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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如刊载得当，必不让于新闻 
——学习徐宝璜广告思想的一点体会 

● 许清茂  邵凡轩

1919 年徐宝璜《新闻学》一书正式

出版，时年 26岁。在该书的第十章《新

闻纸之广告》中，他提出了一个震雷惊

电的命题：“广告如登载得当，其为多

数人所注意也，必不让于新闻。”该书

先以《新闻学大意》为名在报刊上发表，

一年里“凡四易其稿而后定”，足见该

命题并非一时之论。

徐宝璜能提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命

题，除了他本身的聪慧和学识经历外，

首先跟他留美时对新闻学“至有兴会，

归国以来亦颇究心于本国之新闻事业”

密切相关，这一命题正是他结合国情提

出的。他说当时我国报刊“多徘徊歧路，

不少即已入迷途。此书发刊之意，希望

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

新生面”。因此，他把“新闻纸之广告”

一章，作为新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

阐述，所占篇幅与“新闻纸之社论”等

同，足见他对广告的重视。他后来发表

的新闻学论文中，对广告也多有谈及。

他明确指出，广告搞得好，不仅有利于

媒介自身的发展，而且“为发达商业计，

便利人事计，实有谋其广告发达之必要

也”，可见他深入地研究了广告同新闻

媒介的关系、广告同社会的关系。分析

他的一系列关于广告的论述，可以说，

他提出的广告不让于新闻的命题，是科

学的命题，具有丰富的内容。

新闻媒介广告应是正当的广

告，这是广告不让于新闻的前提

徐宝璜提出：“广告者与物有别。

商人对货物，无论何人，凡愿付相当之

代价者，均可举以售之。而新闻社对于

广告，则不可如是。当先审其内容何如。

若所说者为事实，而又无碍于风纪，则

可登出之。若为卖春药、治梅毒、名妓

到京或种种骗钱之广告，则虽人愿出重

资求其一登，亦当拒而不纳。因登有碍

风纪之广告，足长社会之恶风，殊失提

倡道德之职务；而登载虚伪骗人之广告，

又常使阅者因受欺而发生财产之损失。”

他还对广告新闻、有偿新闻和记者收受

贿赂“以非新闻而充假新闻”等当时新

闻界的丑行进行愤怒的谴责。因此，他

把“广告性质之新闻，不可登于新闻栏

内”作为一条“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

加以强调。对于指定特定版位的特别广

告，他指出 “如登于新闻之中间者（彼

时应放黑线于广告之四周，以免与新闻

相混）。”强调了广告同新闻等其他文字

而以条格、断例锓梓，布行天下。”如上，

这种“例”或“条格”就是当时官方传

播的重要内容。同时，元朝政府将这些

法律政策传达给各地方政府，让法律得

以广泛传播和施行，以彰显其蒙古族特

权。

官文书为元代官方传播的主

要形式

唐宋形成了官方传播的特殊媒

介——邸报，把官方传播推向了更为广

泛的大众传播的阶段。而元代的历史文

献对于邸报的记载甚少，难以断言。

现在学术界一般的说法是元代不存

在邸报，始终没有建立像宋朝那样的由

中枢部门统一发布政府官报的制度。“和

唐宋时代的进奏院名称相近的是‘通政

院’，隶属于军事部门，也只负责驿传

方面的工作，没有将有关朝廷政事信息

‘报行天下’的职责。”因此，元代官方

传播的主要形式还是以公文形式为主的

官文书。虽无官报，但官文书还是作为

一种媒介形式，连接着中央与地方，维

系着元代的中央集权体制。

任何一种传播形式，都有一定的

目的与价值，官方传播的价值在中国古

代阶级统治的社会中显得更为重要。元

朝的建立与发展是华夏多民族融合的过

程，也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迅

速发展的过程。信息传播，尤其是官方

传播，推动着民族融合与中央集权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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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明晰的界线，不容混淆。

他强烈批判那种迎合不健康社会心

理的行为，指出“迎合社会，乃贱者之

所为，与敲诈同为不德也”。所以他把

“专以致富为目的而办新闻纸者”同“颠

倒是非，博官猎贿”并列为“乃新闻事

业之罪人也”，强烈批判为敛财而办报

的思想行为。他说：报纸是“社会教育

最有力之机关，它的势力驾于学校教

育、教堂牧师之上。”“新闻事业为神圣

事业”，“对于社会负有重大责任。”他

认为报纸之广告收入，不仅可以使媒介

经济独立进而言论独立，“且可扩篇幅，

增加材料，减轻报资，以扩广其销路”，

也就是新闻媒介刊播广告的根本目的不

是图利，而在于担当起新闻媒介的社会

职责，以利于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广告能吸引多数人的注意而

不让于新闻，关键在于广告的真

实性

针对当时虚伪骗人广告和有碍风纪

广告的大量涌出，出现“广告信用扫地”，

“世人对于广告，每生鄙夷之心”，“鄙夷

之心既生，广告之力自灭”的普遍现象，

徐宝璜主张新闻媒介“宜负全责”。强

调“对于来登之广告，均应审查其内容”。

一是“对一望而知其为欺人或龌龊广告，

均应拒绝刊登”，二是“除一见即知其

为毫无疑问者外，应使登者先行保证其

可靠，证明其确实，或甚至由报馆先调

查其真伪，再定收登与否”。在《新闻

纸之性质与价值》一文中，他又说“对

于广告，宜负全责即审察其内容之真伪，

凡欺人与一切龌龊之广告，概谢绝之，

更宜进一步，要求登者自负全责，一觉

虚伪，即行停止”。

他认为这样一来广告“信用一著，

必受阅者之欢迎，而商家亦必争先登广

告矣”。保证了广告的真实性，报纸所

登广告，“不啻商业新闻，自深得阅者

之信任，而广告之力自益宏大矣”。而

新闻媒介一旦刊播了虚伪骗人的广告，

出现一条虚假广告，“其他广告效力遂

因而减色。”

那么什么是广告真实？徐宝璜提出

了简单而又明确的界定，他说：“广告

非一味夸大其词也，必求名副其实，广

告所述优点，必于其货品中一一见之。”

广告真实“或可谓广告之新闻化欤”，

明确指出了广告的真实性和新闻的真实

性是相通的。

   
广告不让于新闻，必须着眼

于“为多数人所注意”

徐宝璜主张办报要有读者观念，“所

收之广告，应确为毫无欺骗性质之商业

与人事之消息”，而且是读者所需要的。

他把广告“应确为毫无欺骗性质之商业

与人事之消息”同“所登之新闻，应确

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所载之

社论，应确为对于时事所下之正当透

辟之批评”并列为报纸材料的“品质”，

作为吸引读者、扩大报纸销路的正当方

法之一。这里“消息”一词值得我们深思。

他说“正当广告中之最足以推广一报之

销路者，为分类广告”。“每一种类，均

有一部分人，急欲取而读之”，“此种广

告乃小型之新闻”。他又说保证商业广

告的真实性，“排除诲淫之广告，即虚

伪欺人者，亦不收登”，如是这种商业

广告“不啻商业新闻，深得社会之信任，

商业因之颇为振兴”。我们只要联系他

给新闻下的定义就可以知道，他心目中

的新闻媒介广告，指的是为受众所需要

的信息。

（一）他认为新闻媒介广告应是受

众需要的信息，强调了消费者的利益。

因此，他特别强调，“故编者心中，应

常有货物与顾客二者，并存期间，对于

货物之佳处，与顾客之利益，先有明了

之了解，然后以平易简明之文，将其

一一说出，如店伙之广告顾客然，原原

本本，绝无张皇招摇之概。如是自能动

阅者之兴趣，而激其观感也”。他又说：

“设经理广告者得人，则可代商人编得

当之广告，并指导一切，使其货品皆为

应时之物，而索值又较市价为下。如是

登出之广告，必发生较大之效力，而使

其获利。商人见广告有效，必愿常登。”

他接着说：“广告固多不招自来者，然

有待于招揽者，亦为数不少，使经理得

人，必知招揽之方法，冬日则招揽冬货

之广告，夏日则招揽夏货之广告。随时

留心，随事注意。常能出新意，见商人

所未见到者，急走而告之，为之拟适宜

之广告，以备登载，如是则广告自不患

其寥落矣。”这些论述强调了广告应符

合顾客的利益，要把握受众需要的传播

时机。字里行间渗透着为受众服务的思

想。广告营运，要充分考虑受众和广告

主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要依照他们的

需要、他们的规则来塑造市场。但徐宝

璜先生更强调的是受众的需要。

（二）广告要为受众服务，就要研

究受众的接受心理，讲究艺术性。广告

是一种商业宣传，而宣传“盖用极准确

语言，导世人入于正当乐园也”。“所谓

广告者，任何方法之宣传，能转移心理，

引起注意，以达其目的也。”他在《新

闻事业之将来》一文中指出新闻事业应

“广告艺术化”，认为讲究广告的艺术性

有六个方面：即真实、选字、选句、地位、

变换、附图等。总之，徐宝璜认为广告“若

能化成艺术，或有文学上之意味，非特

尚美于一时，亦可见效于俄顷也”，“能

触动阅者之需要，引起阅者之信用，于

是则广告之效力尤大也”。

综观徐宝璜的广告观，他对广告的

研究不仅有经济学、新闻学、宣传学的

视野，也有美学、心理学的视野。他所

处的年代，我国的新闻媒介主要是报刊，

但他论述的报纸广告的原理、原则，同

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的广告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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