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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思潮的涌涨
———以 《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例

◎ 汪叔子

　　 ［摘　要 ］ 本文以 《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主例�探究维新思潮在粤省穗府传播、涌涨的具体
情形。本文指出珠江三角洲客观上已供备有优于别地的有利人文条件；甲午战后�康、梁等广府士子事实
上已领居有在全国维新运动中的率先地位；为维新思潮在广州地区的升腾涌涨�预先铺垫下了历史台基。
本文统计 《时务报》的派报处所、发售版本与寄销数量�从而比较确切地评估了维新思潮在广州地区广泛
迅速的传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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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府地区�是 “戊戌变法” 著名领袖康有
为、梁启超的故乡。

就人物研究而言�关于康、梁个人的维新活
动�学界论说�已多且详。

唯就地域而言�对维新思潮如何在广府地区
传播、涌涨的具体情形�则似迄犹希见深究。因
此试为述论�谨盼引玉。倘有失妥�敬候指正。

一、优于别地的人文条件
珠江三角洲久为中外交通的前沿枢要之区。

自鸦片战争以来�“广东言西学最早” 。①至1891
年�广东本地自办的新闻媒体已渐有初步规模。
当时�在穗担任粤海关税务司之职的法国人
Louis Rocher 曾作有评述：省城的 《岭南日报》、
《中西日报》、 《中华日报》� “据说各报每日发行
量约5000份”� “这些报纸的内容大致相同�包
括下列各项：一篇带有点虚饰文字的主题文章；
若干则本地及外地新闻�其中带有希望的想象�
但细节上十分逼真�充满了民间流传且显然也为

编辑认同的赤裸裸的迷信；译自外国报纸的文
章；电讯消息；高级官员的备忘录；本地的‘官
府公报’；广告；等等。下面是随意从 《岭南日
报》中选出的几篇主题文章的标题： 《电力的用
途》、 《年轻人应避开上海》、 《电话宜加推广》、
《金价上涨》、 《河道保护和管理》、 《北京觐见问
题》、《一个大使的责任》、《绑架》、《西学不应轻
视》、《中西教育制度之比较》、《春天的诗》、《丧
葬之铺张》、《外国的新闻业》、《种植鸦片有利于
政府无害于人民》、《国际法》、《溺爱儿童之危害》、
《俄国历史简述》、 《边防》、 《考场之营私舞弊》、
《军事之维新》、《尽孝道必得善报》。上述论题一
般都论述得非常得体�大部分是从维新者的观点
立论的�但由于小心遵奉中国现有体制�十分害
怕官方干涉�因而�还不能自由发表意见”。②

虽然以上引文中所称的 “维新”�实际上仍
属于 “洋务自强” 范畴的 “变事” 而已�还远不
是真正历史意义上的 “变法” 维新。③但是�19
世纪90年代之初�西方人士的这一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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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还是为我们勾勒出了维新思潮尚未澎湃临至

之前的广州地区舆论氛围的若干特点。尽管封建
传统意识形态仍还牢牢盘踞着统治权位�但在珠
江三角洲这里� “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
亦不畏之”；“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
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
生”；④思想开通的程度比较内地许多地方都相对
而言要高些。这对于即将到来的维新思潮在广州
地区的传播�客观上供备了较为有利的人文条
件。

二、率先全国的士人觉悟
变法维新作为广泛社会思潮的真正涌涨�是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向来自居是天朝大国�却
被一个向来不曾被放在眼里的蕞尔小邦打得一败

涂地；割地赔款之巨�更是 “辱国病民�莫此为
甚”。⑤耻辱之感�郁愤之情�刺激空前。多年来
视作为洋务运动之样板成果的北洋水师坚舰利

炮�竟倾覆于一旦；区区岛夷的日本�经过明治
维新�却一跃而成东邻强国。忧患焦虑�讶疑震
惊�剧增无已。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
甲午一役始也”。⑥

1895年4月�新会梁启超、南海陈景华分别
领衔�约集同在京师参加会试的穗府并广东举
人�两次联名 “公车上书”�反对签订 《马关条
约》。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旋即还曾倡议
“合十八省举人”、“为大连署以上书”�⑦而由康有
为起草呈稿 （即 《上清帝第二书》）。广州地区及
粤省士子�参加 “群众的政治运动”�⑧并因而

“蒙昧启辟”、“渐知天下大局之事”�⑨从此滥觞。
康有为这年会试考中了进士。他立即撰写

《上清帝第三书》�增扩充实了未能上呈的 《第二
书》中的变法主张�包括变封建经济为资本主义
经济的 “以商立国”、带有资产阶级议院政治色
彩的设立 “议郎” 等改革要求。 《第三书》于6
月3日经由都察院代奏后�得到改革意向已趋坚
定的光绪帝的欣赏与重视。7月19日�光绪帝颁
布 “蠲除痼习、力行实政”、“因时制宜”以 “图自
强” 的谕旨；并将康有为 《第三书》及其他官员
建议改革的奏折共九件�随旨下发各省督抚�命
“各就本省情形”�“酌度办法”�⑩限期覆奏。由于
光绪帝的热情支持�维新改革的政治空气�在全
国范围内逐步升温。

1895年秋�康有为在京发起筹创 “京师强学
会”�并命梁启超、麦孟华编印 《（北京） 万国公
报》。冬�“京师强学书局” 在文廷式等主持下成
立�梁启超担任该局机关报 《中外纪闻》主笔之
一；康有为则南下宁、沪�组织 “上海强学会”�
并于次年1月出版 《（上海） 强学报》。全国第一
批维新政治团体与维新宣传报刊�于是问世。至
1896年8月�《时务报》（旬刊） 在沪创刊。梁启
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康门弟子曾先后担
任主笔�畅发变法议论。风行海内�成为维新宣
传的最响亮的第一号角。

三、迅猛扩拓的新报销售
《时务报》在广州地区先后曾委托分设的派

报处所�略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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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务报》寄售广州、香港、澳门三地的数 量�统计如下。其中的 “新出报” 指逐期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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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旧年报” 指光绪二十二年已出版的各期�
到光绪二十三年仍续在发售�甚至供不应求�而
予重印发行者； “缩印报” 指光绪二十三年七月

起�将以往已出版的各期�加以缩印�重新销售
者。

　　上表所列�尚未能统计及维新高潮的戊戌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仅为 《时务报》自光
绪二十二年七月 （1896年8月） 创刊起�至光绪
二十三年年底 （1898年1月）�这短短的一年半
的时间里�寄售穗、港、澳三地的已知数量�已
然如此之巨。比较 《时务报》在其他省市的销报
数�也稳居全国之上游前列。

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谭嗣同曾将书报销售量譬

喻作 “绝精之测量仪器”�可以明显地测出该地
区 “风气之通塞、文化之启闭”。〇11即以 《时务报》
的销售为例�而维新思潮在广州地区传播之迅速
与广泛的程度�于此已可概见。

何况 《时务报》的这些派报处所�不止寄售
《时务报》一种�也兼销 “时务报馆” 译、印的
各种新书；同时�还销售其他的维新报刊书籍。
例如广州双门底 （今北京路） 的圣教书楼�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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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身而三任焉�同时承担着上海 《时务报》、
“上海农学会” 主办的上海 《农学报》和澳门
《知新报》这三家维新报的派报委托�兼售着
“时务报馆”、 “知新报馆” 和 “上海农学会” 这
三家出版的维新书籍。

①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附录二 《湖南广东情形》
［M］�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9页。

②粤海关税务司雷乐石 （Ls·Rocher） 《粤海关十年报
告 （1882—1891）》�1891年12月31日撰于广州。广州
市地方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编译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
会概况》［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9至
900页。

③康有为 《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 （光绪二十四年
五月初一日）》�曾明确地划清了 “洋务自强” 运动与
“变法维新” 运动的不同界线。他说：“今天下之言变者�
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
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
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 “变其甲不变其乙�
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
无其本原�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 “今欲变
法�请皇上统筹全局�商定政体�自百司庶政�用人外
交�并草具纲领条目�然后涣汗大号�乃与施行�本末
并举�首尾无缺�治具毕张�乃收成效”。见中国史学会

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种�翦伯赞等编 《戊
戌变法》 ［M ］�第二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
215至216页。

④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附录二 《湖南广东情形》
［M］�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9页。

⑤文廷式、秦绶章、戴鸿慈、陈兆文 《联衔具陈日
人要挟过甚请饬使臣展缓商议折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
十五日）》。汪叔子编 《文廷式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版上册第61页。

⑥⑦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附录一 《改革起原》
［M］�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13、114页。

⑧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论述1895年 “公车上
书”�谓：“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见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
第81页。

⑨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附录一 《改革起原》［M］。
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13、114页。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上谕档》�光绪二十一年
闰五月二十七日谕旨。转引自孔祥吉 《康有为变法奏议
研究》［M］�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00页。

〇11谭嗣同 《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1�《与唐绂丞
书》。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 ［M ］�北
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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