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报刊

任贵祥

  舆论往往得行动的先导，它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的发动和开展做了重要的准备。 辛亥革
命时期，华侨能够广泛地被发动起来支援和参加革命，与革命党领导人和革命派华侨大造舆
论宣传有密切关系。 其中创办革命报刊是舆论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 雨后春笋般的侨报

辛亥革命期间，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报热潮。据有的学者初步调查和统计，
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各种报刊达七八百种之多①。但这其中似未包括此间华侨创办的大量报
刊 （几种重要的除外） 。 据不完全统计，从兴中会创立到讨伐袁世凯结束期间，海外华侨报刊
至少有100多种 （参见下表），约占同期报刊总数的七八分之一。 可见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数
量众多、 规模庞大、 分布广泛 （散布世界各地） 的新闻队伍。 下面即简要介绍辛亥革命时期
的华侨报刊，以介绍革命报刊为主，同时也兼顾介绍一些拥护改良 （保皇） 派的侨报及其他
华侨报刊。
1898年5月，新加坡华侨富商邱菽园创办 《天南新报》。 适值康有为、 梁启超发动维新变

法达到高潮，该报拥护变法，给当地华侨留下较深的印象。由于报社经营不善于1905年停刊。
革命侨报，是伴随着华侨的革命活动而出现的。 受到革命党人尤列的宣传影响，新加坡

进步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产生反满革命思想，随即开始了革命活动。但由于风气闭塞，他
们的活动不为侨众所理解。 通过革命活动的实践，陈楚楠等 “觉得欲成大事，非先唤醒民众
不可”，遂于1904年春和张永福俩人 “各出一些资本，来组织一间 《图南日报》”②。 它是南洋
第一份鼓吹革命思想的侨报。 兴中会员尤列及华侨黄伯耀、 何德如、 康阴田等任编辑。 当时
南洋华侨社会思想封闭落后，一般侨众对宣传革命言论，多不能接受，反视为大逆不道。 故
报纸出版多日，鲜有订阅，销路不广。 如张永福自己所说： “图南报出世第一天，入了社会人
士的眼帘，他们就紧张起来，不约而同大呼小叫，说是无父无君，谋反大逆的报纸。 不要说
叫他们出钱来买一份看看是无望；就是你十二分诚意的不要钱送给他们一份看，请他们赏识，
他们老实不客气地随手就撕掉。”③可见该报办得很艰难。 初期报纸每日印1000份，可订阅者
只不过30多份，所以只好偷偷地把报纸塞到各商店里或住户家门口，免费赠阅，故经费开支
甚多而收入微乎其微，终因经济困难，于1905年秋被迫停刊。

陈楚楠等并未灰心，两个月后，他再度联合张永福将原 《图南日报》 设备作价入股，并
联络一些侨商集资，于1905年秋冬创办了 《南洋总汇报》，继续宣传革命，表现了不屈不挠
的意志。但不久该报思想保守的股东陈云秋、朱子佩在是否刊登宣传革命的言论上与陈楚楠、
张永福发生激烈争执，决定双方抽签解决，结果为守旧派抽得，而保皇派分子乘虚而入，篡
夺该报，使其成为保皇派的报纸。
1906年春孙中山来到新加坡建立同盟会，陈楚楠被选为会长。 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翌年

8月，陈楚楠、 张永福、 邓子瑜、 沈联芳等人合股创办同盟会的机关报—— 《中兴日报》。 该
报在经费和编辑力量上得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大力支持。 同盟会的骨干胡汉民、 居正、 陶
成章、 汪精卫、 田桐 （主编） 等多人均参加过编辑工作。 可见其编辑力量雄厚，阵容庞大。 该
报在南洋、欧美等地均设有代理处，实际上发行世界各地。报纸的名字即暗示汉人 “中兴”光
复大业之意，以引起华侨的关注。 发刊词为胡汉民所撰，其宗旨是 “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
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也”④，使每个人都能爱其民族和国家，以恢复中国人统治的中国，民



族思想寓于其中。 与以前大为不同的是，该报刚出版便 “很受到华侨大众的欢迎，大队群众
排列在报社大门口等候创刊号的发行，以便先睹为快”⑤。“南洋华侨从前对于革命党的报纸是
从来不愿意看的，在这次激烈的辩论中，无论是赞成革命的，反对革命的，或是中立的，对
于当时主持革命言论的中兴报，都争相传阅，有形无形中，增加他们认识革命的宗旨不少，南
洋华侨的革命风气，也逐渐的开展。”⑥ 《中兴日报》 最多时日销4万余份。 但它只注重宣传，
不重视经营，故报纸销路愈广，纸张和印刷费用越多，开销越大。 到1910年报纸负债累累，
被迫停刊。 《中兴日报》 作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 后为南洋支部的机关报，对于传播资产阶级
革命思想，唤醒南洋华侨的觉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 《中兴日报》 并驾齐驱的另一份革命侨报是 《星洲晨报》。 它是华侨同盟会员周之贞、
谢心准等于1909年创办的，编辑、 记者多为华侨革命党人，革命言论激烈。 该报 “取展钟以
醒痴迷之意”，“以广开民智为宗旨”⑦。 它打破了新加坡早期侨报每天下午出版的习惯，而改
在每天早晨出版，开创了早报的先例，赢得了不少读者。 但也因经济困难于1910年秋停刊。
1910年夏，华侨革命党人黄吉宸、 卢跃堂等集资创办了 《南侨日报》，继续宣传革命。 不

久武昌起义爆发，广大华侨更加关心国内政局，多据该报获得消息。 旋因经济拮据而停刊。
至民国成立前，新加坡革命侨报达到高潮，虽然多数侨报寿命不长，但能够前仆后继，连

续不断，为南洋各地侨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民国成立后，革命重心转向国内，华侨办报不
如此前踊跃，仅见的侨报有：1913年邱菽园等创办的 《振南日报》；陈新政等创办的 《民国日
报》 等。

马来亚最早侨报是1896年1月槟榔屿 （简称槟城） 侨商林华谦等集资创办的 《槟城新
报》。 该报支持改良和保皇，勉强维持出版到1907年，由当地同盟会负责人黄金庆、 吴世荣
购买报社设备，更换革命党人主持笔政，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继续出版，直到30年代才停刊。
1910年12月，原缅甸侨报 《光华日报》 的创办人庄银安，为躲避保皇党人勾结清政府驻缅领
事的政治陷害到槟城避难，与当地华侨革命党人陈新政、 黄金庆等共同创办 《光华日报》，大
声疾呼革命，为革命侨报的后起之秀。 此时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移到槟城，《光
华日报》 遂被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为同盟会后期在南洋的重要宣传机关。 它一直坚持出到
1936年，是东南亚历史最长的侨报之一。1911年，槟城还出版过由孙中山创办的 《光华日报
槟城新报联合版》；同年，《光华日报》 还编印出版了 《光华杂志》。1909年至1910年，革命
派华侨林道南、 陈占梅分别创办了 《吉隆坡日报》 和 《泗洲日报》；民国成立一年后，沙捞越
的古晋还出版过周报 《新闻启明星期报》。
1904年至1905年间，印度尼西亚出版的侨报有 《译报》、 《爪哇公报》、 《苏门答腊报》 和

《汉文新报》 等。1908年爪哇泗水出版的 《泗滨日报》，是印尼最早支持孙中山、 宣传革命的
侨报。1909～1919年间出版的 《华铎报》是由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出版的另一份革命报纸，宗
旨为 “以培养华侨独立、 合群、 尚武的品德和国家观念”⑧。 初期主编、 编辑均系华侨同盟会
员。
1899年以来，菲律宾相继出版的华侨报刊有 《益友新报》 （保皇会的机关报） 、 《岷益报》、

《警铎新闻》 等。1911年春，同盟会菲律宾分会成立，并于同年10月创办机关报 《公理报》，
是为菲律宾一份重要的革命侨报，一直存在到民国成立后。1914年菲律宾出版过 《中华日
报》、 《民号报》 等侨报。

暹罗最早的侨报是1903年创办的 《汉境日报》。1905年初革命党人陈景华逃亡暹罗，与
当地华侨萧佛成等创办了 《美南日报》，未几因经费困难而暂告停刊，旋改组更名为 《湄南日
报》 继续出版。 流亡至暹的保皇派骨干徐勤参加该报的编撰工作，因思想分歧而与陈、 萧分
裂成两派，展开斗争，结果保皇派占了上风，利用报社旧址，于1907年出版了 《启南日报》，
宣传保皇思想。 萧佛成、 陈景华等同盟会派分裂出来后，另辟舆论阵地，于1907年再办中、
暹文版的 《华暹新报》 。暹罗的另一份革命报纸是尤列于1908年创办的 《同侨报》。民国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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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蔡俊卿在曼谷创办了 《天汉公报》 ，保皇党人刘新茂独资创办了 《中华民报》，两报
互相对峙。
1903年，缅甸侨商庄银安、 谢启思等创办了保皇报 《仰江日报》，翌年更名 《仰光新报》。

后革命党人秦力山到仰光宣传革命，庄银安及其主办的报纸脱离保皇转向革命。 结果报纸遭
到守旧派的破坏被迫停刊。 庄银安等不甘罢休，1906年秋和同盟会骨干徐赞周再次集资创办
《商务调查月报》，未几停刊。 庄、 徐再联络一些侨商集资，购买原 《仰光新报》 的印刷设备，
于1908年8月创办 《光华日报》 （也有称 《光华报》） ，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光华日报》出
版后，攻击清王朝的腐败专制统治和保皇思想，影响很大。 两者阴谋勾结破坏，不少股东受
到威吓而退股。 保皇派乘机出资收买该报，更名为 《商务报》。 同盟会对此十分愤慨，随即召
开全体会员大会，一夜间集股1.3万盾，于1909年2月1日宣告 《光华日报》 复刊。 新的
《光华日报》 与 《商务报》 展开大论战，后者败阵被迫停刊。 但保皇派再次勾结清政府驻缅甸
领事和缅政府迫害 《光华日报》，迫使其第二次停刊。 庄银安逃避槟城后，与陈新政等第三次
创办 《光华日报》。1910年3月，徐赞周、 陈钟灵等人利用原报社的资产再办 《进化报》，继
续宣传革命。 但 《进化报》 出版不到一年，又被保皇党人勾结英国驻缅甸的军警借故寻 衅破
坏而停办。 继之，徐赞周又联络张永福 （与新加坡侨商张永福同名） 创办 《缅甸公报》，作为
革命党的机关报，1913年改组为 《觉民日报》。

由上可见，缅甸华侨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地坚守革命舆论阵地，在艰难恐怖的条件下不屈
不挠地为革命 “四次办报，所耗经费，约为缅币六万余盾，其经历之艰难险阻，殊非笔墨所
能形容。 而吾华侨同志为主义，为革命奋斗之精诚，诚属难能可贵也”⑨。

日本是革命和保皇两派的重要基地，又有大批留学生云集。 他们思想活跃，创办了80多
种革命报刊，其中有七八种与华侨有关。 如影响较大的有由梁启超主办，侨商冯境如、 冯紫
珊等资助的 《清议报》、 《新民丛报》，以及由同盟会总会主办、 由侨胞帮助发行的革命党机关
报 《民报》 等。 此外，还有华侨冯自由、 郑贯一等于1900年底创办的 《开智录》，以 “开民
智” 为宗旨，“各地华侨以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多欢迎之，尤以南洋群岛为最”10；1901年
创刊于东京的 《国民报》 月刊，秦力山、 冯镜如为总编辑和名义发行人，宗旨为 “宣扬革命
仇满二大主义，拟运动海外各埠华侨与内地志士联合一体，共同进行”11；1908年广东梅州籍
华侨问津在东京创办的地方性反满革命刊物 《梅州》 等等。

香港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重要据点之一。 革命派在此创办的 《中国日报》、 《世界公益
报》、 《广东日报》、 《大光报》、 《东方日报》 等报纸，均得到过华侨的支持或直接参与。

檀香山较早的侨报为侨商程蔚南创办的商报 《隆记报》，后改为 《檀山新报》 （也有称
《檀香新报》、 《檀香山新报》） 。 程加入兴中会后，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将该报改组为兴中会的
机关报。 后程因故将报社转让给兴中会员曾长福，于1907年更名为 《民生日报》，由卢信任
主笔。 旋因卢信与报社股东发生分歧，愤然辞职另办 《自由新报》。 保皇会在檀的侨报有梁启
超、 陈继俨 （仪侃） 创办的 《新中国报》。1907—1909年檀香山出版的侨报还有 《启智报》、
《天声报》、 《华兴报》 等。

辛亥革命前期美国的侨报有华人牧师伍盘照先后创办的 《华美新报》、 《中西日报》，以及
保皇派创办的 《宪政报》 （后更名为 《世界日报》） 等。1902年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创办 《大
同日报》 ，初由保皇分子欧榘甲任总编。 不久孙中山来美，欧在报上刊文攻击，被致公堂首领
黄三德、 唐琼昌逐出报社。 孙中山趁机介绍同盟会员刘成禺主持笔政，使其成为革命侨报。

美洲同盟会的重要喉舌为旧金山革命党人创办的 《少年中国晨报》。1908年，旧金山进步
华侨李是男、黄伯耀等人组织少年学社，并出资创办 《美洲少年周刊》。后在孙中山的支持下，
李是男等人招股集资，组织股份有限公司，于1910年8月创办 《少年中国晨报》 当时各报多
在午间出版，独该报为清晨出版。报纸面目一新，编辑力量强，成为美洲宣传三民主义的重要
阵地。 该报经营较好，“营业日隆，获利甚丰，置有大厦一所，及今犹巍然矗立，为清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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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机关报之惟一寿命最长者”12。民国成立后不久，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给该报旌义状： “ 《少
年中国报》 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余力，特给予优等旌义状，奕代后民，永
多厥义。此旌。”13在当时孙中山颁发的众多旌义状中，颁给国内外报刊是很少的，该报能享此
殊荣是当之无愧的。

加拿大是康有为建立保皇会的发源地。保皇会在这里创办了 《日新报》和 《世界日报》等
报纸作为舆论阵地。1906年12月初旬，基 督教会在温哥华创办了一份 《华英日报》，翌年孙
中山协助致公堂将该报改组为 《大汉公报》，使其成为革命侨报，由冯自由任主编。1911年在
维多利亚出版过由同盟会员编辑的不定期油印小报 《新民国报》。

辛亥革命期间，南美洲也出现了宣传革命的侨报。1911年3月10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出版
了宣传革命的油印周刊 《民醒日报》。 民国成立后一度停刊，1915年复刊。 民初巴拿马华侨黎
尚武等创办油印周刊 《共和报》，以 “宣传革命真谛” 等为宗旨。1902年元旦，古巴华侨易绮
茜创办 《华文日报》 ，1917年改为 《华文商报》。

辛亥革命时期欧洲的华侨报刊很少，有代表性的为1907年夏法国巴黎出版的 《新世纪》
周刊及1916年创刊的 《旅欧杂志》 等。

在大洋洲，较早的侨报有1902年在悉尼创办的保皇会的机关报 《东华报》。1906年，墨
尔本的一些华侨青年集资创办倾向革命的 《警东新报》。1910年，洪门致公堂在悉尼创办 《民
国报》，以 “反清复国” 为宗旨。1915年在墨、 悉两地还出版过 《平报》、 《公报》、 《澳华时
报》 等周报，均存在时间较短。
辛亥革命时期 （1894年～1916年即从兴中会建立到讨袁胜利） 华侨报刊统计表 （据不完全统计） *

国别 报刊名称 种类 出版地点 迄止时间 创办与主笔 备 注

新
 
加
 
坡

天南新报 日报 新加坡 1898.5.2～1905 邱菽园、徐季钧、王会仪 拥护维新派报纸

日新报 日报 新加坡 1899～1901 林文庆

图南日报 日报 新加坡 1904～1906 陈楚楠、张永福、尤列、陈诗仲 革命侨报

南洋总汇报 日报 新加坡
1905～1948.5（1929年
改《南洋总汇新报》）

初为陈楚楠、张永福等，后为
陈云秋、徐勤、欧榘甲等

初拥护革命，后内部分裂，保皇
派乘机而入，成为保皇党机关报

中兴日报 日报 新加坡 1907.8.20～1910年夏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创办）
胡汉民、田桐、居正、陶成章

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星洲晨报 早报 新加坡 1909～1910年秋 周之贞、谢心准 革命侨报

南侨日报 日报 新加坡 1910.10.27～1911 黄吉宸、卢耀堂 革命侨报

振南日报 日报 新加坡 1913～1914 邱菽园

国民日报 日报 新加坡 1914～1919 陈新政 拥护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

马
 
来
 
亚

槟城新报 槟榔屿 1896.1～1937（？） 林道南、陈新政、吴世荣 初拥护改良，后转为同盟会机关报
尚洋时报 吉隆坡 1896～不久停刊
吉隆坡日报 日报 吉隆坡 1909～1910（？） 林道南 革命侨报

泗州周报 周报 1910～不久停刊 陈占梅

光华日报 日报 槟榔屿 1910.12.20～1936 庄银安、黄金庆、陈新政 同盟会南洋支部机关报

光华报槟城新报 槟榔屿 1911～？ 孙中山 联合版

光华杂志 期刊 槟榔屿 1911～？ 光华日报社编

新闻启明星期报 周报 沙捞越古晋 1913.9～1913.12.3 李东成等

印
度
尼
西
亚

泗水新闻 马、印文 爪哇泗水 1902～ 郑坚成、林群贤、赵雨水 1942年日本占领时停刊，战后复刊
译  报 周报 1904～1906 蔡珠贯 中印文混合报

乌岛日报 爪哇 1904～1909 保皇会报纸

泗滨日报 日报 爪哇泗水 1908～1942 田桐、林煮梦 革命侨报

汉文新报 中、印文 爪哇泗水 1909～不久停刊 华侨教员 倾向革命

爪哇公报 爪哇三宝垄 1909～1910 马厥如、马乃东、苏锦廷
华铎报 周报 巴达维亚 1909.5～1919 陈百鹏、朱茂山、钟公任、白萍洲 初为保皇，后转拥护革命

苏门答腊民报 三日刊日报 棉兰 1914～1923 叶贻芳、林革尘、叶燕浅 进步商报

巴城日报 日报 巴达维亚 1908～？ 拥护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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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
 
宾

益友新报 马尼拉 1899～1901（？） 潘庶蕃、陆伯州 保皇党机关报，后改岷益报
岷益报 马尼拉 1904～1909 保皇会报纸（有称民义报）
警铎新闻 日报 马尼拉 1908～1909 王汉金、陈三多、施健庵
公理报 日报 马尼拉 1911.10～1972 郑汉淇、吴宗明 同盟会机关报，后为国民党机关报
中华日报 日报 马尼拉 1914～1915 施健庵 共和党侨报

民号报 马尼拉 1914～1932 李思辕、黄燮恭 国民党报纸

新福建报 马尼拉 1915～不久停刊 白萍州、施健庵

日
 
 
 
 
本

清议报 旬刊 横滨 1898.12.23～1901.12 梁启超、冯镜如、孟麦华、欧榘甲 改良派在海外的机关报

开智录 半月刊 横滨 1900.12～1901年春**郑贯一、冯自由 进步期刊

国民报 月刊 东京 1901.5.10～1901.8.10* 秦力山、冯镜如 革命期刊

新民丛报 半月、不定 横滨 1902.2.8～1907.11.21梁启超、冯紫珊 保皇党机关报

民报
初为月刊，
后不定期

东京 1908.11.26～1910.2 胡汉民、张继、陶成章、
章炳麟、汪精卫等

同盟会总部的机关报

梅 州 期刊 东京 1908.11.13～1910 问津 倾向革命的地方刊物

民国 不定期刊 东京 1914.5.10～1916 孙中山、居正、胡汉民、廖仲恺 为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

仰江日报 日报 仰光 1903～1904 谢启思、庄银安 倾向保皇

仰光新报 仰光 1904～1906 庄银安、庄伯英 初为保皇会机关报，后转向革命
商务调查月报 月刊 仰光 1906年秋～同年冬 庄银安、张石泉、萧少珊 倾向革命，仅出两期停刊

光华日报 日报 仰光 1908.8.27～1910.2 庄银安、陈仲赫、居正、杨秋帆、
吕志伊（天民）等

缅甸同盟会机关报，其间遭清使
馆和保皇会破坏停刊，不久复刊

商务报 日报 仰光 1909年底～1910 张石朋、李牙聪
《光华日报》被迫停刊后，
保皇派购其设备而创办

进化报 仰光 1910.3～1911.3 吕志伊、陈仲灵、徐赞周 《光华日报》第二次停刊后创办
缅甸公报 仰光 1910.11～1913 徐赞周、张永福、陈仲灵 《进化报》被迫停刊后改易该报

觉民日报 日报 仰光 1913.9.1～1942.3 饶潜川、陈仲灵、梁冰弦、陈允洛
《缅甸公报》改易，为国民党机关
报，日本占领缅甸停刊，胜利复刊

暹
 
 
罗

汉境日报 日报 曼谷 1903～不久停刊 保皇会创办 泰国最早的华文报

美南日报 日报 曼谷 1906～不久改组 陈景华、萧佛成、沈荇思 革命侨报

湄南日报 日报 曼谷 1906～？ 陈景华、萧佛成 由《美南日报》改组
启南日报 日报 曼谷 1907～1912 徐勤 保皇会报纸

华暹新报 日报华暹文 曼谷 1907～1932 陈景华、萧佛成、康阴田、王斧 同盟会机关报，后为国民党机关报
同侨报 曼谷 1908～？ 尤列等 革命侨报

天汉公报 曼谷 1912～？ 蔡俊卿

中华民报 曼谷 1912～1939 刘锡如、陈芳草 拥护君主立宪，1931年曾停刊
国
 
 
 
内

中国日报 日报 香港 1900～1915 陈少白、冯自由、郑贯公、黄世仲 革命党人最早创办的报纸

世界公益报 香港 1903～？ 黄伯耀、黄世仲
广东日报 日报 香港 1904.3.31～1906.3 陈树人、郑贯公、黄世忠
大光报 香港 1912.5.4～？ 冯自由

中华新报 汕头 1907年秋～1911秋 谢逸桥 岭东同盟会机关报

美
 
 
 
 
 
 
 
国

文宪报 周报、日报 旧金山 1891～1906 梁启田、徐勤等 维新派报纸
文兴报 日报 旧金山 1899～1909 梁朝杰、欧榘甲、梁君可 保皇会报纸，后改名《世界日报》

唐人街新闻 纽约 1896～？
华美新报 周报 洛杉矶 1899～1900.2.16 伍盘照 后迂旧金山改名《中西日报》
翰香报 旧金山？ 1900～？ 翰香公司
中西日报 日报 旧金山 1900.2.16～1951.1.1 伍盘照、邓翼云、伍于衍、苏醒之 倾向维新，后转革命

大同日报 日报 旧金山 1902～1925 欧榘甲、刘成禺、唐琼昌、
李伯贤等

为致公党机关报，后改组拥护革命
1912～1914年改《中华民国公报》

金港日报 中英文 旧金山 1904～1909 保皇会报纸
纽约日报 纽约 1904～1909 保皇会报纸
中国维新报 周报 纽约 1904～民国后 龚张 后改《国权报》，为宪政党党报
世界日报 日报 旧金山 1906～？ 黄吉耀、梁朝杰 后改组为《文兴报》
国魂日报 日报 沙加缅度 1906～1911 张启煌 每星期日停刊
民志报 纽约 1906～？ 安良堂办

美洲少年周刊 周刊 旧金山 1906～1910.8.19 李是男、黄伯耀、温雄飞、黄超五 后改《少年中国晨报》

少年中国晨报 晨报 旧金山
1910.8.19～至现在
后改《少年中国》

黄伯耀、黄超五、李是男、黄芸
苏、崔约通、伍平一、张蔼蕴等

美洲同盟会机关报，为革命党
报纸中效益最好、时间最长者

民国公报 纽约 1913～？ 蒋梦麟、伍洪赏
民口 杂志 旧金山 1914年春～1916 谢英伯、冯自由 主张讨袁，出至24期后移到日本
民气报 小报 纽约 1915～？ 谢英伯、钟荣光 为美东国民党机关报

78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7年 第4期



檀
 
香
 
山
 ***

新中国报 檀香山 1900～1928 梁启超、陈继俨、黄绍纯、李大明 早年为保皇党机关报

隆记报
初周报，后
三、六出版

檀香山 1883～1903 程蔚南
初为商报，1903年被孙中山改组为
兴中会的机关报，成为革命侨报

檀香新报 檀香山 1903～1907 程蔚南、何宽、郑金、李昌、
许直臣、张泽黎

其前身为《隆记报》，后易名
《民生日报》

民生日报 二日刊 檀香山 1907～1908 曾长福、张泽黎、卢信 由《檀山新报》改组，革命报纸
启智报 不定期 檀香山 1907～同年停刊 郑秀隆、林怀 洪门报纸，倾向革命
华夏报 不定期 檀香山 1907～同年停刊 基督教福音堂 教会报纸

自由新报
二日、三日
刊   

檀香山 1908～1928 卢信、温雄飞、吴荣新
革命侨报，由《民生日报》改组，
后成为国民党机关报

天声报 檀香山 1908～？
华兴报 檀香山 1909～？ 中华商会 报道商界消息为主

大声杂志 期刊 檀香山 1909～？ 卢信、孙称、许裳

加
 
拿
 
大

日新报 温哥华 1903～？ 何卓竞、梁文兴 保皇会报纸，为加最早华文报
华英日报 报纸 温哥华 1906.12～1908 周天霖、周耀初、崔通约 教会报纸，倾向革命
大汉公报 日报 温哥华 1907～现在 陈文锡、张泽黎、冯自由、伍泽濂 致公堂机关报，后为同盟会机关报
新民国报 维多利亚 1911～1985 革命侨报

世界日报 小报 卑诗省 1912.9.20～不久停刊 维新会办 拥护君主立宪

墨西哥朝报 英文 墨西哥 1904～1909 保皇会报纸

古巴 华文日报 日报 哈瓦那 1902.1.1～1917 易绮茜、李淑腾 1917年改为华文商报
秘鲁 民醒日报 日报 利马 1911.3.10～？ 梁余永、李硕夫、许箨香 1915年停办，旋复刊
巴拿

马
共和报 油印周报 巴拿马 民初～？ 国民党分部主办

法
国

新世纪 周刊 巴黎 1907.6.22～1910.5.21张人杰、李石曾、吴敬恒 宣传革命和无政府主义

旅欧杂志 双月刊 都尔 1916～？ 该杂志社

澳
大
利
亚

东华报 报纸 悉尼 1902～1986？ 唐才质 保皇会报纸

警东新报 墨尔本 1906～1912 保皇会报纸

民国报 悉尼 1911～1915 刘涤寰、伍洪培、黄右公 致公堂报纸，倾向革命
平报 周报 墨尔本 1915～不久停刊 倾向革命

公报 悉尼 1915～不久停刊
澳华日报 悉尼 1915～不久停刊

  *此表包括改良派（保皇会）在海外华侨中创办的报刊及华侨在香港和内地参与创办、编辑的报刊。 其主要根据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
史料》，刘伯骥著《美国华侨史（1848～1911） 》，冯自由著《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革命组织史话》，黄珍吾著《华侨与中国革命》，方积根、胡文
英著《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等资料绘制。

**《开智录》的迄止时间有如下几种说法：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陈旭麓主编《中国近
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均谓1899年冬至1900年春；《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86页谓1900年11月1日～
1901年春；冯自由著《华侨革命开国史》第45页谓庚子年间创刊。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1页谓1900
年12月22日创刊。 此采后说。

***檀香山1898年合并美国，但根据中国同盟会总会章程规定，檀香山为海外一个单独支部，故这里将檀香山侨报单列。

以上概要地介绍了辛亥革命期间世界各地的华侨报刊，根据介绍和统计表看，这一时期
华侨报刊的创办有这样几种情况：有的是革命党领导人亲自创办的，或是在其支持下创办的，
如孙中山本人创办和指导创办的报刊就达12种；有些是华侨革命党人或同情革命的进步华侨
亲自创办的；有些是原来华侨自发创办、 后经革命党人加以改造而成为革命报刊的；有些是
保皇派首领或倾向保皇思想的华侨创办的；还有些是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侨商、 宗教界等华
侨创办的。 在这大量报刊中，革命报刊占多数，影响也最大。 这些报刊对于传播中华民族文
化，激发华侨的民族意识，增强华侨的团结和凝聚力，尤其是唤醒和推动华侨参加或支援革
命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辛亥革命期间在全世界华侨中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办报热潮，范围广大，数量
众多，持续不断，此起彼伏。 这股办报热潮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发动和影响下由海外
华侨革命党人带头掀起的，在革命党人活动频繁的地方，那里的侨报就比较活跃。 这些报刊
发起者或主笔多为革命派华侨；编撰者及发行者也均为华侨。当然，改良派 （后为保皇派） 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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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也占较大比例，对这股办报热潮的兴起起了积极作用。 至民国成立前夕，世界各地华侨的
办报活动达到高潮。 有的台湾侨史著作统计，这时期的侨报总数达34种14。 显然，这个数字
是太保守了。 通过以上介绍及统计表看，此间各种侨报约达百余种。 民国成立后，革命重心
转到国内，华侨报刊大为减少，逐渐低落。

第二，这时期的华侨报刊，大多是为了宣传革命而创办的，纯粹商业性的侨报不多。 因
此一般侨报只重宣传，而不注意经营的效果，更不注意赢利与否。 除 《美洲少年晨报》 等少
数报刊外，多数报刊发行量小，没有赢利，存在时间短，昙花一现。 此为这时期华侨报刊的
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这期间革命的华侨报刊，多为中小侨商或下层华侨集资创办，华侨中的富商大贾
出资为革命办报的几乎没有。由于当时华侨社会风气不开化，一些进步华侨办报宣传革命，初
为华侨大众不理解，甚至冷潮热讽，视为大逆不道。 加之清政府驻外领使馆和保皇派分子的
阻挠破坏，使他们办报的处境十分艰难。 但一些革命意志坚定的华侨，表现出不屈不挠、 前
仆后继、 屡败不馁的办报精神，如前述的缅甸华侨先后四次筹办被破坏的革命党机关报，庄
银安甚至因此被驱逐出境；再如新加坡华侨陈楚楠、 张永福等先后三次创办革命报刊。 陈为
办报出资甚多，发生兄弟争讼事件，张为办报几乎破产。 如陈楚楠自己所说： “兄弟和张永福
两个人当时还没有什么钱，经济力极其薄弱，《图南日报》出版不到两年，已用去了三万多元，
把我们弄得筋疲力乏，无法可以再维持，只得停版。”15再如曾任缅甸 《光华日报》主笔的居正
结合自己的办报经验所说，“盖在当时当地办报，厥有四难”，即侨居地政府的限制；保皇派
勾结当地清领事馆的破坏；办报条件差；华侨文化低等16。 （本节完，全文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研究》 杂志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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