的“媒介”首先搭建的即是世界范围的交

流。有关报刊信息的共享、新闻业发展等问题自然而

然得以在这种平台上进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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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我国参与展品有古代报纸、早期近代报刊

等在内的 10 多个种类，上海各大报如《申报》等，中共

中央机关报如《向导》等，新闻学著作如《中国报学史》
等，部分省份报刊如武汉《汉口中西报》⑧甚至画报《红

玫瑰画报》《紫葡萄》⑨等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⑩。虽因

国内局势“祸乱之故，政府及报界自顾不暇”瑏瑡以致“中

国内地，应者寥寥”瑏瑢，但德国科隆世界报展本身作为

媒介的交流意义不可谓不大。该会以直观的形式向世

界展示了我国报纸的历史和近况。中国馆甚至雇佣了

曾参加 1927 年德国德来斯墩( Dresden) 世界报纸博览

会的制桑皮工人林宗岩、朱旭亭二人赴德，在馆中当众

工作。瑏瑣

对于中国亲历者、参观者而言，此次盛会带来了一

定的新鲜感和信息冲击。以王万叶为例，他在《北洋画

报》《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游览观感。在详细记录博

览会基本布局、风景人物、建筑设计等“不知能否于此

数十年中，使在中国一见”瑏瑤之余，王万叶提出“深盼诸

君子努力进取，为国增光也”瑏瑥的愿景。赴欧考察的戈

公振则也“遍览外国部各馆”，发现“几一致为广告作

用，尤以俄国馆为最”这种展览风气，两相对比，不得不

发出“我国为造纸及有报纸最先之国，大可借此宣传，

何国人———尤以与自身有关系之报界———漠视至于如

此也”的感叹瑏瑦。尽管国内报界参展不算积极，但此次

报展信息依然传入国内，受到广泛关注。《东方杂志》
《国闻周报》《时报》《晶报》等报刊都刊登报道，《良

友》画报还以较大的图片篇幅报道了德国报章博览会。
作为信息分享和宣传交流意义上的媒介，报纸展

览会天然地具有信息传递的职能。国内自 20 世纪 20
年代兴起的报纸展览会首先都作为业内信息交流的平

台而存在。举例而言，学校报纸展览诸如 1933 年燕京

大学报纸展览会由旨在“做学术的研究，俾后觉者有新

启示”瑏瑧的“新闻讨论会”所组织，1935 年复旦世界报纸

展览会，初衷是“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唤起研究”“便

于观摩”、以及谋“新闻教育与报业合作”等，促使中

外、古今、偏远地区与报业林立之地、一般民众与报业、
新闻院校与业界之间的交流瑏瑨。两校均意在沟通新闻

院校教学与社会新闻业态。再如，抗战时期大后方报

纸展览往往起到沟通抗战国统区、敌后、敌伪区与国际

等的报业近况和斗争形势的作用。1943 年，“坚持浙

东敌后艰苦斗争之报界同人……举行报纸展览”，各沦

陷区的敌伪报章杂志也陈列出来，“以俾浏览敌伪奴化

我国政策之一斑”瑏瑩 ; 而新闻团体报展不仅能向社会大

众传递报展及报界信息和动向，还帮助构建团体之间、
团体与大众、团体与政府等多边沟通。例如，1936 年 2
月底 3 月初，武汉新闻界举办“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

读物展览会”，展品包括 1935 年杭州全国报纸展览、上

海复旦大学世界报展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办

的全国儿童读物展览会的全部展品，还借调了国民党

中央当时举办全国报展的部分展品，意在“以此提高民

众知识兴趣、沟通民众与政府的隔膜，扩大儿童求知范

围”瑐瑠。
依托于具象建筑空间的报纸展览会，属个人和集

体行为意义上的中介，既可承担基础的交流作用，还可

作为思想形成的模式完成“中介”的功能。除开报展

作为媒介而建构的直接意义上的信息交流与共享以

外，基于“作为物种”瑐瑡的报展媒介所展开的纷繁的多

线索信息交流意义复杂而深刻。以德国世界报展为

例，其首先展开的信息交流是为征集展品、筹建中国馆

的努力。德国外交部委托德使馆致函我国北京外交

部，我国旅外有心人士也驰函国内相告。从官方函告

到私人委托，于德国而言，为筹办报展展开的交流不可

谓不密集。至于国内，为筹集展品，信息的交换和传递

也不断累加。因困扰于国事，德国的外交函件并未收

到预期效果，旅外人士的私人信件也孤掌难鸣。博览

会遂委托德国中国学院院长卫礼贤博士和柏林中国通

讯社主任廖焕星代为筹集。该学院认为新闻学刊社

“以推广中国新闻学为事，想于此事，必能得蒙诸君子

之赞助”瑐瑢。故而黄天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承担了征

集部分展品的任务。为帮助筹得展品，张元济在回复

卫礼贤的信件中也曾做出“敝馆敢不勉力赞助……当

嘱敝馆交通科量为照办”瑐瑣的承诺。围绕报展的举办，

来自报章的报道、其他团体的祝贺等交流形式也随之

展开。如，1935 年复旦报展，《申报》《字林西报》《新

闻报》等多家报社纷纷报道自不必提，杭州新闻记者公

会、江苏新闻学社、上海儿童书局等均发来贺电，甚至

罗马教皇东方神父塔爵士钱曾祺也发来庆贺状。瑐瑤

报展举办前后，与其他媒介的互动进而开始，展开

的交流意义也往往由其他媒介所主导。仍以德国报展

为例，我国媒体对其从图片到文字、从形式到内容的全

方位关注报道构成了进一步信息交流的主要内容。而

对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人而言，作为西学东渐的“新

知”之一，报展的媒介意义还体现在国人对其由“新

知”到“惯习”的转变。素有国内报业从业经验的戈公

振在欧洲访问时，曾提出“博览会性质，以报纸为主体

者，吾未前闻，有之，自科恩始。”瑐瑥可以推测，1928 年德

国世界报纸博览会之前，上海新闻学会虽曾于 1926 年

1 月在上海举办过“南洋各报展览会”瑐瑦，但报展对于国

人来说，仍是鲜少听闻的新鲜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

何德国采用官方函件和私人联系等多种方式，也并未

唤起我国新闻界参展的广泛热情，以至“京津沪大埠报

界同志，莫不袖手观望”瑐瑧了。如前陈述，德国世界报

展经由亲历者所发报道、图片传入国内，先见诸于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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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端，进而引起国内新闻界广泛关注。此后，戈公振、
胡道静、黄天鹏等新闻学研究者、教育者均在著述中提

及此次报展。甚至，直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报

展依然出现在我国的报刊杂志之中瑐瑨。
与报展被国人反复提及几乎同时，报展也逐渐在

国内走出“新知”的范畴，变为“旧闻”。在此过程中起

到决定性作用的，除了作为一体两翼的学者、报人的反

复言说之外，还有国内不断涌现的依托于各种新闻团

体、机构举办的报纸展览实践本身。1931 年 8 月 8 日

－ 10 日，考察归来的戈公振在杭州西湖罗苑举办中外

报纸展览会，陈列了他在英法等国考察带回的照片、报
纸以及邵飘萍、徐宝璜、蒋国珍、任白涛、黄天鹏、谢六

逸等人的新闻学专著，吸引了大批新闻名家、名记者。
随着报展这一媒介形式的渐趋成熟，20 世纪 20 年

代后期及以后，它所带来的交流意义上的“媒介行为”
几乎成为国内新闻学界、业界的常规选择而在目标、规
划、执行、性质等方面渐趋固定，并在多区域、多省份不

断出现。史料显示，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除了展出报

刊数量因受到战乱影响而有所减少外，我国报展举办

数量、举办区域都呈增势，甚至出现“报展年”瑐瑩，展览

种类也分化为全国报展、世界报展、敌后报展、儿童报

章杂志展、特种报展等多种。同时，我国报章持续保持

对国际报展的关注。比如，1931 年开幕的伦敦报纸展

览会也有国内媒体对此展开报道瑑瑠。至 20 世纪 30 年

代，作为“惯习”的报展，其功能和意义已得到官方肯

定与参与。1935 年，国民党当局收到朝鲜日报社世界

各报展览的华文样报征集要求时，国民政府外交部情

报司认为该报展“实为我国报纸表现成绩，向外宣传之

良机”，特准中央宣传委员会向全国按地域征集，经由

领事馆转交朝鲜该报社。瑑瑡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县级

单位已可自如举办报展。1941 年，“为介绍各地报纸，

引起民众阅读报纸兴趣”，江西广丰县民众教育馆筹备

全国报纸展览。瑑瑢

须加注意，经验性事实———“报展热”现象本身，

既是作为媒介的西方报展在国内交流意义上进一步扩

散的明证和结果，同时也是促进我国对报展作为媒介

的共享意义建构的中介。与之相对应，国人对于报展

的认知，也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仅惊叹于“西方新闻家探

访术之神妙”瑑瑣演变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影响我国文

化前途者亦甚巨”瑑瑤。1933 年，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书

籍中出现词汇“报纸展览架”瑑瑥，说明此时报纸展览确

已成为社会的显性话题和常规活动。而报纸展览架作

为“记录和存储的物质载体”之一，则彰显了报展作为

媒介的这一面相。如此，经由“舶来之物”———报展这

一媒介及其所产生的中介行为，在尚未完全近代化的

我国，不仅搭建了第一层面的信息交流意义，更逐渐生

发出新的“次生的”交流意义来。

二、“学然后知不足”瑑瑦 : 作为学习与示范媒介的报展

信息交流意义上的报展媒介由 1928 年的德国“旅

行”瑑瑧至国内，报展这一“新知”逐渐被国人接纳。彼

时，国内新闻职业化浪潮刚刚兴起，新闻职业团体和新

闻院校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和背景下，报展

这一媒介迅速被报界同人和新闻院校关注和使用。报

展在国内的延续运用与新闻职业团体、新闻院校之间

碰撞出的火花主导了民国报展的性质和媒介意义。而

这两条线索，为报展在国内的媒介意义的延展、转化和

再组织提供了可供依靠的主体，也为后者的发展路径

奠定了基调。作为观念的“报展”，在此过程中，从“新

知”转向国人耳熟能详的“旧闻”，进而在新闻团体、新
闻院校等的实践展开和特殊意涵赋予之下，不断转化

为媒介共享意义上的“惯习”。
由“旧闻”到“惯习”的报展，首先诉诸的媒介中介

是其作为学习媒介的功能。此时，我国正处于新闻院

系筚路蓝缕、纷纷涌现时期。经由德国报展亲历者在

报章杂志上的推广，以及其中之一戈公振于 1931 年在

杭州办报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开了沪苏浙等地区的

报展风气，促使报展作为媒介行为的渐次推广。
1931 年杭州报展的参观者之一、新闻学系系主任

谢六逸参与筹办了 1935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世界报纸

展览会。据记载，该报展的举办源于复旦新闻学会会

员的提议，“展览会的举行，一面用以引起社会人士对

于报纸的兴趣，促成报业改良，一面借此充实新闻学系

的内容……”瑑瑨可以看出，在复旦筹办者那里，报纸展

览的初衷就包含推动校内新闻系学生之间、校外新闻

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学习。在 7 天的展期内，复旦世界

报展展出展品超 3000 件，参与人数过万人，在我国可

谓规模空前。不仅如此，主委会在闭幕之前依然收到

了“许多口头或书面的要求，希望展览会能再延长几

天，以便外地以及没有看过的人有参观的机会”瑑瑩。中

国寰球学生会会长朱少屏以江湾地理位置偏僻为由建

议能到上海展览一次。虽然这些要求都被主办方以人

力、物力等限制为由婉拒，但足可见复旦世界报展的规

模以及对学生、新闻团体和新闻界的学习意义。
《申报》评价该展览“足使吾人自知所短，力求改

进之道”瑒瑠，《新闻快活林副刊》称其“引起人们对于报

纸传说的不少兴趣”瑒瑡，《新人周刊》则认为此次报展

“尤其是在新闻事业落后的中国，这一番举动不能不说

是相当的需要”瑒瑢。储玉坤也评价它“唤起一人士对于

报纸的兴趣，其意义甚为重大”瑒瑣。
1939 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同学举办报展，希望

“能以‘他山之石’，作为我们新闻立论的借镜”瑒瑤，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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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达 41 个海外国家的报纸 178 种，杂志 160 多种，仅

华侨报刊就有来自 19 个不同地区的 20 余种参加展

出瑒瑥，在战时为该校学生和新闻界交流、学习提供了良

机。报展的学习功能不为新闻团体、新闻院校报纸展

览所独有，作为个体的报刊也充当着报展的学习媒介。
抗战时期，新四军根据地报纸《拂晓报》油印技术高

超、版式新颖、墨色均匀，曾发行到世界各地，且多次参

加国外报展。1943 年，在法国“万国新闻报纸博览会”
上，《拂晓报》堪比铅印的油印成品受到当地参观者的

关注。瑒瑦

20 世纪 30 年代，囿于经验、人力与物力，于新闻团

体、新闻院校来说，举办上述规模的世界性报展不算易

事。不过，随之展开的围绕报纸展览的互相学习和借

鉴倒常常出现。1935 年，杭州新闻记者公会举办全国

报纸展览会，展出报刊 1455 种，参观量超过 3 万人次。
在全国新闻界、教育界影响力都非常大。该展览仅征

集工作就向全国各新闻记者公会、新闻学会、各大学新

闻系、各报社通讯社及新闻学家及史料收藏者求助。
有鉴于此，复旦新闻系派遣报展筹备委员会学生盛澄

世、舒宗侨赴杭取经并借调部分展品供复旦报展使用。
而杭州方面认为对培养新一代报人有帮助，才欣然应

允。出于类似的考虑，在南京全国报展筹备会杨铎、仇
培之的商调下，部分展品也转移到南京。可以看出，20
世纪 30 年代，作为媒介的报展，不仅可发挥原生性的

学习职能，也已成为学习、交流的媒介，且这一媒介作

用渐成网络勾连之势。
基本意 义 上 的 学 习、交 流 或 可 为 国 人 带 来“新

知”、反思自我、观照业界。可以看到，20 世纪 20 － 30
年代，基于报展媒介的学习意义，内容上的共享、报展

本身成为学习的对象而非途径使得依托于各地新闻团

体、院校、个人等的报展在展出模式、展览持续时间、展
品征集、宣传方式等方面趋同、进而被固定下来。而在

几乎同一进程之中，自 1935 年以后，报展作为媒介，其

形式溢出原本的内容层面上的学习交流，在一定程度

上开始发挥横向的“示范”作用，成为固定的“仪式”，

以新闻团体、新闻院校为提托，被逐渐固定下来，进而

演变为一种新闻界之“惯习”。
1933 年，国民党中央通过“修正新闻检查法”，设

置新闻检查所，要求各报送检小样甚至大样。在新闻

界抗议之下，行政院于民国廿二年九月一日通令全国

保护新闻记者。1934 年 8 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通电

全国，倡议定 9 月 1 日为记者节，受到全国各地新闻界

的响应以及国民政府当局行政院的核定公布。故而杭

州记者公会才在 1935 年首届记者节举办全国报纸展

览以示庆祝。此后，报纸展览逐渐演化为国内新闻组

织、新闻职业团体等庆祝九一记者节的标志性活动之

一。于新闻界而言，报展这一媒介逐渐由认知层面上

的“旧闻”转向意义层面上的“惯习”。作为与新闻组

织“捆绑”在一起的标志性纪念活动，报展被国内新闻

界赋予反对新闻检查、倡导新闻自由、保护新闻记者等

多方面意涵，成为新闻同人意义共享的媒介。
在此之后，尽管我国战火绵延，每逢九一记者节，

报纸展览往往都是庆祝活动的选择之一。1941 年，坚

持浙东敌后斗争的报界同人筹备纪念九一记者节活

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举行报纸展览进行纪念，展

品包括根据地报纸、大后方报纸、华北八路军报纸以及

日伪区报纸等，并举行座谈。瑒瑧1942 年 8 月，嘉定记者

联谊会成立，为庆祝九一记者节，该会于 9 月 1 日至 3
日举办蒋介石访问印度照片及报纸展览。瑒瑨1947 年记

者节，上海市记者公会举办由胡道静、杜绍文收藏的特

种报纸展览会以示纪念，并举办新闻摄影展览。瑒瑩

除了九一记者节这一特殊的纪念意义外，从另一

方面来看，报展还是新闻团体、院校成立、周年纪念活

动的标配之一。作为“共享意义”的另一个面相，有关

报展这一惯习的生成，虽未必完全脱胎于早期的新闻

团体，但至少与其息息相关。据笔者有限的史料掌握，

我国首次举办的报展约为 1926 年上海南洋报纸展览

会，该展览由上海新闻学会主办。瑓瑠1926 年 3 日，中国

首次报纸展览本就是上海新闻学会委员会就职，为增

加会员感性知识而举办。此后，1935 年，名噪一时的

复旦世界报纸展览会也是“本校将在本年秋季举行三

十周年纪念”的情境下，“为庆祝这个盛大的典礼”而

献礼。瑓瑡在强大的“示范”作用之下，报展在我国不仅逐

渐被国人熟悉，成为“旧闻”，并且不断本地化，被赋予

独特的第二重意涵———“纪念”“庆典”。此后，在相当

长的时间之内，在这一层面上，报纸展览会被新闻团

体、院校进行媒介中介的传播和意义的共享，成为另一

种镶嵌着“庆祝”含义的惯习。
1939 年，新闻系同学为庆祝中央政治学校校庆，

冒着日本敌机的轰炸在校园内举办报纸展览会。瑓瑢1944
年 4 月，为庆祝成立 4 周年，民族文化馆在抗战中举办

浙西首次全国报纸杂志展览会瑓瑣，“举凡边远省份及各

种特殊性报刊，均极齐备”瑓瑤。1947 年 9 月 18 日，“郑

州《春秋时报》社为纪念该报创刊两周年，举办河南新

闻史上首次全国报纸展览”瑓瑥。1948 年 12 月 5 日是国

立社会教育学院七周年院庆，新闻系师生“特别用了一

个全国报纸展览会，来作为庆祝的节目”瑓瑦。
这样，自 20 世纪 20 年代在我国兴起的报纸展览

会，在特殊的形势之下，原生性的交流与学习意义得以

沿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我传承，总是要通过中介

才得以实现”瑓瑧，在“新知”向“旧闻”转化的过程里，报

展被本土化实践赋予了记者节的纪念意涵和新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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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庆祝意涵。本土化以后的报展，其共享意义即使在

战时仍被广泛传播，直至意涵不断稳固下来。

三、民变蜂起、不平则鸣: 作为抗争媒介的报展

报展的本地化演变仍在继续。其作为媒介的文化

影响，根据环境动因逐渐产生分化。而战时状态下的

中国，通过影响作为文化主体的举办者而操纵着作为

客体的“报纸展览”，并不断转化其功能和意涵。
如果说附着在报展之上的庆祝意涵和纪念意涵是

报展作为媒介的转化与本土化，那么报展在我国所生

发的斗争性媒介意义应是其在被接纳和吸收过程中接

受的较大限度的改造。事实上，容易被忽视的是，作为

世界范围内最早声名鹊起的世界报纸博览会———德国

科隆报纸博览会的举办本身就蕴含一定程度上的斗争

意义。戈公振曾提到该展览设置的初衷:“科恩人创设

此会，一方庆自由恢复、一方且将提醒世人，勿忘莱茵

河畔，尚有未撤之法比军队在。”瑓瑨普鲁士总理在展览

上的致辞印证了这一点，“……有陈列室可以发见……
经何种奋斗，始获得言论自由。夫政府检查，警察干

涉，胥为新闻事业进行上之障碍，而言论自由，在革新

时期，需要尤切。”瑓瑩由此可见，于德国人而言，世界报

展设置的本意就包含文化交流与反对战争、追求新闻

自由的独特意指。
以笔者掌握的有限的材料来看，除戈公振的见刊

报道外，未见我国报展在媒介意义上对德国 1928 年报

展反对战争、追求新闻自由意涵的继承和发扬。但巧

合的是，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国内报展形式逐渐风靡，

让它声名鹊起的 1935 年杭州新闻记者公会报展和上

海复旦大学报展都不约而同的附带并彰显了抗争的意

涵。而此时，正值我国战火纷扰之际。可以确定的是，

国内战乱的社会背景是促使作为媒介的报纸展览的意

义得以转化的根本动因之一。
基于媒介的斗争意义层面，不妨重新来审视 1935

年杭州新闻记者公会举办的全国报纸展览。如前所

述，1935 年杭州全国报纸展览，为杭州新闻记者公会

为庆祝创立九一记者节而举办。往前追溯，这次报展

的举办和记者节的争取都是斗争的结果。20 世纪 30
年代，杭州报业、新闻团体较为发达，阅报运动、会员大

会等运动声势如火。在国民党当局 1933 年通过“修正

新闻检查法”，设置新闻检查所检查报纸小样、大样的

新闻控制背景之下，自来“以报纸为传播与推进文化之

利器”的杭州新闻记者公会遂奋起反击，通电全国新闻

界要求言论自由、力争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这一斗争

得到上海、北京、南京各报包括《中央日报》《南京朝

报》《民国日报》《东南日报》等的支持。瑔瑠在这种历史语

境之下，作为庆祝而设立的九一记者节和报展，本身就

附带着反报检、促自由的意义。而这次报展在全国新

闻界的影响连同反检查运动引发的全国支持一道，为

报展这一斗争意义的扩散提供了平台和语境。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紧随其后的上海复旦世界

报展虽意在取长补短、谋取合作等方面。不过，在上海

社会风气动乱、危及高校安全的背景之下，即使是校园

报展的意涵也在发生转变。据复旦报展 9 位主要学生

筹备者之一的舒宗侨回忆:“从 20 年代到 30 年代……
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獗。在上海的各大学里，他们通过

各种秘密的组织，并用种种卑劣手段来夺取和霸占各

级学生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学习和交流意义

之外，复旦报展的斗争意义不断加强:“我们筹备报展，

大家在思想上都有一个以实际成绩回答和抵制反动学

生破坏活动的思想，因而，我们干劲就更大”。瑔瑡新闻活

动无法孤立于社会，报纸展览会亦如是。处于这种风

气下的复旦学生报展，其背后蕴藏的反迫害的斗争性

印证了这种逻辑。
战争局势日益加剧，报展的斗争性媒介意义也不

断发展、扩大，在此之中，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起 到 了

重要作用。作为全国记者团体，发起成立于 1937 年

的“青记”相信“新闻宣传工作的影响，对于抗战有非

常重大的作用”瑔瑢。从史实上看，“青记”组织过不少

报纸展览。1938 年，由汉口迁入重庆的“青记”，为抵

制国民政府对解放区的封锁、反对新闻统制，在重庆

社交会堂举办全国报纸展览。瑔瑣据冯英子回忆，“通过

这一次全国报纸展览，将解放区生机勃勃和英勇抗

战的面貌，介绍于重庆人士之前，也打破了国民党政

府对解放区的封锁，鼓舞了大后方人民对抗战的决

心和斗志”瑔瑤。
1939 年 1 月，“青记”重庆分会在重庆举办全国报

纸展览，展出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的报纸，其中，

中共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报纸表现卓著。作为媒介的报

展肩负着“青记”展示新闻抗战、民众抗战的努力这一

功能，客观上，报展也鞭策了国统区新闻工作者。瑔瑥在

青记的各地分会如火如荼之际，报展这一媒介也被用

于各地斗争之中。湖南“青记”与《力报》、西安“青记”
与蒋慕岳等都曾举办过规模不一的报展。举办报纸展

览，作为“青记”在国统区展开的“合法斗争”瑔瑦武器之

一，在该组织不断扩张之际，报展的斗争媒介意涵不断

延伸，进而固定，成为抗战时期国统区乃至敌后等多区

域的共享意义。
与“青记”类似，虽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展规模

较小，但“斗争”的意涵却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而不断

推进。1941 年 2 月 22 日，延安《新中华报》举办全国

报展，该报直言，“身临会场，如亲临中国进步与保守、
光明与黑暗两大思想潮流决斗之战场”，同时，该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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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后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海外侨胞、及敌伪等“作

一全面的鸟瞰”瑔瑧，其战斗意义不仅包含反侵略、追求

新闻自由、要求民族独立，还包括反国民党新闻统制等

部分。此后，作为抗争的媒介，报展虽未达国内遍地开

花之势，但也多见于各地。1941 年 4 月盐城敌后报展、
1943 年浙东敌后报展、1944 年《民族日报》敌后报展、
康德《力报》敌后报展、1939 年初延安抗日根据地报展

等等，无不映现着报展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斗争意涵。
作为文化斗争的一部分，部分地区如苏皖边、豫苏皖边

报展依托于当地的文化协会而举办，与出版刊物、举办

美术展览会、编排歌剧等形式一道，作为抗敌斗争的宣

传武器而存在瑔瑨。
战火绵延之下，国统区报展也启用了该媒介抗敌

斗争的职能。梁寒操评价 1944 年《中央日报》全国

报展时提及:“其性质实即日本帝国主义者罪行的一

种记录……一定可以燃烧着观众的愤 怒 之 火，提 高

他们对于这次反侵略斗争的战斗意志与精神力量，

同时也指示着今后为争取光明与自由所应采取的正

确途径”瑔瑩。
就展出区域而言，我国报刊还曾作为战斗媒介的

代表，跨出国门，被送往多国参与报展。例如，在“青

记”和中共的努力之下，《拂晓报》不仅发行至包括东

南亚、亚欧在内多个国家，且多次参加海外报展，并曾

经作为我国“斗争”媒介的范本，参加了 1940 年的美国

纽约瑖瑠和 1943 年的莫斯科国际反法西斯的敌后报纸

展览。瑖瑡

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报展不仅作为第一性的互

相学习、交流的媒介而存在，同时，其“斗争”的属性纷

至沓来。作为斗争媒介的报展，其意义的演变与我国

国内的斗争形势息息相关。并且，随着抗日战争范围

的扩大、程度的加深、错综复杂的矛盾的演变，报展的

斗争意涵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丰富和深化，反对新闻

检查、追求新闻自由、反迫害、反侵略等意涵渐次累加。
具体而言，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两

次报展举办于 1935 年 9 月和 10 月。此时抗日战争虽

已打响，但长三角地带仍处国统区，其新闻界主要面临

的问题仍是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界新闻自由限制的不断

加剧和各种势力对新闻院校的迫害。因而，上述两次

报展当仁不让地肩负起反迫害、追求新闻自由、反新闻

检查的重任。
随着抗战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青记”在不断迁

徙的过程中，面对的不止是抗战这一基本矛盾。首先，

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报刊的打压、限制与检查也日益

严重; 其次，身处国统区的尴尬处境，迫使青记不得不

坚持合法斗争，以博取刊物的继续出版和组织长期存

续。沿着这两种考虑可以发现，作为媒介的报展在两

种意涵层面，都近乎完美地契合了“青记”的需求。首

先，报展本身的媒介功能意在交流、学习，出于敌占区

的不断扩大，青记可以通过举办不同范围、地区的报展

来达成国统区、敌占区、敌后等的新闻交流、经验学习

与共享; 其次，为争取新闻自由，激进的暴力手段恐受

制于“非法”的口实，而报纸展览会作为合法斗争的武

器，其优势不言而喻。敌后根据地等其他地区的报展

大致也可循着这一逻辑。
报展的斗争性媒介意义，在复旦与杭州报展之后，

经由青记、敌后根据地的不断强化，以及国统区的沿

用，其意涵逐渐得以确定下来并在抗战中广为出现。
无法否认，战时几乎割裂的国内各个区域，都居于抗战

的“共时性”之下。斗争性媒介意义的出现，暗合了当

时现代性的进程。时空分离和虚空给报展协调社会活

动、规则化社会关系提供了契机。抗战的特殊状态要

求并激发了报展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性的功能。“将

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 lifting out) 并

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瑖瑢。于抗

战中的报展筹划者、参观者、报道者乃至被报展影响所

覆盖的区域而言，报展的现代性意义相当于舒德森笔

下的“博物馆化”，二者都作用于当地民众对民族和现

代性的想象，而区别在于，报展付诸于“斗争性”意涵，

侧重“民族”性的唤起。
战时国统区、敌占区等区域地理上的割裂状态造

成一定程度上信息沟通的阻滞乃至隔绝，纸质媒介本

应充当构建、唤起、激发民族意识的主要载体，但其受

限于战时的物资、技术短缺和发行网络阻滞等问题，其

影响难以扩大。而不同于纸媒的是，报展具有主题较

易赋予和意义较易集中呈现等特点，故而它部分取代

了纸媒的角色，开始展开后者的这种构建、唤起和激发

民族斗争意识的作用。
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报展成为新闻院校、新闻

界、新闻团体等的斗争媒介不断涌现，并且渐成互为配

合之势。在这个过程中，报展意涵的侧重也逐渐产生

位移，从最初的重在“交流”“学习”偏向“学习”“交

流”与“斗争”“反抗”并重。而这些意涵及其演变之

径，也在反侵略形势及“民族”意识构建和传播的背景

之下，作为共享意义逐渐被国人所接受。

四、结语

细查报展发展背后的线索，时代的变迁和战争的

加剧当然是深层原因。在此之外，从 新 闻 业 发 展 本

身的逻辑和视角切入，或可探寻新闻业发展、新闻职

业化不断推进的显在浸润作用。20 世纪 20 年代，我

国新闻职业化不断发展，表征之一就是职业组织的

建立和发展。而我国报展的初现也在 20 世纪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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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这可能不是偶然。
组织化的材料如果没有物质化的组织的支持是无

法延续下去的。显而易见的是，民国报展与新闻组织

是共生关系。几乎所有的报展，背后都有新闻院校、新
闻团体等组织的牵头和筹办。清季以降，士绅结社活

动由秘密走向公开，各类社团数量不断增加。瑖瑣晚清科

举制度的废止、新式教育的兴起、现代职业分工的产

生，使报业成为一种蕴含自由价值、职业价值、生活价

值的现代自由职业。瑖瑤1905 年，《时报》倡议成立报界团

体，认为“夫 报 馆 同 盟，诚 厚 报 纸 之 力 之 不 二 法 门

也”。瑖瑥有学者考证，我国最早的报界团体为 1906 年 7
月 1 日 成 立 的 天 津 报 馆 俱 乐 部。有 研 究 认 为，直 到

1921 年，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在上海成立才意味着一

个真正 意 义 上 的 中 国 新 闻 记 者 的 自 由 职 业 团 体 出

现瑖瑦。而我国早期报展“南洋各报展览会”就是由上海

新闻学会举办的。
新闻职业化进程的加剧加速了新闻团体的发展，

而与此同时报纸展览的规模、质量、影响范围等方面也

在不断走向成熟。复旦世界报展即脱胎于新闻研究组

织———复旦新闻学会的倡议，“复旦新闻学系，向有新

闻学会之组织…… 新闻学会举行春季首次大会，由会

员提议在本校三十周年纪念时举办报纸展览会”瑖瑧。
新闻学会还为此向学校申请经济援助。杭州全国报纸

展览会主办方是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它的前身———杭

州新闻记者联合会自创办以来就不断开展阅报运动、

演讲、援助记者、参与废约运动。抗战时期，报展多数

依然依托于报界团体而存在。如青记组织、筹备的诸

多国统区报展。此外，另有部分报展依托于新闻院校

和报社等新闻相关组织。
社会形势的转变和战争进程的加剧也从“民族—

国家”这一现代性视阈为报展的媒介属性和意义变迁

提供了转换的植根之处。现代性不仅指组织的种类，

还指组织过程本身，即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而对社会

关系进行规则化的控制瑖瑨。随着反侵略战争的逐渐深

入，报展连同报纸一起逐渐被赋予重唤民众民族认知

与反抗意识、促使社会关系斗争化再组织的媒介意义。
这种意义的外在表征就是报展由信息传递、学习共享

意义向斗争性意义的转型。
从这个范畴上看，民国报展的发展路径，紧紧依托

我国社会现代性和新闻职业化的进程而推进。而作为

意义共享的媒介，无论其交流意义、学习意义抑或是抗

争意义，无不植根于民国时期国内形势的变化。作为

媒介的报展，其意义的变迁，既与我国社会现代性发展

轨迹相一致，又深深打上了时势变化的烙印。从域外

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他者”( the other) ，到深深植根我

国时事的“媒介”，报展意义的浮沉和变迁经由“新知”
“旧闻”到“惯习”，本身既是时代发展的注脚，也是本

土化重塑的范例。直至 1949 年以后，报展虽逐渐褪去

“斗争”的媒介意义，但作为“学习”和“交流”的媒介依

然显见于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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