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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本书的编纂属于科研基础

性工作，我们愿意为夯实中国新

闻史的基础做铺路石。”新近出

版的《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

刊史料汇编》主编秦绍德教授这

样描述编纂心得，“本书详细勾

画了近代中国各地新闻事业的

概貌，必将极大地促进近代中国

新闻史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史其

他领域的研究亦有助益。”他同

时认为，今日的中国越来越开

放，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一定会开拓出更广

阔的天地。

全方位记录中国近代
新闻事业发展

《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

刊史料汇编》是一套宏大的极其

难得的史料集成，涵盖我国近三

十年间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

华南，从中部到西部几十个城市

的报刊、通讯社等新闻事业概

况。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它勾勒

出不同年份在同一城市的报刊

和新闻界的概貌（尽管也有缺

漏），对几个新闻中心城市叙述

尤其详细，如北京、上海、天津、

汉口、广州。

现有的中国新闻通史，往往

只有重大新闻事件的纵向概述，

较少有同年份全国新闻界的俯

瞰；现有的地方新闻史著作也往

往只有重要报刊的阐述，较少兼

顾到面上的各类不同的报刊。

至于对各个城市的外国人办的

外文报刊，更是鲜有专著介绍和

研究。有了这本资料集，人们可

以全方位地“巡视”全国新闻事

业，并展开相应的研究。

粗粗浏览一遍，可以发现本

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有价值的史

料，其中有许多是学术界过去不

曾注意的，或者注意到但没有认

识到全貌的。例如，1905年日俄

战争以后，日本开始向中国新闻

界渗透，用金钱收买股权控制，

或直接在华办报。在华外文报

刊中，日文报刊实际上是最多

的。有一个时期，东北的一些城

市甚至只有日文报刊，而无中文

报刊。又如，1916—1919 年，广

东的新办报刊达到一个高潮，但

寿命都很短，其背景错综复杂。

再如，书中对通讯社在中国的出

现、兴起，以及各地通讯社名录

有详细的统计，这恰恰是以往新

闻史所忽略的。“这些举例可以

说是挂一漏万，该书提供的历史

线索千头万绪，相信后来的研究

者一定会抓住头绪，展开一个又

一个研究。”秦绍德认为。

资料从《史料集成》翻
译编辑

在军阀混战的旧中国，由于

地方割据、政权频繁更迭，我国

没有统一的持续进行的全国报

刊、通讯社的调查统计。即使个

别人做了一点（如 1934 年胡道

静的《上海的日报》、1936年许晚

成的《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

等），也勉为其难，无法周全。反

倒是日本人“替”我们做了这件

事。

本书资料来源于日本外务

省外交史料馆，从《史料集成》翻

译编辑而来。据《史料集成》介

绍，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外务省

开始注意调查中国各地的报刊

发行情况。1908 年下令所有在

华外交机构按照规定项目对中

国报刊等展开调查。这是对在

华报刊普查的开始。第二年，即

1909年，外务省又下令今后每年

调查一次，并指定调查项目，规

定报告格式、报告提交时间。普

查由此成为定期调查。外务省

收到各地报告后，当年或隔年汇

编成册，内部印发给相关部门。

这种定期调查至少持续到 1937

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

定期普查报告的对象，涉及

在中国土地上发行的中文、英

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各

语种的报刊，还有中外通讯社和

通讯员。其中报刊的总数，1909

年，中外文报刊仅 122 种，1919

年达到 378 种，1925 年达到 495

种，1933 年达到 542 种；受调查

的通讯社，从 1919 年的 20 家激

增至1925年的227家。

定 期 普 查 报 告 涉 及 的 城

市，一般以日本领事馆所在地

及管辖的地方为主。1909 年的

报告集有 27 个城市，1936 年激

增至 89 个城市，不仅东北地区

增加，而且内地也有增加。显

然，定期普查城市的拓展和深

入，和日本侵华的脚步是同步

的。

以上情报报告集的日文原

件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

馆，已解密向公众开放。报告集

是当年日本外务省根据各地领

事的书面报告排字印刷的，而各

地领事的原始报告不少是手写

的（越是早期越是如此），有些报

告字迹十分潦草，因此存在大量

误排，尤其是中外人名，甚至原

文有些文字因印刷质量差而难

以辨认。为此，编者贯彻“尽量

保持原貌”的原则，除通过校勘

纠正明显的差错外，保留不同年

份的地名次序，保留同一报刊不

同年份的创刊日期、人名差异，

保留原文的叙述等，以利于研究

者认知原貌。

综合史料，考订和校
勘调查报告的要素

本书的学术价值除提供确

切的翻译之外，还包括校勘工

作。情报史料的翻译，最重要的

要求就是要力求准确。而校勘

的任务是辨误，然后纠正或存疑

（在缺少可靠依据纠误的情况下

存 疑 ，提 出 存 疑 也 是 一 种 发

现）。《史料集成》的准确程度参

差不齐的，许多地方有差错和偏

误。由此，校勘不可或缺。

校勘成果在书中以脚注的

方式体现。校勘的对象是报刊

名、创刊年月、办报人、主笔、办

报地点、刊期等，这些构成报刊

存续的基本要素。不首先将这

些搞清楚，就无法探究报刊创办

的原因和背景，更遑论研究其

他。

校勘要斟酌研究，但校勘

不等于研究，校勘只是研究的

基础。本书校勘的依据是中国

新闻史现有史籍，包括报刊名

录、编年史、地方新闻（报刊）史

志、资料集、图书馆藏报目录

等。秦绍德略有遗憾地说，这

些基本上属于间接证据，可直

接、最有力地佐证各报刊构成

要素的是至今散存于各地的当

年报刊实物和档案材料。但由

于年代久远，历经时局变动和

战乱，大多数报刊实物、原始档

案已经散失了。本书要依据直

接史料校勘已力不能及。他相

信后来的研究者一定能完成这

个任务，以纠正本书未及纠正

之偏误。

来源：校出版社

■ 本书根据 1909 年至 1937
年间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对驻地
等进行的一年一度的调查所撰
写的报告翻译、校勘而成，分定
期调查报告、调查杂录和附录
三部分

背景链接

2014年，许金生主编的《近代日本在华报刊通信社调查史料集
成（一九〇九—一九四一）》（日文影印版，线装书局2014年版）出版
后，我们治中国新闻史的同仁不禁喜出望外。因为这是日本人当年
收集的有关中国报纸、刊物、通讯社情报的第一手资料。为便于不谙
日文的读者阅读、使用这批资料，我们以鼠吞大象的气概，决定对此
书进行翻译、校勘，同时对这批资料做进一步的整理与补充工作，于
是有了这套《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刊史料汇编》。

这项成果首次全方位勾勒全国新闻事业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近日发布 2022 年度十大论文。

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汉语哲

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

法》、经济学院教授范剑勇为第

一作者的《地理距离、投入产出

关系与产业集聚》、古籍整理研

究所青年副研究员龚宗杰《汉语

虚字与古代文章学》三篇论文入

选。

2022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是

对 近 一 年（2021 年 9 月 1 日 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以来，上海学

者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引起学

界高度关注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作出推荐，旨在反映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扩大前沿

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

想、论域与方法》发表于《中国社

会科学》2021 年第 12 期。提出

“汉语哲学”这个概念在发展中

逐步形成与“中国哲学”不同的

范式与概念。

《地理距离、投入产出关系

与产业集聚》发表于《经济研究》

2021 年第 10 期。以新企业选址

为研究对象探讨制造业空间集

聚机制，从地理距离与投入产出

关系出发构建行业间距离指标，

并基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与投入产出

表等相关信息，实证分析行业间

距离对新企业选址的影响。实

证结果对推动国内贸易大循环

与城市间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

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汉语虚字与古代文章学》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

第11期。以汉语虚字为线索，揭

示古代文章学发展过程中语言

和文辞的互动关系，彰显中国文

学基于汉语言、汉文字的本民族

特性。

上海社联自2013年发起“年

度论文”评选活动，至今已连续

开展至第十年，评选出 100 篇年

度论文。与大多数评奖活动不

同，该活动无需作者自行申报，

主要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者、

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

开展多轮评审推荐，每年从上海

学者发表在全国哲学人文社科

期刊上数以千计的论文中，最终

评选出10篇年度论文。

来源：文科科研处

社联十大论文我校入选三篇社联十大论文我校入选三篇

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第

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和第

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近日

相继揭晓，我校文科多位老师及

其作品荣列其中。

其中包括大型文化活动“致

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

揭晓“国学耆宿计划”“国学星斗

计划”“国学活化计划”入选名

单。中文系陈尚君教授入选“国

学星斗计划· 名家组”，李猛副教

授入选“国学星斗计划· 新秀

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组织评审的第二届“新史学青年

著作奖”评选出五部获奖著作，

我校历史学系青年研究员周健

的《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

财政（1730-1911）》获奖。

来源：文科科研处

文史学科获多个奖项文史学科获多个奖项

第二十二届“安子介国际贸

易研究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

法学院张乃根教授的论文《关于

WTO 未来的若干国际法问题》

获得优秀论文奖二等奖（一等奖

空缺）。

该论文提出，WTO 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考虑到

其危机根源及其国际关系背景，

有关WTO未来的国际法问题值

得探讨。首先是条约法相关问

题，其次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

问题，最后是国际组织法问题。

根据WTO的规则体系和争端解

决机制以及组织改革的趋势，中

国有必要认清自身的特殊地位，

支持将现有多边贸易规则和临

时上诉仲裁安排作为维系WTO

多边贸易体制存续的纽带，通过

多边框架下诸边协定推进制定

新的规则，坚持该组织未来的改

革应朝着《联合国宪章》的制度

包容性原则方向前进。

“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是由安子介先生为推动我国在

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而出资设

立的，被视为中国国际经贸领域

中的最高学术奖。自 1992 年举

办第一届评奖活动以来，已成功

地举办二十二届。本届共有 37

个成果获奖（优秀著作奖9部、优

秀论文奖 28 篇），另有 7 位学者

获得学术鼓励奖。

来源：法学院

张乃根获张乃根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