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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东北小报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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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末民初的东北小报%记录了东北地区的市民生活%刊载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形

成了一定的文人群体%是研究通俗小说不可跨越的重要地带&作为中下层市民文化的代

言人%小报的作者们不断调适自己迎合大众%逐渐淡化传统士大夫的风雅%落实市民阶层

的凡俗'文学创作上努力从建构传统精英文化的理想审美转向书写都市男女的大众审美%

进而形成了与大报(期刊迥异的群体特质&

关键词"清末民初'东北'地方小报'通俗小说

清朝末年%随着哈尔滨(盛京-今沈阳.(新京-今长春.等城市的发展和崛起%市民阶层

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与之相应的是反映市民文化的小报的出现&到了民国时期%小报开

始盛极一时&东北小报作为大众化的公共领域%以消闲趣味为导向%是)中下层市民世俗

化的都市空间*%对其研究有利于把握东北通俗小说(市民文化及都市文化%丰富)城市流

行文化色彩*

!

%弥补单行本文学及大报研究的片面性%以全面把握一个时期(一个地域的

文化面貌&

一(东北小报研究现状

关于小报的定义%小报界的鼻祖李伯元"及后来学者秦绍德(孟兆臣都有相应解释%

多大同小异&概括起来%小报就是以)注重趣味性(知识性(消遣性(娱乐性%为吸引市民眼

球而努力的一种报纸*

#

&它)在大报不屑记之的夹缝中%找到了空间,,及时把握社会

脉搏*

$

%奉行简便和以小为本的办报方针%多方面突出自身的特性&到目前为止%对小报

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屈指可数&孟兆臣的#中国近代小报史$宏观纵览了中国近现代的小报

发展和刊载文学情况%从史料上挖掘了小报报人和小说家的情况%编录出#中国近代小报

小说目录$%无论是史料价值还是学术价值都不可忽视&该著作虽然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但对东北小报只字未提&之后%李楠的#晚清民国上海小报研究$(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

与苏州评弹$(#中华读书报$刊载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和小报中的文化人$以及张

岑岑的#)游戏笔墨*构建市民文化公共空间!!!以)小报之王*4晶报5为考察对象$(肖进

的#另类镜像"上海小报视域中的张爱玲$及文迎霞的博士论文#晚清报载小说研究$(刘永

文的博士论文#晚清报刊小说研究$都从多角度对地方小报%尤其是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小

报进行多方位研究%为对小报进行全面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但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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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声所著#退醒庐笔记$中明确指出小报界的鼻祖为李伯元'张乙庐在#天涯芳草馆笔记$中也指出%小报创始

于常州李伯元之#游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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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清末民初东北小报考略

略了东北地区的小报%形成了研究领域的空白和缺憾&笔者正是在这个空白点上%通过对东三省十多个

图书馆所存的报刊和缩微资料的查阅%收集整理了近百份东北小报%勾勒出东北小报的生存环境(发展

特点及其所载文学状况&由于东北小报大多残缺不全%本论文只能在这些仅有的残存小报和相关的二

手资料中对小报进行梳理(钩沉%文献疏漏与资料欠翔实不可避免%望专家(读者予以斧正&

二(清末民初东北小报的生存状态

清朝末年%东北地区先后出现了吉林的#吉林报$

!

(黑龙江的#东方晓报$

"和辽宁的#醒时报$

#

&

这三份民报分布在东北地区主要城市%首开东北小报先河&但由于当时言论禁锢%)加上东三省经历了

日俄战争%人民穷困潦倒(风气闭塞(学识未开*

$

%因此%一直以来)报界仍在幼稚时代%夫以三省之大竟

无一完全报章致令民气凋敝*

%

%直到民国时期%东北地区才出现了办报热潮&据统计%奉天地区
&

年办

了
#&

种报纸&其中%

!.!!

年就创办了
!$

种%如#谭风报$#民声报$#华商报$#微言报$#疾呼报$#满洲画

报$#奉天画报$#民铎报$和#牖民报$等&

!.!!

年末%)吉林省有
#$

家报社(

#&

种报纸&*)其官办(团体

办(民办报纸等新型报纸达到
!/

种*

&

&)黑龙江地区民办报纸达到
#0

家%总数几近同期官报和党报的

两倍%其社会影响也多为两者所不及&*

'同时期%省城齐齐哈尔继哈尔滨之后一度出现了小报热%先后

出现了)#砭俗报$#黑龙江报$

6

#民生报$#启民报$

7

#谭风报$#龙沙报$#宏远报$#小报$等八九家%极一

时之盛&报纸的风格有的)庄而有谐%有的/则言娼优者居其半0%有的/轻描淡写0%有的小而有趣%有的

曾经发挥了/箴膏肓0/辟榛荒0/焕文章0等开通风气的作用&但原报已失存*

89:

&仅#醒时报$有少量留

存%但已是
#$

世纪
/$

年代之后的报刊&到了
#$

世纪
#$

年代东北小报逐渐发展成熟%)报业勃兴%新报

陡增*&如哈尔滨%由于经济发达文化自由%最多出现过
!$$

多家报社%小报也风行一时%记录在案的有

)#滨江挽风报$#松滨花报$#午报$#正俗日报$

89;

#松滨花报$#滨江晨报$

89<

#广告大观$#消闲日报$*

89=等&

这期间沈阳的#民报$#民生晚报$#新民晚报$也分别创刊&由于#新民晚报$刊登了一些有价值的通俗小

说%在当时影响较大&大连相继出现了#大连日报$#大陆$#满洲时报$和#极东周报$等&

#$

世纪
#$

年

代小报创刊较多%但寿命不长%)大批小报随生随灭%能长期出版者为数甚少*

89>

&

清末时期的报人大多都是家道中落%贫困潦倒%办报仅为生存%不具备专业性&#醒时报$的创办者

张兆麟%为维持生活创办#醒时报$

89?

&#谭风报$创办人赵芰荷%)风尘潦倒%遂日游花国%兼嗜戏剧%因有

感而发刊*

89@

&这时期的报人深受士大夫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具有名士风范%任情而动%身上残存着传

统才子的风流韵雅%而少有浸染市井俗气和商业浮气&到了
#$

世纪
#$

年代的报人已经不同于清末时

期的士大夫传统文人%他们大多接受过或从事过新式教育%学习西方文化思想%全盘接受现代商业办刊

理念&#新民晚报$的赵雨时于北京大学法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先担任法律顾问%后应聘

于北京新民大学任教%不久又走上了新闻生涯89A

&#午报$的赵玉卿在俄国从事律师职业%受了西方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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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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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刘德)筹备股本数千元*奏请开设%详见#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

&

#东方晓报$于
!.$0

年
0

月
!.

日由奚廷黻在哈尔滨创办%它是国人在哈尔滨出版的第一家报纸%每日对开
&

版&

#醒时报$于
!.$.

年由回民张兆麟在奉天创办%它是近代辽宁报刊史上第一家民营报纸&

#创刊号$%载#盛京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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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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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麟(王恩士"#兴城县志$教育志%民国十六年-

!.#0

.铅印本%第
##

页'张恺新"#民国报人赵雨时史料研究$%载#中国近现代人

物史料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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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熏染&新式教育带来现代理念%专业编辑人员和职业文人应运而生%如#新民晚报$的王乙之和许

之平%#午报$的王味根-又名王子祥.%#哈尔滨五日画报$的赵篱东%这些专职小报文人)构成了小报界的

中坚力量%他们旧学功底较深%精通小报的编排技术%洞悉市民心理%所编小报能使市民产生共鸣*

!

&

此外%还有一些外聘的记者和撰稿人%如陶明俊(陈蕉影(六豕等文人也为小报撰稿%小报对其均)备有薄

酬*

"

&这些小报文人的文化选择)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其构成和演变*

#的历史过程既在于

主体%也在于客体&

东北的小报自诞生之日就营养不良%又遭社会压制%仅靠自身的民间化色彩%博得大众%前进举步维

艰&#醒时报$创办之初经营极为困难%因付不起房租而常更换地点%被称为)游击式报馆*%因难以支付

雇佣费用%而启用家眷办报%又被称为)家庭报馆*

$

%直到
!.#$

年经营局面才开始好转&#谭风报$)组

织虽甚简单%开销不多%然终因印刷费无出之故%未及一年停闭*

%

&当时辽宁的民报只有四五种%即便

如此%大多数却由于经费甚少%)购阅者少%登广告者亦少%致报社不得收入%穷不能支&虽无暴力压迫%

亦穷而不能持久&受穷者%莫如要饭&于是办报者%不得不歇业改途*

&

&#奉天通志$记载当时奉天报

刊的艰难")士广民众仅有此寥寥可数之报馆%不能供求相应%以视东西%各国瞠乎后矣&*

'

清末民初时期的小报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关心国事%奢谈民主共和%是当时一般市民的时尚*

6

&

东北小报也不例外&张兆麟创办#醒时报$后%积极抵制日货%参加爱国游行%热心公益事业%是当时沈阳

的知名人士7

&省城齐齐哈尔的#砭俗报$#民生报$#启民报$#谭风报$#龙沙报$#宏远报$%以及#黑龙江

报$都留下了辛亥革命的印记&因此%东北地区的小报虽然是以游戏(趣味为主%但都有一个正当的办报

理由&如#醒时报$的办报宗旨是)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砭俗报$以)改良风俗%进

化社会*为宗旨'#启民报$以)启民智%匡民意%提倡民业%陶冶民德*为宗旨'#新民晚报$以)公开致力于

平民化(文艺化*为宗旨'#滨江挽风报$以)培植道德%挽救风俗*为宗旨'#正俗日报$以)维持道德(纠正

颓俗*为宗旨'#滨江晨报$以)启迪文明%矫风正俗*为宗旨&但探究内容%它们大多是娱乐趣味大于讽刺

和改良&如#黑龙江报$的副刊#小报$%偏重于)消闲拾趣*%热衷报道街头巷尾消息%积极探求个人隐私%

以)随报附送%不取分文*

89:为经营策略%颇受市民喜爱'#启民报$的)花园春秋*板块以文艺综合栏目为

主%注重休闲娱乐功能89;

'#小公报$)以游戏为目的%不登正事%只谈风月%以迎合下游社会*

89<

&整体来

说%东北小报大多以)不入所谓/士大夫0的门%只流行于小商店和破烂市等/下流社会0为目标*

89=

%保持

语体白话%刊载社会新闻和奇闻巧事%保证低廉价格%赢得市民欢迎&

东北地区出现最早的游戏报应该是#谭风报$&虽然原报失存%但根据有限资料可了解一二&#谭风

报$

!.!!

年由赵芰荷在沈阳创办&)沈阳报界%向无专门评花评戏之小报&有之%以#谭风报$为始&*

89>该

报自创刊以来刊登大量关于妓女嫖客的风月场之事和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六朝艳体%一往情深%一时

争相阅之%风靡一时*

89?

&游戏报的产生满足了洋场名士)评花品叶*的需要%以致)评花评戏*成为后来

东北小报和报纸副刊中的重要内容&如#午报$创办了)花国风光*栏目%介绍名妓风流韵事'#松滨花报$

专门刊载)秦楼楚馆(剧场梨园*之事89@

'#新民晚报$大量刊登娱乐和影视界的桃色新闻'#滨江日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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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清末民初东北小报考略

期举办竞选美女活动%并同步刊登参选者的照片&女性的性别身份和私人领域被津津乐道和无限放大%

成为商业卖点&

小报为了生存%采用各种经营策略&首先%大力招募商业广告%推动小报的日常运作&翻开小报%各

种广告映入眼帘&如
!.!0

年
0

月
&

日的#启民报$%第一版整版刊登广告%内容涉及银行(治花柳病(洋

行钟表店(黑龙江绸缎庄(日本慈惠医院启事等&)其他版块之间也穿插大量广告*

!

&又如#小公报$以

营利为目的%)大量刊登广告&每日约出八千份*

"

&大量的广告给小报的运营带来经济保障的同时%也

降低了小报的文化品位&其次%不间断地刊登征稿启事%吸引读者踊跃投稿%丰富小报内容&如#新民晚

报$征稿启事云")文字力求浅显,,俾使老妪都解%印刷力求敏速%寄递尽量提前%开破天荒之廉价%零

售仅铜元二枚%暂合奉小洋二毛%本报之宗旨在公开%欢迎各地读者踊跃投稿&*

#再次%小报开办代售广

告%丰富通俗期刊种类&如#新民晚报$

!.#%

年
!!

月开始代售#上海画报$%

!.#.

年
#

月
1

日开始代售北

平#霞光画报$%

!.#.

年
#

月
!!

日开始代售#北洋画报$&这种经营策略无意中促进了通俗报刊的发展%

丰富了东北市民的休闲生活&最后%刊载大量便民信息%扩大阅读面%增加销售量&如#新民晚报$期期

刊登#东北大剧院$的电影广告和京奉(奉海的列车时刻钟点(金融证券行市(旅行一览表等服务信息%满

足市民多方需求%扩大受众群体范围&

三(东北小报中的通俗小说

小报小说)有时为了迎合市民大众%扩大发行量%也刊登一些低级趣味的文学作品*

$

%但大多数是

以娱乐休闲为目的%追求健康向上的文学品格&东北小报小说在反映社会人文景观(记录都市故事(刻

画市民精神特质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研究通俗小说不可忽视的重要地带&

就目前能够查到的报纸来看%清末时期的小报多发表小品文和诗词%如笔记(品菊(评花等&这时期

的小报受梁启超文学社会论的影响%提倡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用白话文写作%但因为创作手法尚不成

熟%很少发表小说&即使#启民报$的#花园春秋$也仅刊登一些)趣闻轶事之类的文字*

%

&值得一提的

是%#黑龙江报$虽未涉及严格意义的通俗小说作品%但其专栏#说苑$中刊载的署名为霁青的#说唱欧洲

战事记$和专栏#消闲录$中以唱本形式出现的#惊报$都已具有了通俗小说的特点%成为东北小报通俗小

说的雏形&这对于当时的东北报界来说%实属不易%也是启迪民智的进步之举&

与清末时期小报相比%

#$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报内容更趋丰富%编排上追求图文并茂的生动形式%

文字语言上讲求通俗易懂&如#新民晚报$创刊之初就有#小说海$和#晚钟$两张附刊%其栏目设计也异

常丰富%有)古今艳事*()吉光片羽*()北平新语*()名人轶事*()梨园佳话*()名家谈剧*()星光璀璨*(

)北平秘案*()上海繁华*()歇浦新语*等&#新民晚报$第三版刊登大量本土知名作家和华北作家作品%

提升了小报的品牌效应%促进了东北通俗小说的发展&其它小报见刊登通俗小说有利可图%也纷纷效

仿&一时之间%通俗小说占据了小报的重要位置&小报小说类型丰富%其中以社会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

成就较高&

社会言情小说主要是在儒家视野关照下%表达警示世人%扬善惩恶的思想主题&随着东北开埠%西

方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想(政治(文化开始浸润东北都市&通俗小说家对东北都市的总观印象有几个方

面"其一%东北都市是一个开放的商埠%是五方杂处(各色人等聚集的地方'其二%在繁华的表面东北又是

一个险象环生的地方%各种各样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情在这里发生'其三%东北的开放性品格和现代

思想的引进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腐败和堕落&

&为此%本土小说家创作了大量的社会小说%如赵篱东的

#天涯罪人$(#秋江云影$(#酒绿灯红$%磊磊斋主的#水落石出$%一泓的#落花流水$%爱仇的#社会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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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眼光审视经受现代思想浸润的东北都市%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下的东北社会状态%揭露都市繁

华的虚伪(肮脏(欺骗和悲哀%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东北著名文人王子祥!

在#白话聊斋$

"的封二上直接标注出)新体警世*四个字&序言中进一步明确创作此书目的")今世界%

人少怪多%狐鬼横行%只认得金钱(女子(势力(荣华%恰与蒲老之感触符合&如今%要挽回人心%正可传布

此书%警醒世人也*&小说新颖之处在于)小说之内容勾连当时之时事%应骂则骂%应劝则劝%于嬉笑怒骂

中让人有所感悟%有所警惕*

#

&言情小说以曹宏泽(王若华(张化檀等鸳鸯蝴蝶派文人为代表%他们创

作了大批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侧面反映了都市人无休止的攫取欲望%背信弃义%放弃传统的

道德约束%甘做金钱奴隶的社会主题&

武侠小说主要体现侠匪结合的创作思路&自古以来%东北雄奇而严酷的大山大野(大江大河造就了

东北人雄强的生命意志和粗犷性格&旧东北的土匪人数之多和分布之广堪称)举世无双*&)盗匪既有

凶残(贪婪(暴躁(打家劫舍的破坏性一面%又有扶弱济贫%讲义气(重承诺的一面&*

$因此%土匪增加了

人们对其恐惧感的同时也激发了东北人在遵守儒家文化之外的一种侠义精神%即对自由的向往(对束缚

的反抗和对正义的追求&

东北文学中以土匪为题材的小说比比皆是&新文学作家在描写土匪的时候%)真实的还原和展现在

人生夹缝和边缘生存的这些野性生命和力量的疯狂地破坏性*

%

&即使后来将土匪塑造成英雄形象%也

标记了鲜明的政治符号%淡化了侠义精神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东北小报中以土匪为题材的小说显示出

与新文学不同的特点&较有代表性的是篱东的武侠奇情长篇#密林残月$

&

&这部小说可谓东北版的

#水浒传$%讲述了以柳士雄为代表的一群好汉因为仗义疏财%伸张正义而结群成队%与代表恶势力的鲍

强(萧虎斗智斗勇的故事&小说在创作中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小说以土匪为切入点%以武侠为支撑%将

土匪塑造成武力高强(追求正义(扬善惩恶(与以官为代表的恶势力作殊死搏斗的正义形象&二是小说

大多遵循正义战胜邪恶%幸福终将代替苦难的故事套路%深得民心&三是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侠女形象&

她们大多吃苦耐劳%豪爽英姿%骁勇善战%敢爱敢恨%为东北的女性画廊添上浓重一笔&东北武侠小说立

足东北特色%将土匪描写成了江湖侠义或是英雄式的人物%体现了市民阶层对民间英雄的呼唤和对传奇

人生的向往&但整体来说%武侠小说更多的是迎合市民审美兴趣%对人性的挖掘缺乏深度%有意淡化社

会背景%忽视了小说的现实意义&

东北小报经历了清末时期的艰难成长和
#$

世纪
#$

年代的)报业勃兴%新报陡增*之后%

#$

世纪
/$

年代东北沦陷%小报开始呈萧条之势&这时期伪满国务院成立了)弘报处*%加强新闻检查%勒令各省仅

留几份中文报纸&仅存的几家报馆也都处在伪满政府的控制下&由于沦陷时期小报的社会背景和受政

治干预程度不同%其发展也表现出与清末民初时期截然不同的特点&由于篇幅所限%关于沦陷时期的小

报情况另有篇幅介绍%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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