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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类：朝廷官报邸报，非法民报小报，合法民报京报。 2

、对唐代“开元杂报”有详细记载的是唐代孙樵的《经纬集

》的《读开元杂报》一文。 3、报房京报从崇祯末年以后才

普遍使用活字印刷。 4、我国唐朝出现的古代报纸是有史料

为证的，约发行于887年的敦煌“进奏院状”的发现，提供了

研究古代报纸的第一个原始材料。 5、宋朝从宋真宗咸平二

年起开始实行定本制度。 6、“小报”在北宋末年再现，盛

行于南宋，当时被称为“新闻”。 7、中国近代报刊上出现

的第一则消息是关于“月食”的，刊载于第一份近代中文报

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该报创刊于1815年8月5日，主编

是米怜，地点是马六甲。 8、第一个打入中国本土创办中文

近代报刊的西方传教士是郭士立，1833年8月，他在广州创办

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4年，该报上刊载的《新闻

纸略论》，是中文近代报刊上出现的第一篇论述西方近代报

纸的专文。 9、1838-1840年间，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人编译外

报，这些材料后人称之为“澳门新闻纸”。 10、1822年9月在

澳门创办的葡文《蜜蜂华报》，被认为是我国领土上出现的

第一份外文报纸。 11、英文《字林西报》是1864年在上海创

刊，其前身是1850年创刊的《北华捷报》，拥有人是字林洋

行。1882年，字林洋行又创办中文报纸《字林沪报》，1897

年，该报创办附张《消闲报》，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声。 12

、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是1857年11月在香港出版的



《香港船头货价纸》。 13、1872年，路透社首先在上海设立

远东分社，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通讯社。

14、中国第一份政论报纸是创刊于1872年2月4日的《循环日

报》，第一个报刊政论家是王韬。 15、《申报》于1872年4

月30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美查。我国最早的白活报是申

报馆于1876年创刊的《民报》 16、在北京出版的以康梁为首

的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是《万国公报》。戊戍变法时期

影响最大的改良派报纸是《时务报》，报刊宣传家是梁启超

，“时务体”就是以他的政论文章为代表。戊戍政变后，改

良派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宣传阵地是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刊

的《清议报》，由梁启超主持编务。戊戍政变后，得以继续

出版的维新派报刊是《知新报》（澳门）。 17、太平天国设

立的“刷书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所办的第一个出

版宣传机关。 18、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阐述他的报

刊思想的第一篇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首次提出了“

耳目喉舌”论。 19、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中国第一份妇女

报是《女学报》，是上海女学会的会刊。 20、维新时期重要

思想家严复的重要译文《天演论》和《群学肄言》（部分）

最初发表在《国闻汇编》 21、1911年7月，《大江报》发表了

两篇着名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

药也》，作者是詹大悲。 22、《苏报》易帜后，开设了“学

界风潮”专栏，集中报道学生革命团体活动的消息。 23、兴

中会办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是1900年1月25日在香港出版的《

中国日报》，第一任社长是陈少白。 24、黄远生的采访四能

是：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25、1872年

外国传教士在北京创办了中文月刊《中西见闻录》。 26、于



右任的笔名有骚心，大风，神州州主等。所谓“竖三民”是

指他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 27

、香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两家英文报纸 28、同盟会在海

外创办的最重要的机关报是在东京出版的《民报》，首任主

编是胡汉民，后由章太炎主编，与在横滨出版的保皇派报纸

《新民丛报》展开关于革命与改良问题的大论战。 29、中国

在清代末年才开始有专门的新闻出版法《大清印刷物专律》

、《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和《大清报律》（1908年，

第一部新闻法） 30、我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是美国人奥斯

邦于1923年1月在上海建立起来的。国人自办电台最早的

是1926年的哈尔滨电台。 31、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报

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

报》，其原名为《中国教会新报》，由林乐知于1868年创刊

。 32、五四时期着名刊物《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

，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主编陈独秀。鲁迅的小说《狂

人日记》最初即发表在《新青年》上。李大钊把他轮值主编

的第六卷第五号《新青年》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

表了他自己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9月出

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发表陈独秀写的《谈政治》

一文，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这表明它的改组基本完

成，由启蒙报刊转变为无产阶级报刊。为及时进行政治宣传

鼓动，《新青年》同时创办了小型政治报纸《每周评论》

，1918年-1919年在北京出版，宣传了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

参加该报编辑的三位文化名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和周作人。

33、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1922年9

月13日创刊于上海，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第一个党的日报



是《热血日报》，主编是瞿秋白。《热血日报》办有副刊《

呼声》，刊载评论、通讯和文艺作品。 34、由周恩来领导组

建的延安新闻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开始试验播音，呼

号XNCR，1945年9月5日正式播音。 35、新华社前身是1931

年11月在江西瑞金创办的“红中社”，1937年1月改为现名

，1939年初，与《新中华报》分开而成为独立的新闻机构，

第一任社长是向仲华。 36、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共产党的《

译报》停刊后的第二年，改名为《每日译报》出版，以英商

的名义发行，此类报纸被称不“洋旗报”。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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