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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中国记协俱乐部里，记者和诗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兴致正浓时，记者问：“诗人

今年几岁?”答曰：“千岁，鼻祖五千岁。”诗人问：“记者今年年庚几何?”答曰：“记者今

年九十九。” 

  这一问一答很有意思，幽默、实在而又不玄乎。“诗人千岁”隐喻我国最早的诗歌专集

《诗经》已有千年的文明史，“鼻祖五千岁”系指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记者今年九十九”

也是有根有据的。记者，即新闻记者。在我国最早出现“记者”一词的日期是１９０５年３月

１０日上海《申报》，一篇题为《论今日各国对中国之大势》的文章中。从１９０５年到２０

０４年，正好九十九岁。 

  １９０５年以前，中国的新闻记者叫什么?说来也真有趣，从“笔者”、“笔耕者”、

“笔受者”到“友人”、“访友”、“访事”、“访员”，然后又由“访事”、“采访”、

“访员”到“记者”，确实由称呼的发展变化中，可以观窥到一部中国新闻史话的缩影。 

  １８７５年(清光绪元年)７月７日，《申报》首次刊登招聘访事的广告，应聘担任访事的

条件是：“必须学识兼长，通达事务，并为人端正，实事求是者。”并称：“薪金当从丰酬

送，愿者来馆面议。”“访事”就是“记者”的前称，从这个中国最早的记者招聘广告上看，

首先把广义的“笔者”、“笔耕者”、“笔受者”趋向专业化，然后又突出了新闻报纸的特

性，再后规范了从业人员的身份特征权利义务。 

  但是以统一的“记者”一词代替其他杂七杂八的称呼，是报刊大改革的先声。１９０５年

《申报》进行了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大尝试，把“记者”、“新闻记者”的称呼率先使用起

来。１９０５年３月１０日《申报》载文《论今日各国对中国之大势》，文中有这么一句：

“记者又何必须再烦笔墨以渎吾同胞之听哉!”第二次再见这称谓是同年同月１４日，在一篇

题为《赞成报馆同盟会之谈》的文章，文中说道：“由于中国各报记者程序之不齐，则虽非立

异，而其议论自不相同。”再后自１９０５年３月２１日以后，《申报》连续出现了“记

者”、“新闻记者”的称谓用词，其使用频率也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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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记者

· 女记者的眼泪 (2007-7-25) 

· 试析评论记者机制的现实可能性 (2007-6-22) 

·晚清的官报  

·抗战中的上海新闻界  

·《良友画报》的启示  

·中国现代新闻传统：文…  

·清朝末年云南的报纸  

·邓小平与《红星报》  

·《小说月报》终刊之谜  

·绍兴历史上的报纸与报人  

·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  

·风云际会——《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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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国记者用中文提问所想到的 (2007-5-14) 

· 出镜记者——占据BTV报道现场 (2007-4-13) 

· 奥运会来临中国记者准备好了吗 (200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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