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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外文报纸

        

一、英文报 

《民国西报》（1912） 

《民国西报》（The China Republican）于民国元年（1912年）夏创刊，每天下午出版,星期日休刊，是

同盟会在上海外侨和国际友好人士中进行宣传的重要阵地。主要用英文撰稿，第二年起，兼用法文。总编马

素，副总编辑韦玉等，全部工作人员不到10人。它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和主持的第一张外文报纸。 

该报是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创办起来的。代表孙中山经常到报社传达意见、联系工作的是邓家彦和宋

霭龄。该报为揭露封建军阀破坏共和的阴谋、反对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进行斗争和宣传，在当时国际上产生

过一定的影响。同年11月，该报因反对袁世凯卖国求荣,阴谋复辟的丑恶行径,被袁世凯勾结驻沪法国领事馆

迫令停刊。 

《密勒氏评论报》（1917～1953） 

《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于民国6年（1917年）6月9日创刊，英文周刊，创始人

汤姆斯·密勒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以他名字创办《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在中国创办的

最老资历的周刊，逢周六出版，16开本，每期50页。主要读者是在华外侨以及中国政界和知识分子，部分销

往欧美等国。 

密勒自称创办《密勒氏评论报》的目的是加强中西方沟通，“将远东局势之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将西

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 

民国8年（1919年）该报由美国人约翰·贝·鲍威尔接办，自任主笔和发行人。鲍威尔的政治主张是，“中国

是独立国，不是西欧或东瀛的附属品”，“中国关税自主，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很多言论反映了

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密勒氏评论报》报道内容，以有关中国和远东地区的政治时事评论和报道为主，鲍威尔支持国民党蒋

介石政府，反对外国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阴谋霸占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

后，该报曾连续发表《东北是怎样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日本在华北的筑路计划》、《日德协定与中国》

等一系列文章，揭露、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阴谋。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该报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先后发表斯诺、韦尔斯、斯特朗、史

沫特莱等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和解放区的情况，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斗争胜

利的情况。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该报在民国25年（1936年）11月发表助理编辑斯诺的陕北之行和毛泽东论述

抗日战争的有关文章，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真实情

况。 



民国29年（1940年）6月，《密勒氏评论报》揭露日本在上海的经济研究会实际是赌窟和贩毒场所，使日

本侵略军恨之入骨，汪伪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发布驱逐83位外国记者的黑名单中，《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

威尔列第一位。民国30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鲍威尔夫妇被捕，报纸遭查封。 

抗日战争胜利后，《密勒士评论报》在民国34年（1945年）10月复刊，主编和发行人由鲍威尔的儿子约

翰·威廉·鲍威尔继承，副主编朱里安·舒曼。仍为周刊，每期约8000份，读者依旧是侨民和中国政界、知识界

人士。民国35年（1946年）该报发表评论，表达支持一个“自由民主，繁荣与统一的中国”。它反对蒋介石的

独裁政权，但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报纸实行“国有化和限制个人自由和实行专政”,不能认同。该报对国民党贪

污腐败，官吏低效无能进行揭露和批评，被美国商界认为该报是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内最直率批评的“一家独立

出版物”。该报还辟出五分之一版面刊载读者来信，内容多数为知识分子阶层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内战、

物价飞涨和卖国政策的不满和抨击。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该报继续出版了三年多时间，是当时在中国大

陆发行的唯一的一张美商报纸。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该报因主持正义，批评美国政府侵朝的暴行，以及揭露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施用细菌战等罪行，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报纸不准运进美国及欧洲。终因缺少经济来

源，该报在1953年6月停刊。 

鲍威尔夫妇在1953年返国，遭到美国政府迫害，被捕入狱，当时中国人民和新闻界曾举行集会，表示抗

议。 

《大美晚报》（1929～1951） 

《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于民国18年（1929年）4月创刊,原为4开4版的小

型报，为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影响最大的外文晚报。该报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的

立场，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十分敏感并坚决反对。九一八和八一三战事后，日本政府

对华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该报首先载文驳斥。民国23年（1934年）起该报不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赞

扬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精神，并一再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和全国人民一起抗日救国。明确提出“爱国无罪”

口号，警告国民党政府说：“举国人民畏罪而不爱国，国家必亡，国亡而政府也随之而亡。” 

上海沦为“孤岛”后，《大美晚报》始终坚持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态度，刊发了大量有关报道和评

论，鼓舞了当时沦陷区上海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决心,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

租界，首先查封《大美晚报》和《字林西报》，主笔鲍威士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审讯。 

抗日战争胜利，《大美晚报》由美国随军记者玛诺主持复刊，前主笔高尔德返沪主持报馆事务，聘吴嘉

棠、袁伦仁为编辑。日出两大张，对有关美国商情消息报道迅速翔实，广告也以美商为主。对当时中国如火

如荼的反内战、反独裁群众运动只作简单报道，不加评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该报因报道失实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会警告，后报馆又发

生劳资纠纷，于同年6月下旬停刊。 

《每日战讯》（1941～?） 

《每日战讯》（Daily War News）是苏联《时代》杂志社创办的英文小报，民国30年（1941年）9月出

版。每天下午4时出报，免费赠送，如实报道苏德战况，鼓舞中国人民抗日信心。民国32年（1943年）元旦

起日出一张，改为每份收费2角（伪币），仍供不应求。后因经费困难停刊。 

《自由论坛报》（1946～1949） 

《自由论坛报》（Chinese Daily Tribuce）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主办的英文报，民国35年（1946年）5

月由重庆迁上海出版，该报前身是英文《自由西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接收了英文《上海泰晤

士报》后，将《自由西报》迁到上海泰晤士报馆址，并更名为《自由论坛报》出版，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

沪代表尹葆余主持馆务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因属敌产,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二、法文报 



《上海日报》（1927～1944） 

法文《上海日报》（Le journal de shanghai）于民国16年（1927年）创刊。它虽不如英文报刊影响

大，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多次发表评论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叫嚣；日本首相

近卫发表侵略中国的言论后，该报立即以评论《痛斥近卫的狂吠》指名道姓地进行批驳，同时还多次揭露日

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惨重损失真相,产生一定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纸立论有所改变。 

三、俄文报 

《俄文日报》 

《俄文日报》（Новая исцзнб）是苏联在上海创办的报纸，主持人不详。抗日战争初期，因苏联未宣布

对日作战,所以该报能在上海发行，曾多次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后期军心涣散的情况。 

四、德文报 

《黄报》（1939～1941年） 

《黄报》（Gelbe Post）于民国28年（1939年）5月1日创刊。奥地利犹太人阿道尔夫·瑟夫·施托菲

（Adolf Josef Storfer），民国27年（1938年）12月31日来上海的犹太难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办此

报，自任社长兼主编。报纸强调“中立”，但倾向中国人民，重点放在亚洲，向中欧的流亡者系统地介绍上

海，介绍中国。中西文化交流也是该报的重要内容。 

《黄报》在创刊号上“编者的话”中还特别声明，《黄报》的名称与“黄种”、“黄斑”以及奥匈帝国

的“黑黄”国旗无关，更与美国的那种“Yellowpress”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因为是用黑色的铅字印在黄色的

纸上特别醒目，使人看起来舒服而已。 

《黄报》的读者大部分来自中欧的犹太人。民国28年（1939年）年底欧洲的犹太难民在上海已达2万人左

右。《黄报》开始为半月刊，民国29年（1940年）改日刊。民国30年（1941年）施托菲受日本占领当局迫

害，逃往香港。 

民国28年（1939年）到民国30年（1941年），犹太人在上海办的德文报纸有两份晨报、一份晚报，此外

还有周刊和月刊。后来有人把《黄报》另立一名《世界环球邮报》。 

五、日文报 

《大陆新报》（?～1945） 

日文《大陆新报》是日本占领上海后，独霸上海外文报坛的唯一报纸，也是当时上海数十家汪伪新闻报

刊的“太上皇”。创刊时间不详。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当局接管。 

《改造日报》（1945～?） 

《改造日报》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5日创刊，由国民党第一绥靖司令部主持，陆久之任社长，金学

成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何时停刊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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