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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时期，民众向政府拍发联名公电，是当

时民意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
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谕旨后，国内政治空气变得更为

宽松，以绅商学界为主体的民众频繁向政府拍发公

电，发表他们对于内政外交的意见。面对源源不断

的外界来电，清政府愈感不满，进而采取措施，限制

民众借助电报技术获取的话语表达权。于是，一些

民众直接向报馆拍电，借助报纸媒介传播自己对某

些内政外交事务的看法。目前，将电报技术、报纸媒

介结合起来探究晚清民意表达的研究不多①。本文

通过分析晚清上海三份重要报纸《申报》《新闻报》

《时报》所载公电，探究电报技术、报纸媒介与民意表

达的关系。

一、清政府对外界来电态度的转变

庚子事变后，绅商界部分人士开始积极参与内

政外交事务，发起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社会运动，诸如

拒俄运动、抵制华工禁约运动等。在这些社会运动

中，电报技术为人们传递信息和发表意见提供了极

大便利。直接向政府拍发联名公电，逐渐成为时人

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②。面对日益增多的外界

来电，清政府自然不会放任这种情形任意发展下去。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因不

满外界来电中时有诋毁官员的内容，提出以后各官

员不准代奏此类电报③。《新闻报》刊文予以批评，称

数百年来，国人处于专制统治下，任由庸臣误国殃

民，贪吏敲骨吸髓，而不敢发表言论和意见。现在受

西方影响，民众政治知识稍有进步，渐关心国事得

失，因而“云南有电请代奏督臣误滇之文，福建有电

请代奏另易督臣之文，留学生有电请代奏使臣办事

不善之文”。民众本不敢诋毁大员，有时为地方和国

家权利考虑，不得不据实电陈。明知会开罪于大员，

也只能义无反顾，迎难而上。庆亲王此番举动，一则

可以结好诸位大员，使他们不为人所攻讦；一则可以

钳制诸大员，使他们不能额外有所陈奏④。庆亲王不

允许有上奏权的官员代奏外界发来的不利于高官的

电报，体现出清政府高层不满民众任意拍电指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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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而借机限制和剥夺民众的意见表达权。庆亲

王此举只是针对官员代奏民众臧否大员的电报，一

般人直接拍电给政府部门或官员发表意见，并未受

到限制。此后，时人向政府拍电，发表意见，参与政

事的情况仍层出不穷。

江浙铁路借款及广东西江缉捕权问题发生后，

在电争利权的队伍里，除有绅商外，学界也积极参

与。此外，学生还会利用拍电给清政府的方式参与

其他事务。如光绪三十三年，留日学生以留学生副

总监督王克敏不称职，大起冲突，特拍电给学部，表

达众人对王的不满，请求撤去其职务。学部接到电

报后，并未商议出解决办法。于是，留学生又拍长电

给学部，举出王克敏十余款劣迹，仍请速撤王的职

务⑤。该年，因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对外交涉中的种

种失败，东三省留日学生大动公愤，从东京联名拍电

给清政府，弹劾徐世昌。由于东京电局不为代发，众

人改向营口电局发报，又不为代达，最后改用德文译

发，才将电报拍至北京。清廷枢府大员见到电文后，

特谕徐世昌小心谨慎。徐世昌获悉此事后甚怒，指

责学生干预内政，立饬提学司革退数名官费留学

生⑥。同年，福建学生会致电军机处、外务部：“我国

利权丧失殆尽，兹又闻陕督有卖矿事，不胜骇绝，恳

迅查明阻止。间岛及日僧传教事，尤乞坚持到底。”⑦

从这些事例可见，当时学生直接向清廷拍电，发表意

见，所涉内容既有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也有

关涉地方利权及国家外交的事情。新式学堂学生是

当时利用拍电方式发表意见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

在清政府看来，学生动辄向政府拍电，已发展到

严重地步，故严令禁止。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清廷发布上谕，称近年以来，学堂学生多不能专心

学习，“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

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

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

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以致一些无知民人随

声附和，奸徒游匪借端煽惑。又称“即如近来京外各

学堂，纠众生事，发电妄言者，纷纷皆是”，让各省督

抚、提学使等认真管束各学堂学生，不得任意拍电言

事⑧。光绪三十四年初，民政部咨行各省督抚，转发

巡警高等学堂申文，规定“嗣后如有学生呈递条陈，

干预外事及擅发京外电信，攻诋时政者，概将原件咨

回本省督抚，札行本学堂严行究办。如系本人自行

呈递者，一并将该生等送交本部，听候查办立案”⑨。

借助电报通信的便利，在一些外事交涉中，“海

外侨民及留学生等往往遇事电诋政府及指斥外务

部”⑩。清政府也不满侨界动辄拍发联名公电的做

法，光绪三十三年年底，邮传部所颁限制电报局收递

电报的章程中，就有限制华侨向国内拍电发表意见

的条款。清政府限制华侨向国内拍电，是通过驻外

使臣操作的。外务部咨行驻欧美日本各国使臣，谓

“公使驻扎各国，既有保护华侨之责任，即可加以限

制。以后该华侨等如有电致政府等事，须有公使或

须领事代为传递，即可于校核之中加以限制之法”。

对于清政府此举，《新闻报》刊发论说，指出政府既严

禁学生拍电发表言论，又进一步限制华侨发电给政

府，手段可谓节节推进，面面俱到，不仅欲使国内民

众遭到严酷法律束缚而绝口不谈政治，而且欲使在

海外谋生而又关怀祖国的人永无只字片言来烦扰中

央政府。文章接着称：“华侨寄人宇下，于本国之官

吏，无所用其爱憎。其所以有时致电政府者，特发于

不忘故乡，效忠祖国之挚意。以故，近来电告，如电

贺立宪，请派公使，求添领事，请拒借款等事，大都希

望之意多，责备之意少。政府亦何所惧于彼而必禁

限之。且侨民久居外洋，受外界之激刺最深，于他国

之情势尤熟。苟有关心政界，随时忠告于政府中人，

则阅历之言，亦自足以资借镜。乃不惟不欲其通告，

且欲仗公使、领事之力，夺其自由发电之权。吾不知

政府又何所忌于侨民，而必深谋远虑，加以限制之法

耶。”该文表达了对清政府限制华侨发电言事做法

的不满，认为政府不应剥夺华侨向政府拍电、自由发

表意见的权利。海外侨民是最早利用拍电给政府的

方式，参与国内事务的一个群体，此时也遭到清政府

变相禁言的限制。

宣统元年(1909)，执掌国柄的摄政王载沣曾说，

“欲求民隐，非广开言路不可”。但有大臣认为不可

行，谓“现今朝廷已定九年立宪，将来国会一开，代表

到京，下情自可上达。若此急图广开言路，恐议论横

生，有百害而无一利”。该年中葡交涉澳门勘界时，

广东民众因不满外务部妥协退让姿态，激于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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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名公电政府，参劾外务部，请治其媚外丧权辱国

之罪”。如此激烈言论，显然会引起清政府不满。

之后，清政府将限制对象推及海内外拍电给政府的

民众。宣统二年，清政府“因查各省及侨居海外之绅

民人等常有联名发寄政府公电等事，兹闻从中难免

以一二人私见，竟行罗列多人。此等举动实非正大

光明者，而所禀事件亦必多欺饰之言”，规定“嗣后若

有此项电文，当加详细查察，俾昭慎重”。对此，《大

公报》刊发论说《政府不喜内外商民发电之怪象》，指

出政府不应怀疑民众拍电言事的初衷：

今试问各省商民何为而发电，自必有不得

已之苦衷，呼吁无门而后请命于政府也。海外

华侨又何为而发电，亦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呼吁

无门而后请命于政府也。如争路权也，争矿权

也，拒借款也，争苛约也，争界务也。综计所发

之电，其中未尝无关于内政者，而以关于外交者

为多，关于外交失败，欲以民气为政府后援者为

尤多。凡此皆有助于政府，且与庶政公诸舆论

之朝谕相应。政府苟有天良，当鼓舞奖励之不

暇，何为而厌恶之，又何为而疑忌之耶。尤不可

解者，既明明曰因事矣，又明明曰联电矣，而乃

疑及一二人私见，且指为浮言。浮言者，不切于

事之谓。苟欲剖别此电果为浮言与否，当以有

无实事发生为断。如其有实事发生，则商民之

所言者必非浮言可知。欲剖别此电果出于一二

人私见与否，当以联名者确有其人与否为断。

如联名者皆确有其人，非出于背签，非出于伪

造，则商民之所言者必非一二人私见可知。

最后，该文援引某西报议论中国推行宪政过程

中出现的三种现象，即约束报馆、严防谘议局和钳制

言官，进而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行与言违，不

能掩外人耳目，并不能箝外人口舌也。若是今更不

喜内外商民发电，倘外人闻之，则所谓宪政进行之现

象者，必并此而四矣。”

清政府将限制拍电言事的对象推及一般民众，

作为向政府拍电发表意见主力军的绅商学界和海外

华侨，全都成为清政府限制的对象。民众直接拍电

政府，发表意见，参与政治的渠道变得越来越不通

畅。此外，即便电报能传递到政府官员手中，当局也

可置之不理，使民众所发公电无法发挥作用。不过，

一些民众很快又找到新的发表意见的途径，即直接

向报馆拍电。

二、晚清报纸“公电”栏出现的条件

清末最后几年，民众直接拍电给政府的做法受

到打压，一些人便将舆论阵地转向报纸，从而促使不

少报纸开设“公电”专栏刊登各界来电。而晚清报纸

生存状态，政治人物对报纸的关注及电报通信服务

的改善，是报纸“公电”栏出现的重要客观条件。

(一)20世纪初中文报纸的生存环境

20世纪初开启的新政改革，使国内言论环境渐

趋宽松，各种报刊相继涌现。为管理这些报刊，清政

府决定制定相关法规。光绪三十二年，由巡警部、商

部、学部联合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为中国历

史上第一部针对印刷出版物的专门法规，主要规定

了印刷物注册登记、禁载事项、违律处罚等。该法

规适用对象主要是一般印刷出版物，报刊是其中的

一部分。因负责印刷物注册登记的京师印刷注册总

局并未成立，实际由巡警部及其后的民政部负责管

理报刊注册事宜。接着，巡警部又颁布《报章应守

规则》，具体规定了报纸不能登载的内容，如诋毁宫

廷、妄议朝政、妨害治安、败坏风俗等内容不得登载，

外交内政文件须保密者不得揭载等。该规则规定

了报纸禁载的内容，但没有具体规定对违规报纸的

处罚。次年，民政部颁布《报馆暂行条规》。与《报章

应守规则》相比，这份条规在内容上已有明显变化，

更加细化。如要求呈请登记批准的报刊均应载明编

辑人、发行人、印刷人姓名和住址，对违规者给予不

同处罚，通知邮局、电报局等单位配合执行等。

光绪三十四年颁行的《大清报律》，是中国历史

上首部比较规范的近代新闻法规，除基本囊括前述

各部新闻法规内容外，还参考日本新闻法，增添许多

新内容，涉及报刊的创办手续、编辑、稿件审查、出

版发行、禁载、违禁处罚等内容。《大清报律》颁行

后，报界一片哗然，一些报章纷纷刊文抨击。为此，

民政部又修订《大清报律》，经资政院复议，改名为

《钦定报律》，于1911年初颁行全国。不久辛亥革命

爆发，清政府覆灭，《钦定报律》实际发挥作用的时间

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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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清政府新闻法规日渐完善，中文报刊

受到的约束也愈多。这就使得报刊在刊载论说、新

闻等内容时不得不更加慎重。清末最后几年，清政

府也查禁了一批中文报刊。不过，这些新闻法规对

那些在租界出版，挂着洋商牌子的报刊约束力有限。

(二)政府官员对报纸的关注

新政时期，大量涌现的报刊成为推动近代中国

社会转型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些报刊的读者群体中

除有民众外，也有政府官员。晚清重臣张之洞就很

关注当时发行的报刊。光绪三十三年，时任湖广总

督的张之洞让下属联系上海有关人士帮助订购报

纸：“上海所有华字各报，自五月初一日起，就近一律

代订，全年各三分，照逐日交邮办法，两分寄武昌大

朝街官报局，一分寄水陆街王司直。”宣统元年，已

担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仍不时检阅报纸，无论何种

报纸，均购置一份，并派人检阅。如遇牵涉粤汉、川

汉铁路事及学部、军机、政务处要政，均要求特别标

出，呈其自行阅看。

至于清廷最高统治者的阅报情况，当时报纸也

有披露。光绪二十八年，《香港华字日报》报道称：

“皇太后近来每令内侍将《顺天时报》《新闻报》及各

种报纸购进宫中，随时阅看。”光绪三十二年，《时

报》探得内廷消息：“近日两宫添购各种报纸，每于退

朝后，必留心阅看，以期洞悉京外官员之利弊。”宣

统元年初，摄政王载沣面谕军机大臣，密派数名部院

司员分购京津汉沪等处报章，并由军机处派委专员，

详细检阅，择要上闻，还添派译报人员，检译各国文

报。另有报道称，载沣每日办事后，除到三所披览

要折外，必令内侍检呈各报，择要详览。内侍进呈的

报纸有北京的《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天津的《大公

报》《日日新闻报》，上海的《时报》《申报》《时事报》

等。据称载沣披览报纸时，首重论说，次为国外紧要

新闻。载沣还面谕军机大臣张之洞：“迩来京津各

报披肝沥胆，指摘大员，政府借资其力，颇有效果，即

如升允劣迹，各报馆多先事评讥，敢言之气，裨于宪

政前途，影响綦大。以后各大臣宜慎重视之，切勿以

威钳制，致政府耳目壅塞，凡事莫问。”因此，这一时

期国内发行的一些重要中文报纸，有非常大的概率

被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及其他要员阅看。

(三)电报通信服务的改善

20世纪初，中国电报局引入最新式的发报机——

韦斯登电报机，配置到一些重要电报局，如上海、北

京、天津等业务繁忙的电报局。韦斯登机在发报速

度和自动化方面都有较大突破，每分钟发报速度最

高能达到 300个电码组，通常速度也可达每分钟 80
到100个电码组。这一发报速度要比之前电报局使

用的莫尔斯电报机高出很多。晚清最后十年，国内

电报通信事业也有一定发展。光绪三十四年，上海

电政总局共辖电报线路 22419里、分局 379所，其中

有 12处电报局昼夜工作。上海总局内有办事者 67
人，各分局共有职员3175人。

晚清时期，国内电报定价过高，深为时人诟

病。据光绪三十四年的调查，中国电报每字收费是

英属印度的12倍，京津往来电报费用要比伦敦至圣

彼得堡还贵。因此，邮传部尚书陈璧提出降低电报

价格。随后，邮传部议定自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

一日起，将电报资费减收二成。因恐边远省份一时

难以周知，反致出现浮收之弊，邮传部决议从次年开

始，各地电报收费一律减收二成，日后再逐年分减，

以与世界各国电报收费办法一律。之后，邮传部正

式咨行各省督抚并札饬各电报局，按照现行电报价

格核减二成收费，从宣统元年正月初一日起实行。

三、上海报纸“公电”栏与民意表达

晚清时期，一些民众发给清政府的电报，有时会

出现于报端。如“己亥建储”事件发生后，上海电报

局总办经元善联合1230人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次日就刊载于《苏

报》。拒俄运动初起，上海众绅商联名拍给清政府

表达拒签俄约意见的一些电报，也很快被《中外日

报》刊发。因拍电者与《苏报》《中外日报》报馆都在

上海，这些电文显然不是经电报线路传给报馆的。

由保皇会资助、光绪三十年创刊于上海的《时

报》，凭借在新闻采编、版面设计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很快成为晚清上海的一份重要报纸。此后，外界会

直接向该报拍发一些电报，以扩大电文的传播范围

和影响力。如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时报》

“要闻”栏内登有一封东京留学生发来的公电：“时报

馆转东渡学生鉴：日本现定清韩留学生苛则，业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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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休课，请勿东渡。东京留学生公电。”此电表达了

留日学生对日本政府新订留学生规章的不满。次年

正月二十六日，《时报》“电报”栏内刊载的一则电文

为：“时报馆诸君鉴：铁路一案，贵报所著论说于吾粤

大局了如指掌，实能为粤人代达苦衷，纫感无既。旅

闽广东官商电。”该电于正月二十五日午刻从福州

发出，次日就出现在《时报》上，可谓非常迅速。这

一年的四月十七日，《时报》“电报”栏刊有一标题

为“附留德学生致本馆代转赣绅电一则”的来电，

内容为：“时报馆转东京学会、赣绅鉴：教士戕官，

人神共愤，务请合体死争，以杜后患。德学会。”

留德学生直接拍电给《时报》，借助该报表达对南昌

教案的意见。这三封电报的发送对象，除第二封是

专门发给《时报》馆外，另外两封都是通过《时报》转

给别的群体或组织。此时作为接收方的《时报》，刊

载外界发来的电报，更多是扮演向其他人转递电报

信息的角色。

外界直接拍电给《时报》表达某种意见的情况，

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前并不多见。即便有直接发给报

馆的电报，也是零星出现于报纸“专电”栏内。其他

上海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报“专电”栏内，主要

都是报馆访电、通讯社电等新闻电。抵制华工禁约、

收回路矿利权等社会运动中，各方往来函电，不少都

会出现于报纸“专电”栏之后的新闻栏内，如《时报》

《申报》的“要闻”栏。报馆获得的这些函电，可能是

报馆访员探访采集所得，或者是当事者或有关人员

主动送往报馆的，也可能来自通讯社或转载自其他

报刊。这些电报的收件者中一般都只有政府机构或

官员名称，几乎没有“某报馆”的字样。据此推断，这

些刊载于报端的电报应不是拍电者通过电报线路直

接发给报馆的。

光绪三十三年下半年江浙铁路借款风潮发生

后，自十月份起，《时报》“专电”栏中开始比较集中地

出现外界发来的表达拒款意见或报告筹款情况的电

报。这些电报收件者中大多会有“时报馆”三字。据

此可知，这些电报是拍电者直接发给《时报》的。受

此事件影响，加之其后清政府限制外界直接向政府

拍电发表意见，人们开始倾向于拍电给报馆，公开传

播他们的意见。同时，上海其他一些大报的“专电”

栏内也开始出现来自不同地方人们发给报馆、冠以

“某某公电”的电文，传播不同人群的声音。随着外

界来电增多，有的上海报纸专设“公电”栏，用以刊载

民众来电。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新闻报》设“公

电”专栏，置于“专电”栏后，与之平行。如该日《新

闻报》各张目次，第一张为交旨、电传宫门抄、论说、

专电、公电、中外要事、新感情，第二张为各埠新闻、

各国新闻、滑稽小说，第三张为沪事谈屑、本埠新闻、

华洋讼案，第四张为白话、专件、小说。起初，《申

报》只是在“专电”栏内附设“公电”栏，专载外界来

电。宣统三年七月十九日，《申报》将“公电”栏升格

为与“专电”栏平行的一个栏目。《时报》虽在辛亥革

命前，始终都将外界发来的公电刊于“专电”栏内，但

会用大号字标识“某某公电”，也能使读者很容易分

辨和找到刊载外界公电的地方。

现通过统计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宣统二年

《申报》《新闻报》《时报》三报“公电”或“专电”栏刊载

的公电数量，分析这几年出现在上海大报上的外界

来电的一些情况。前两报属商业报纸，立场相对中

立，《时报》为立宪派报纸。

由图1可以看到，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的三

图1 《申报》《新闻报》《时报》刊载公电数量(1908-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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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三报所刊公电数量都在不断增长。每年各报

登载的电报数量也各不相同。相较而言，《申报》《新

闻报》总体上相差不大，《时报》每年所载公电数量都

是最多的。下面再抽取三报在这三年的七月份所刊

公电作为样本，具体分析其内容。由表1可以看到，

《申报》《新闻报》在后两年七月所登公电数量差别不

大，《时报》刊载的数量最多。这与图1显示的情况基

本一致。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三报所刊内容相同的公电

有3封，一是七月二十二日，安徽宁国府绅商学界来

电，抵制贵福到宁国府任职：“各报鉴：贵福残暴，社

会不容，被逐于绍，谋调衢州，衢人不纳，贵知皖弱易

鱼肉，因之皖。宁人不幸，首蒙其害，宁人闻贵将至，

惶恐异常，除合郡开会筹抵制法，祈诸君子设法援

助。宁国府绅商学界同叩。”二是七月二十五日来自

北京，报告浙江国会请愿代表到京时间、住所及呈递

请愿书日期的电报。三是七月二十八日来自杭州，

署名“学商界柯怿琛、方承澍、吴汝明、李宝林等”的

公电，通告桐庐革职官吏亏蚀库款，栽赃学务总董和

商务分会总理，金华、衢州、严州三府旅杭同乡开会，

决议联名上控抚宪暨学、商部，秉公查办，还决议致

电北京同乡官、日本留学界同伸公论。《申报》所刊

另外4封公电，分别为苏州商会通告苏州没有铜元折

九之议；皖民不愿安徽巡抚冯煦开缺，将派代表进京

具呈挽留；来自烟台，报告浙江国会请愿代表行程的

电报；汉口《江汉日报》同人因该报被封，请求同业及

社会伸张公论。这4封公电，《时报》全都刊载。《时

报》比《申报》多出的3封来电，一是福建铁路公司报

告第二次股东会召开结果，二是来自新加坡的辟谣

电，三是南昌吴震元等揭发南昌士绅梅台源劣迹的

电报。

宣统元年七月，《申报》《新闻报》所刊公电数量

分别为 8封和 7封。两报所刊公电不同之处为：《申

报》在七月十四日登有1封通告苏州物产会暂停和重

开信息的苏州公电，七月二十六日刊登奉天府辟谣

电；《新闻报》在七月二十三日登出1封报告两江学堂

开第三次协赞大会情况的南京公电。两报刊登的相

同公电有6封，计告灾请赈电3封、通告电2封、争利

权电 1封。《时报》刊登的 11封公电中，包含《申报》

的 7封公电及《新闻报》的 6封公电，没有《申报》七

月二十六日的奉天府辟谣电，没有《新闻报》七月二

十三日的南京公电。《时报》比《申报》多出的 4封公

电中，3封分别为讣告、行程公告及告灾电，还有1封
为广州自治会来电：“东事亟，请勿忘耻，自由贸易，

誓死坚持。”

宣统二年七月，《申报》刊载 8封公电，分别为 3
封告灾电，2封关于浙路事情电，还有 3封分别是揭

露地方警察作恶、邻省鸦片入境和关于开国会的电

报。《新闻报》也有8封公电，与《申报》有5封相同，不

同之处是比《申报》多登 2封通告和 1封揭露霍山县

令劣迹电，少登 2封浙路事和 1封告灾电。该月《时

报》登载16封公电，正好是前两报的总和，除未登《新

闻报》七月二十八日所刊通告宁波浙路维持会成立

大会时间的公电外，包括了二报登载的所有公电，另

有6封两报未载。《申报》《新闻报》都未登载的公电，

有的可能是内容较敏感，两报编辑不想登载；有的也

许是专门发给《时报》的，两报本就没有收到。这些

电报 1封是发自天津的电报(“时报馆鉴：日俄密约

成，瓜分不远，请转各省，共谋救策。直隶宪政研究

会。”)，1封是川路董事局不满上海道先偿还洋商款

项，1封为绍兴学生揭露新任学堂监督破坏校章，其

他3封是关于浙路事情的。

三报这三年七月份所刊公电，内容大致包括如

下事项：(一)发布通告；(二)揭露地方官绅劣迹；(三)因
不公事，呼吁社会主持公论；(四)发表关于时政的意

见，如开国会、争路矿利权等；(五)告灾请赈。这些公

电的拍发者主要都来自绅商学界。相较而言，《时

报》在刊载外界发来的公电上更为积极大胆，《申报》

表1 《申办》《新闻报》《时报》所载公电数量 单位：封

报纸

《申报》

《新闻报》

《时报》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

7
3
10

宣统元年七月

8
7
11

宣统二年七月

8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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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之间则差别不大，都相对保守些。不同报

纸的办报风格对各报是否刊载或刊载哪些外界来电

有较大影响。

这一时期，官方电报极少出现在以上三报“公

电”或“专电”栏内，说明当时政府机构或官员很少会

利用直接拍电给报馆的方式，借助报纸宣布他们的

政见。该栏中零星出现的官电，内容多是辟谣声明、

通告等。如宣统二年四月初二日，《时报》发表一封

来自湖广总督署的电报：“时报馆：三月二十五日贵

报湖北通信栏内有湖北匿名揭帖之可畏一则，查无

其事，应请即行更正。鄂省购米济荒，大帮赣米已

到，西贡米亦陆续运至，人心安靖，并告，乞登报端，

以释谣惑。湖广督院，东。”该电于四月初一日从湖

广总督署发出，主要是否认湖北发生米荒。另外，该

年美国驻沪领事馆向《时报》送去一封北京美国公使

馆接到的美国国务院来文：“近日谣传中国有不靖之

势，但本部未知此谣从何而来，况本部从未接到此等

不靖之报告。合行宣布，以息群疑。”也是一封辟谣

电报。

有时报纸还会刊载冲突双方所发公电或内容真

实性存疑的来电。如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时

报》刊登两则安庆公电，一封内容为：“皖路矿会廿七

日选举会长，被皖北旅省学界争持意见，哄散会场，

并伤皖南学界人，祈持公论。皖学商全体胡直甫

等。”另一封是：“今日路矿大会，怀宁郑瀛、聂星五、

胡直夫率该县中学，召清真学生并流氓数百冲闹会

场，纠殴议董宋琮璟等，伤数人。皖地事扫，乞持公

论。皖路矿会议董孙传瑗、台会仁、黄盛启等三十一

人叩。”很明显，两电来自冲突当事者，双方各持其

说，互指对方扰乱会场。《时报》在两电后附按语，称

“两电俨成两造，其是非未敢遽定，姑并录之”，展现

了报纸有闻必录的精神。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

日，《时报》刊登以“商界同人”名义发来的电报：“时

报馆鉴：沔阳人郭定安因索诈不遂，诬指洋货帮李仲

青为革命党，拘禁巡警道署，商界大动公愤，拟开商

会集议。商界同人公电。”由于不知事情虚实，该报

编辑只得在电文后附以按语称：“昨日申刻接到汉口

来电云云，是否商界同人公电，抑或另有别情，不得

而知，姑照译登，探实再报。”尽管《时报》编辑对这

封来电的真实性存有疑问，但最终还是予以刊载。

此外，因难以核查拍电者身份，有时报纸也可能

误登一些捏名的公电。宣统三年六月三十日，《新闻

报》刊登一封来自丹阳的公电称：“各报馆鉴：丹阳陈

令信任亲属，挫辱学界，舆论大哗，乞持公论。丹阳

绅商学界周灿桂等四十五人公电。”此电旨在揭露丹

阳县令陈景韶欺压学界的劣迹，落款为“丹阳绅商学

界周灿桂等四十五人”。《时报》同一天登出该电，只

是落款变为“丹阳绅商学界四十五人公电”，未刊出

周灿桂的名字。《申报》则没有刊登此电。其后，丹

阳县附生周灿桂从报上看到这封电报，大为诧异，特

向丹阳县令陈景韶禀请“摘释”捏名公电，称其素不

干预外事，前日风闻有人冒名，电禀各官员，以为是

外间讹传，并未深究，及至看到《新闻报》丹阳公电的

发电人中有自己的名字，自己却毫不知情，“因思既

冒名登报，未必不冒名电禀。前日讹传，不为无因。

为此禀陈，生实不知此事，亦不知何人冒名，应请摘

释，以免拖累”。《新闻报》载此捏名电报，还刊出领

衔者姓名，是该报编辑的失误。《时报》编辑则处理得

很巧妙，直接略去领衔者。《申报》编辑估计看出了此

电有问题，干脆不予登载。

至于报纸上所刊公电来自的地域，此处以宣统

二年《时报》“专电”栏所载各方公电为例，进行分

析。该年《时报》刊登的公电以来自江苏省的最多，

达55封，其次为安徽、直隶、江西、浙江、福建各省，数

量均超过10封，其他省份均为个位数。《时报》出版于

上海，上海时为江苏省管辖，因此《时报》在江苏的传

播和影响力更为显著，江苏各界也乐于向该报拍电，

发布意见、通告等信息。安徽、江西、浙江和福建为

周边省份，该报也有较大辐射力。直隶省的情况较

为特殊，来自该省的公电均发自都城北京和商埠城

市天津。如天津《北方日报》、北京《公论实报》被查

封后，均向上海各报馆发去公电，请求主持公论。

同时，《时报》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综合性大报，其他

省份民众也有机会看到，故距离上海较远的一些省

份民众有时也会利用该平台，向其拍发电报，发表意

见，以期引起政府官员及社会舆论的关注。

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三报在刊登各方来电

时，除接收者或拍电者署名有时会略作处理，如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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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会省略一部分，或将“各报馆鉴”改作“某某报

馆转各报馆均鉴”等，一般不会对电报正文内容进行

编辑或修改，以保持拍电者要表达的原意。不过，对

一些内容较激烈或敏感的来电，有的报纸编辑也会

先做一些处理，然后再刊登。宣统元年四月初二日，

《新闻报》刊载一封来自北京、署名“中央大同报馆”

的公电：“各报馆鉴：日人诬士官学校毕业生胡学绅

窃秘密公牍，事急，请各持公论维持，函详。中央大

同报馆，东。”宣统三年正月三十日，《新闻报》“公

电”栏内刊载一封署名为“留东全体学生”的来电：

“各报鉴：俄迫伊犁，英占片马，法强索滇矿。若稍让

步，全国沦亡。政府无望，已集全力捐现金两万余，

设立救亡机关，请速言论一致，攻击政府辱国丧权，

并提倡各界组织国民军，以救灭亡。留东全体学生

叩。”《时报》《申报》也同时刊载了这两封电报，只

是在刊出时，两报编辑删去了第一封电报中有下划

线的文字，《申报》编辑删去了第二电中有下划线的

文字。估计是编辑认为这些文字内容较敏感，若全

行刊发，第一电可能引起日人不满，第二电可能导致

清政府诘责，故采取删去敏感字句后再刊登的变通

办法。当然，有些报纸所登同一封电报在字词上存

在差异，可能是报馆翻译电码或排印报纸中出现的

技术性失误。不过，这种技术性错误易于辨别。以

上两电文字的差异，显然是《申报》《时报》二报编辑

有意删减所致。

晚清最后几年，上海一些中文报纸顺应时代潮

流，开辟专栏刊载外界来电。民众直接拍电给报馆，

将电文刊于报端，有诸多好处：(一)传播速度快。因

是用电报线路传递，民众所要发表的意见可在较短

时间里传递至报馆。(二)匿名性。拍给报馆的电文，

署名没有“实名”的要求和规定，拍电者承担的风险

小。(三)传播范围广。通过报纸媒介，电文传播范围

更广，可实现跨地域传播，引起更多社会舆论的关

注。如宣统元年，《申报》日均销售 1.4万份，《新闻

报》为 1.5万份，《时报》是 1.7万份。外界拍给这三

大报纸的公电，即便只有一报刊载，就能让电文传播

范围拓宽不少。若这三报都予以刊载，那么电报的

传播范围就会进一步扩大。(四)登载率较高。一些

报馆接到来电后，多会及时发表，即便某些报纸不刊

发，也会有其他报纸登载。(五)受众更为多元。当时

阅报群体不仅有社会民众，也有很多政府官员，可间

接达到拍电给政府的目的。

四、结语

进入 20世纪，电报技术开始成为民众用以发表

意见、参与政治的重要工具。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

国内言论环境更为宽松，各种以某某绅商学界、某某

团体协会等名义，表达某种意见或诉求的公电不断

涌向清政府。对此，清政府越来越不满，逐步取缔或

限制学界、侨界、商界等拍电言事的权利。于是，人

们不得不找寻新的意见表达途径。清末最后几年，

邮传部积极整顿电政事业，降低电报资费，提升了电

报通信效率，减轻了人们使用电报通信的成本，有利

于增加电报使用量。同时，引领近代中国报界风气

的上海一些大报专门辟出版面刊载外界来电，并逐

渐形成“公电”栏。电报通信使用门槛的降低，报纸

专栏的出现，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匿名且可及时发表

意见的平台。从此，“某某报馆”或“各报馆”频繁出

现于民众拍发的公电中。相比于以往，这一新的意

见表达形式让普通人可以主动、及时地向社会公开

传播他们的意见，表达诉求，以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利用电报技

术和报纸媒介发表意见的优越性。于是，以民众为

主体，内容多元化，一些关涉地方事务、日常生活层

面的公电不断出现于报端。电报技术与报纸媒介的

结合催生出近代中国社会一种高效率的匿名传播方

式，赋予近代中国民众话语表达权，拓展了晚清社会

言论空间。

借助电报技术和报纸媒介发表意见的方式在辛

亥革命中延续下来，并在民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扬，

只是使用主体等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

注释：

①[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

政》(尹松波、石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研究了清末

公电在政治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但没有探究清

廷限制外界直接拍电政府后，民众公电传播的详细情况。易

兰《作为社会革新力量的电报——电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北
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从观念、媒介和技术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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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电报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想观念、新闻业和日常生活的

影响，基本没有涉及民意表达的内容。

②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

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

③《本馆专电》，《新闻报》1907年7月1日，第1张。

④《论诋毁大员电不准代奏》，《新闻报》1907年7月3日，

第1张。

⑤《留学生电催学部》，《大公报》1907年4月18日，第3版。

⑥《京师近信》，《时报》1907年9月24日，第2页。

⑦《福建学生会上政府电》，《申报》1907年9月25日，第4版。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0～301页。

⑨《禁止学生呈递条陈》，《新闻报》1908年3月2日，第1张。

⑩《电报一》，《时报》1907年12月22日，第2页。

《电报章程十条》，《顺天时报》1907年12月22日，第7页。

《外部咨行各使限制华侨传电》，《盛京时报》1908年 4
月18日，第2版。

《论政府制限华侨发电》，《新闻报》1908年4月13日，第

1张。

《言路缓开之原因》，《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2月5日，

第1版。

《专电》，《时报》1909年9月29日，第2页。

《慎查联名之公电》，《顺天时报》1910年4月17日，第7版。

《政府不喜内外商民发电之怪象》，《大公报》1910年 5
月13日，第1版。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

版社，1992年，第2～8页。

张运君：《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

《警部新定报律》，《时报》1906年10月16日，第3页。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第59页。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第39～43页。

根据李细珠的研究，张之洞不仅关注重要报刊，如《申

报》《东方杂志》等，而且对一些小报如《求是报》都有关注。见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第345页。

《致上海》(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廿四日)，虞和平主编：《近

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辑第 52册，郑州：大象出版

社，2014年，第646页。

《张相国之阅报法》，《大公报》1909年5月27日，第3版。

《太后阅报》，《香港华字日报》1902年12月16日，第4页。

《两宫注重报纸》，《时报》1906年2月5日，第2张。

《军机处专派阅报专员》，《时报》1909年2月7日，第2张。

《摄政王披览报纸》，《大公报》1909年5月24日，第3版。

《摄政王注意报纸》，《吉林官报》1909年第21期。

史斌：《电报通信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调查电政局之略志》，《大公报》1908年4月3日，第5版。

邓绍根：《论晚清电报兴起与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发展》，

《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决计减收电费》，《大公报》1908年6月22日，第3版。

《邮部定期实行减收电费》，《新闻报》1908年9月23日，

第1张。

《电报减费定期实行》，《新闻报》1908年 10月 29日，

第 1张。

《邮部核减二成电价》，《申报》1908年11月7日，第4版。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第309页。

这些电报详见杨天石、王学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拒俄运动1901-190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东京留学生公电》，《时报》1905年12月8日，第2页。

《电报一》，《时报》1906年2月19日，第2页。

《电报一》，《时报》1906年5月10日，第2页。

《公电》，《新闻报》1909年7月10日，第1张。

《本报目次》，《新闻报》1909年7月10日，第1张。

《公电》，《申报》1911年9月11日，第4版。

见1908年8月18日、21日、24日《申报》《新闻报》《时报》。

这 4封公电分别见 1908年 7月 28日、30日，8月 17日

《申报》。

见1908年8月4日、16日、23日《时报》。

这6封公电分别见《时报》1910年8月9日、17日、26日、

29日，9月1日、3日《专电》栏。

《来电更正》，《时报》1910年5月10日，第2页。

《北京公电》，《时报》1910年10月9日，第2页。

《安庆公电》，《时报》1910年10月30日，第2页。

《电报》，《时报》1907年11月29日，第2页。

《丹阳公电》，《新闻报》1911年7月25日，第1张；《丹阳

公电》，《时报》1911年7月25日，第2页。

《禀请摘释捏名之公电》，《新闻报》1911年 8月 5日，

第2张。

《天津公电》，《时报》1910年5月17日，第2页；《北京公

电》，《时报》1910年11月16日，第2页。

《北京公电》，《新闻报》1909年 5月 20日，第 1张。按，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公电》，《新闻报》1911年 2月 28日，第 1张。按，下划

线为笔者所加。

《北京公电》，《时报》1909年5月20日，第2页；《专电》，

《申报》1909年5月20日，第4版(按，《时报》《申报》所登“中央

大同报馆”公电，除无下划线内容，在“胡学绅”前有“日本”二

字，“函详”为“详函”)；《东京公电》，《时报》1911年 2月 29日，

第2页；《专电》，《申报》1911年2月28日，第3版。

《上海各日报之销额》，《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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