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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期与晚清政府：近代转型视野中报纸与官吏关系的考察》以早期《申报》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为考察视角，从《申报》创办伊始就经历的查禁风波人手，通过典型案例重新解读《申报》的历史面
貌和风格特征，展现报纸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种种冲突，对《申报》商业性报纸的定位作新的评价。

　　《申报》在对湖丝案、徐壬癸案的报道中批评了官吏的审讯方式，引起官员愤怒，导致报纸与地
方官员关系的恶化，并引发了第一次查禁风波。
湖丝案是《申报》通过报道社会案件涉人官事的最早案例之一，而且是有关中外交涉的案件。
在这一事件中，《申报》对陈司马审案方式的质疑开启了报纸“纵谈官事，横加谤议”的先例。
徐壬癸案本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上海县令未审而断，并动用了残酷的刑讯手段，引起西人舆论大
哗。
报纸的介入使徐壬癸事件成为东西方价值观冲突的一个缩影。
《申报》在报道徐壬癸案过程中的前后态度的变化显示了中国传统报人对西洋制度理念的认可。

　　杨月楼案本身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但其中涉及的通奸、韦女的广东人身份、上海县令的广东
籍贯、《申报》对此事的连续报道及所持立场等诸多戏剧性因素，使这一起民事案件成为著名的公众
舆论事件，甚至演变为本地人与广东人的对抗，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杨月楼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地域文化冲突的典型展现，《申报》和上海地方官员因杨月楼案而彻底交恶
。
官员为了制衡《申报》，不惜另办报馆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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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宁，女，回族，1972年生。
现为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1989至1993年，就读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93年至1995年，免试保送河南大学中文系
研究生，导师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教授。
1995年至1996年，赴日本大正大学做国际文化专业访问学者。
1998年至200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陈允吉教授。
2007年至2010年，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联系导师黄瑚教授。
发表文章1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
目前承担上海市哲社项目一项，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一项。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史与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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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舆论监督与洞察夷情
第六章 《申报》的政治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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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于邸报的内容，不外乎诏旨、章疏以及召见臣公、黜陟官员、旧制变革、日行政令等等。
其中特别提到清朝邸报的一项规定就是，州县以上官员犯罪被贬之类的信息不能列入邸报，目的是替
罪贬官员隐讳，既已受到惩处，就不必录于邸报，使四方知之，留下恶名。
同时显示在上者“不忍彰显臣下过恶”的宽仁之意。
时人对邸报与新报的不同认知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传播范围。
中国古代除官员外，民分四等：士、农、工、商。
邸报的传播范围仅限于官与士两个阶层，即所谓的“学士大夫”。
而新报则有阅无类，人人可观。
如果说当时观阅邸报还是一种隐隐带有阶层优越感的行为，那么新报的出现让这种优越感荡然无存。
　　二、传播内容。
邸报“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内容上具有严肃和雅化的特征。
新报则彻底俗化，不仅有朝廷政事，亦有市井之琐屑，“上至朝廷，下至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
，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
实际上正是依靠“闾里之琐屑”，新报才吸引了农工商贾等社会大众。
　　三、传播渠道。
邸报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新报的“作成于下”则意味着下情能达，时事周知，信息得以传通。
这种互动与共享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的标志。
　　四、地位。
邸报雅，新报俗；邸报严肃，所载皆国家大事；新报活泼，乃人间小道。
所以邸报的地位高于新报。
　　国人历来受史官文化影响极深，于史则有正史与小说之别，与文则有雅正与通俗之分，界限森严
，不可逾越。
而《申报》人员结构中洋人老板加华人主笔的特殊组合，使得洋化新报和传统邸报的功能实现了某种
程度的整合，这也可以看作新闻纸这一新生事物为适应中国环境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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