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家说

在旧报收藏中

追寻羊城旧事
还原历史真相

受
访
嘉
宾

●沙志仁

羊城晚报金牌读者、交
通工程学博士、广州道路交
通史研究者

受
访
嘉
宾

●罗韬

资深媒体人，
文史学者，曾任羊
城晚报编委，参与
创 办 岭 南 报 业 博
物馆

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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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南海之滨，珠江两岸，一百多年来风云
际会，改天换地，上演过多少跌宕起伏的历
史故事，见证了多少新旧交战的思潮激荡。

万家灯火，奔来眼底；百姓忧乐，激荡
胸怀。一行行文字，一张张报纸，默默地
记录着时代点滴、人间百态。岭南向海而
生，近代以来既是商贸繁盛的锦绣之地，
也是风雷震荡的革命策源地，文化的交汇
碰撞，令这片土地勇立时代潮头，敢为天
下之先。岭南报业发端于十九世纪，经历
磨难，浴火重生，繁荣至今。从铅与火的
奋进，到数与网的创新，岭南传媒始终记
录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步，为改革开放
呐喊，并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书写着更为
恢弘精彩的篇章。

百年变迁
岭南报业领风气之先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

人类很早就有将文字书写
在载体并供受众阅读的传播方
式。唐宋时期，甚至可追溯到
汉，中国就出现《邸报》，这被认
为是东方最早的报纸；在西方，
恺撒于公元前 59 年下令每日
公布元老院及公民大会的议事
记录，这种名为《每日纪闻》的
载体，也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
报纸”。随着印刷术在西方的
普及，17世纪的欧洲开始出现
将信息印刷在纸上并对外销售
传播资讯的方式，被认为是现
代报纸的开端。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
广州迎来了近代报业发展的第
一个高潮。1833 年 8 月 1 日，
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
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
刊物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内地
发行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它的创办发行，拉开了岭南大
地各种报刊创办的大幕。

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报纸
也在传播思想。十九世纪七十
年代王韬在香港主编《循环日
报》，倡言变法，成为维新思想

的先导；二十世纪初流行粤港
的《中国日报》、《有所谓报》，
宣传反清思想，为“走向共和”
鼓与呼。1925 年，毛泽东在广
州主编《政治周报》，并发表经
典名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奠定工农革命理论基础。

及至当代，报刊从广州开
始掀起创新扩展的大潮。改革
开放后，1980 年复刊的《羊城
晚报》尊重新闻规律，批评“个
人崇拜”，积极倡导商品经济，
令全国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南
方日报》、《广州日报》、《深圳特
区报》等报刊，纷纷以不同的方
式开拓阅读市场，让“机关报”
更少“机关味”，更具群众性。

时至今日，更多新兴的传
播方式不断诞生，但报纸的生
命仍然强大。一些经典的报纸
版面，随着时间推移成为收藏
品。它们未必有高昂的身价，
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却有
着难以用价值来衡量的读报乐
趣——一份份泛黄的、记录着
当年信息的老报纸，唤起无数
人难忘的集体回忆。

●1827 年 11 月 8 日，《广
州纪录报》在广州创刊，是外
国人在中国本土出版的第一
家英文报刊。在广州连续出
版 12 年 后 ，1839 年 因 鸦 片 战
争 迁 往 澳 门 ，又持续出版了
4 年。

●1833 年 8 月 1 日，普鲁
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刊
物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内地
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 1872 年《羊 城 采 新 实
录》在广州出版，这是由中国
人自办的我国内地最早一份
近代中文报纸。

●1884 年 4 月 18 日 中 国
人自办的报纸《述报》，创刊于
广州多宝大街海墨楼书局，这
是中国最早的一份石印中文
日报。

●1904 年 2 月 17 日，骆侠
挺创办中兴通讯社，这是我国
自办的最早的通讯社。

●1920 年 10 月 3 日 出 版

的《劳动者》，是广州早期共产
主义组织出版最早的一份小
型刊物。

●1923 年 6 月 15 日《新青
年》季刊创刊。这是中共中央
第一份理论机关报，由瞿秋白
主编。

●1924 年 4 月中央通讯社
在广州建立，这是中国国民党
创办最早的通讯社。

●1925 年 12 月 5 日《政治
周报》出版，这是国共两党合
作 时 期 影 响 最 大 的 刊 物 之
一。毛泽东以中国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名义主
编这份刊物。

●1957 年 10 月 1 日，在陶
铸的主持下《羊城晚报》正式
创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张
大型综合性晚报。

●1996 年 1 月，中国第一
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
业集团正式组建成立。1998
年 5 月，南方日报报业集团、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正式成立。

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 一城两馆
记录岭南报业史话

纸墨含香，一报看尽天下
风云。藏身于闹市的岭南报
业博物馆，正默默地诉说着一
段岁月的变迁。正如馆内前
言所载：“传播改变中国，岭
南报业已经为此作出了异常
生动的注脚。”精品报纸、珍
贵文献等众多展品，力证岭南
地区是中国现代报业的摇篮；
洞察新事物，引领新思维，正
是岭南传媒的精神内核，并成
为推动中国新闻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

漫步岭南报业博物馆，到
访者可以浏览众多创刊于岭南
地区报纸的“前世今生”，一份
份上百年历史的老报纸和一张
张让人回味无穷的老照片，定
格当年历史，记录时代风貌。
藏品涵盖的年代，从鸦片战争
前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初。在
黄埔大道中 315 号馆，活版字
模、印刷铅版、胶印机等印刷工
具述说着科技的进步；在东风
东路 733 号馆，羊城晚报大楼

奠基石、值班总编办公桌、信稿
组邮箱等旧物，印证了“东风东
路 733 号大院”和羊城晚报的
历史渊源。

羊城晚报以报为媒，整合
文化大家之雅作刊登并传播文
化。在上世纪 50-60 年代，董
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何香凝
等国家领导人曾投稿至《羊城
晚报》。他们当年的手稿，如今
珍藏在岭南报业博物馆中。写
得一手好诗词的原广州市市长
朱光及新中国新闻事业奠基人
范长江等，也有书信真迹展示
于此。

一些珍藏的文献材料，透
露了当年相关领导对新闻报道
的关心。在著名古典文学专
家、羊城晚报编委刘逸生 1965
年至 1966年间的工作笔记中，
便记录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
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对《羊城
晚报》的办报指示。

《羊城晚报》在“文革”初

期，曾一度被迫改名《红卫报》，
馆内就展出了一份由一位普宁
读者赠予的 1966 年 10 月 7 日
的《红卫报》，可谓弥足珍贵；不
久《红卫报》又被责令停刊，一
份陈旧的《停刊公布》就记录了
这一报业痛史。

但《羊城晚报》一直受到广
大读者和作者的怀念和期待。
1980年《羊城晚报》复刊时，著
名现代作家萧军曾致信《羊城
晚 报》，并 赋 诗 一 首 致 贺 。
1981 年 10 月 16 日，著名武侠
小说家、香港《明报》创办人金
庸致信《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
编辑室，同意连载他的武侠名作
《碧血剑》，并肯定《羊城晚报》
“风格新颖、编排精彩”“为全国
晚报中销数第一”。这些名作家
的信件，都作为展品展出。

在展馆内，我们还可以看
到羊城晚报杰出同仁的“韬奋
奖”奖杯，“中国新闻一等奖”奖
杯等等。这些都记录着岭南新
闻业界的不凡足迹。

羊城晚报记者：一百多年
来，岭南地区诞生与培育了多
家著名报纸，其历史原因是什
么？为什么岭南拥有如此丰厚
的报业发展的土壤？

罗韬：岭南地区位于中国
大陆的最南端，是中原文化向
南传播相对较迟到达的地方；
与此同时，岭南地区又是环太
平洋文化圈中的一环，相比国
内其他地方，这里往往最先接

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两种文
化影响下，岭南地区历史上发
生了三次文化传播高潮。

第一次是南朝时期，与北方
相比，广州处于相对安定的和平
环境，因此成为仅次于建康地区
的佛经翻译出版中心，这对西土
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
作用。这次文化传播高潮虽与
现代报业发展没有关联，但却和
外来文化传入及出版业有关。

1000 多年后，文化传播高
潮再次在岭南地区发生。鸦片
战争前，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
外通商口岸。来自西方的文化
在这里开始传播。这一时期，
既有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
纸，如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
1833 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
考每月统记传》，也有中国人王
韬1874年在香港创办的《循环
日报》，创办于1893年、孙中山
曾参与编辑的澳门《镜海丛
报》，1900 年兴中会在香港创
办的《中国日报》等。这次文化
传播高潮，不但与外来文化传
入及出版业有关，也与现代报
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第三次文化传播高潮，发
生在改革开放时期。报业对促
进思想解放再次产生巨大影
响，也成为广东“先行一步”的
重要标志之一。在 1980 年，
《羊城晚报》复刊。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南方日报》《羊城
晚报》和《广州日报》这广州的

“三大报”，通过贴近群众贴近
市场的内容、根据读者需求进
行扩版、创办子报等方式开拓
新路。这一趋势，从以广州为
首的岭南地区向全国传播，对
中国其他地方报业迅猛发展产
生着深远影响。

纵观三次传播高潮，都与
外来文化进入有关，都与出版
业有关；其中两次对报业发展
有影响。岭南地区比中原地区
更早接受外来文化，更具市场
意识，是这里持续培育传媒机

构成长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报记者：不同时期

在岭南地区诞生的报纸，都有
哪些特点？它们如何通过传播
来改变中国？

罗韬：从鸦片战争时期到民
国期间岭南地区所创办的报纸，
其创办人、管理人、主要供稿人
中有的是西方传教士，他们把源
自西方的信息通过报纸传播给
中国人。魏源被誉为“睁眼看世
界”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在
撰写《海国图志》时曾引用《东西
洋考每月统记传》，足以证明近
代岭南的报纸对愿意接受先进
思想的中国人产生了影响。除
了西方传教士，这一时期报纸的
创办人、管理人，很多都是买办
阶级和新式知识分子，这两类人
当年主要出现在广州、香港、澳
门等口岸。作为当时社会的新
阶层，他们在报纸上传播先进思
想，吸引到康有为、孙中山等有
识之士阅读和撰稿。而康有为、
孙中山等人，后来分别成为维新
变法或反帝制思想的推动者。
那一时期的报纸，对推动中国政
治制度的转型，起到一定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广州创办
或新发展的报纸，也引领着全
国报业改革风气之先。《羊城晚
报》复刊时，总编辑吴有恒提出
报纸要有政治性、思想性，也要
有知识性、趣味性，更要体现对
民生的关怀、以贴近群众、影响
群众去赢得民心，赢得市场。
从后来的实践看，《羊城晚报》
把具有社论功能的专栏取名为

“街谈巷议”，从而增加这张报
纸的民间气息，在上世纪80年
代的报道中传播商品经济思
想、关注民生民情，实行舆论监
督，“干预生活”。

这些创新性的报业实践，让
广州报业赢得群众肯定，提升营
业收入；通过宣传群众，凝聚群
众，广州报业倡导改革开放，传播
新观念，推动了有利于社会治理
的政策出台，用传播改变了中国。

三次文化传播高潮 孕育岭南报业发展

岭南报业博物馆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33

号羊城同创汇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 315

号羊城创意产业园1－16

《明报》创办人、著名武侠小说
作家金庸致信《羊城晚报》港澳海
外版编辑室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怿韬 施沛霖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怿韬

广州新闻界的全国之最

范长江致信羊城晚报社时任总
编辑杨奇，并附诗《松花江上》投稿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报纸有着独特
的收藏价值。一般而言，年代较早的报
纸、特定地域的报纸、号外报、大事件
报、特殊材质的报纸、特殊刊号的报纸
如创刊号、更刊号和终刊号等，特别受
到收藏者的钟爱。也有部分报纸收藏
者，并不追求藏品升值，更注重在旧报中
获取有价值的资讯。羊城晚报金牌读
者、广州道路交通史研究者沙志仁，便是
其中一个巧用旧报追寻羊城旧事、还原
历史真相的研究者。

藏报二十多年
广州报纸是收藏方向

沙志仁从 1998 年 9月起开始收集
报纸，主要方向是广州地区出版的报
纸，藏品中包括了旧报纸、旧报纸剪报
及电子版PDF报纸等。

在一些旧书交易网站上，常有旧报
纸交易，卖方将报纸拍照传上网，买家通
过辨识照片判断报纸价值再拍下，一份
旧报纸就这样“成交”了。沙志仁告诉记
者，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报纸，他会通过旧
书旧报网购买；有的旧报售价实在太高，
他会先把卖家拍摄的报纸照片保存下
来，成为自己报刊资料库的一部分。

作为广州报纸收藏的“必修课”，沙
志仁珍藏了本地一些具有纪念价值的
旧报，如1997年 10月 1日《羊城晚报》
创刊40周年版、1997年 7月 1日《广州
日报》庆香港回归97版、1999年9月30
日《羊城晚报》国庆50周年珍藏版、2000
年《羊城晚报》创世纪金版、2000年1月
1日《广州日报》新千年200版纪念特刊
等。“一些我认为值得收藏的报纸，如涉
及广州地铁每一条新线开通的报纸，我
会在当天购买保存。此外，我还根据研
究需要，收集了一些上世纪50-80年代
的广州地区出版的旧报纸。”

从报纸读懂
广州道路交通历史

沙志仁对收藏报纸的兴趣，源于他
的中学年代。从小就对广州道路交通有
着浓厚兴趣的他，通过阅读与收藏报纸，
更加深了对广州道路交通历史的了解。

“报纸上刊登的交通新闻、与广州城市
建设有关的内容，勾起了我对报纸收藏的
喜好。通过阅读旧报纸，我了解到广州大
桥何时打下第一根桩、全国第一座四层立
交区庄立交的通车时间、越秀荔湾老城区
一批马路何时改为单行线、海珠桥何时首
次加装红绿灯控制车流方向、广州何时第
一次用电脑控制红绿灯……”沙志仁说。

除了旧报纸，沙志仁还收集与广州
公共汽车和地铁车票、旧地图等物品，
这些藏品结合起来，能互相佐证，最终
还原历史，也折射出广州的城市变化。

“此前我在研究广州每一条公共汽
车线路的起源。在我收集到的各年代
地图及线路资料中，并没有找到 15路
线的起源，而在 1959 年 11 月 12 日的
《羊城晚报》上，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信
息：‘11月 16日起，西村至黄沙班车专
线改为 15 路线’，这让我得知如今的
15 路线，前身是西村至黄沙班车专
线。”对于研究广州道路交通史的沙志
仁来说，《羊城晚报》为他提供了不可
多得的历史资料。

沙志仁告诉记者，在他收集到的旧
公交车票中，不少印着“站售”字样。

“以前为了缓解乘客上车拥挤购票造成
的不便，广州公交行业曾在车站进行售
票。然而这种‘站售’车票的形式，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沙志仁在1965
年 3月 22日的《羊城晚报》上找到了答
案，当天的报纸记载：“公共汽车职工
多方改进服务方法。其中，在乘客较多
的一些车站，乘客可以向站上售票员事
先购好票才上车，不必在乘客拥挤的车
厢里掏钱买票。”——“站售”车票的诞
生，就这样有了时间证明。

通过旧报与其它藏品间的相互印
证，一段段鲜活的广州历史就这样被准
确还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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