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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湘报》 是 1898 年创办于湖南长沙的南学会的机关报。 《湘报》 的科技传播通过题材、栏目、体

裁、作者队伍、连载等方面凸显其编辑特点。这些特点强化了传播的渗透力，对“注意力经济”下大众传媒

的科学传播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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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报》 于 1898 年在湖南长沙创刊，是南

学会的机关报，与上海的 《时务报》、天津的

《国闻报》并列为当时维新派在全国最有影响的

三大报刊，虽然不是专业的科普报纸，但是其

新闻、论说等栏目中融入了许多科技内容。目

前对于 《湘报》 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关于其科

技传播编辑特色的研究还是空白。本文试图梳

理 《湘报》 科技传播的编辑特色，以此来凸显

《湘报》在中国近代科技传播中的贡献。

1《湘报》的创办
《湘报》 发刊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五日，即

为 1898 年 3 月 7 日，是湖南地区第一家日报，

也是南学会的机关报。用四号和五号字体，日

出一张，裁作四页，集订成书。同年 10 月 15

日，“顷闻电传，上谕令各省督抚饬各报馆一

律停办，本馆遵奉，即于明日停报，特此布

告”[1]，停刊，共计出刊 177 号。

创办之初， 《湘报》 采用官督商办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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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 117 号开始改为商办。在栏目设置上，

《湘报》 主要有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

省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京都新闻等。

它以普通民众为传播对象，其宗旨为“专以开

风气，拓见闻为主”[2]，积极宣传变法维新，

介绍西方科技，语言平实、激进。

2《湘报》的编辑特点
《湘报》 的科技传播在编辑上，特点显著。

通过精妙的编辑，来加强科技传播，进而进行

科学启蒙。
2.1 题材广泛，图文结合，栏目多样

经过统计， 《湘报》 1~177 号内所有有关

科技的文章共 369 篇，其传播内容涵盖了基础

科学知识、工程技术信息、科学史、科技动态

信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意义等诸多

方面。《湘报》 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旨在

对当时的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打造“先进的中

国人”。

以基础信息中的地理知识为例，介绍了内

容主要有：一为河流知识，大金沙江、潞江、

伊洛瓦底河三河的源头、流经路线和注入地；

二为宏观地理知识，赤道、南北极和经纬线及

二者的关系，地球分为五大洋和五大带，以及

五带的成因和划分；三为关于具体地理位置的

介绍，例如广州湾、湖南、日本人发现某岛、

飞腊边群岛等，“兹查该岛，如星之罗，如棋

之布，统计水中浮屿一千二百处，合各地而综

核之，大约五万二千六百五十方英方里”[3]；

四为地震和别斯比土山 （火山） 的介绍，“地

震之理乃地心之热充盈欲外泄，其充盈所向之

一面，遂行震动，其最甚者，发为灿”[4]。

《湘报》 的科技传播在广告中还利用了图

片的形式，例如从 155 号至 177 号，除 166 号

外，均刊登了大幅广告 《金陵壁月山房精制天

地球图》，“天地球：按照西法制造……地球

以十余色风别海山国界……”[5] 就栏目而言，

《湘报》 的科技传播主要集中在论说、本省新

闻、各国新闻等固定栏目中。除此之外，与科

技传播有关的栏目还有南学会问答、南学汇

纂，并在第 167 号和第 169 号分别设立了旨在

加强科技传播的临时专栏海外奇闻志和海外

奇闻续志。
2.2 体裁多样，消息类占主导，消息来源广泛，

中外兼备

在体裁方面， 《湘报》 科技传播立足于消

息，同时力求多样化。具体的体裁类别和数量

如表 1。

其中，消息、述评主要是传播新近的工程、

制造动态，科学研究新发现，科技成果，科技

活动和科技政策。议论和讲义在数量上共计 49

篇，但是文本容量非常大，相比于消息科技传

播的片段性，议论和讲义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

深度。内容上主要是介绍了基础学科知识，比

如天文学、物理学等六大学科，其次介绍了技

术的应用，比如农业种植方面的技术要诀。

《湘报》 的消息来源主要分为四类：通讯

员来稿、自采稿件、所译外报和转载其他中文

报刊，数量分别是：10 篇、144 篇、28 篇和

187 篇。

科技新闻稿件中，第 1 号到第 65 号是以自

采为主，从第 65 号以后，由于受所译外报稿件

和转载其他中文报纸稿件的影响，自采稿件数量

逐渐减少，第137到 158号是自采稿件的第二个

数量波峰。翻译外文报纸稿件从 18 号开始，但

是数量较少，其中第18号到第45号是翻译外文

报纸稿件的波峰，受转载中文报纸稿件的影响，

从第 61 号，翻译外文稿件只有零星几篇，所译

外文报纸包括法国、英国、日本、美国、德国、

新加坡 6 个国家与地区的 20 家报刊，类型上既

有大型的通讯社 （如路透社等），又有综合性日

报 （如 《太阳报》、 《纽约报》、 《大阪每日报》

等），还有一些科技类报刊 （如 《纽约格致报》、

《伦敦世界工艺报》等），以及其他一些报刊（如

《美国水陆军报纸》、 《美国学问报》 等），其中

以综合性日报为主，其次为科技类报刊，科技类

报刊共有3种，翻译稿件10篇。

体裁
议论

“歌”体
问答式对话

体裁
消息类（包含述评）
讲义
告示

数量（篇）
287
9
10

数量（篇）
40
5
18

表 1 《湘报》科技新闻体裁和数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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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其他中文报刊稿件从 51 号开始，在

所有科技新闻稿件中，所占比例最大，数量最

多，其中第 57 号到第 137 号和第 157 号到第

176 号是此类稿件的两个波峰，所转载中文报

纸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

香港、澳门和云南，共 7 个省份 27 家报纸，

类型上有官报 （如 《官书局报》 等）、国人自

办综合性商报 （如 《大公报》 等）、外人在华

商报 （科技类报刊包括其中，如 《格致报》、

《格致新报》 等）、以维新派“喉舌”为代表的

机关报 （如维新派的 《维新日报》、 《维新

报》、 《国闻报》，革命派的 《苏报》 等），其

中以国人自办综合性商业报纸为主。通讯员

来稿数量较少，零星分布于各号中，通讯员遍

布全国多地，比如金陵等。
2.3编辑上采用连载的形式，文风上运用报章文体

在编排手法上，《湘报》 科技传播的表现

形式之一，即为采用了连载的形式。这种连载

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其一，同一类但

非同一篇文章的连载。例如谭嗣同每次回南学

会后，在 《湘报》 上发表的文章分别为：第 3

号的 《谭复生观察第一次讲义》、第 7 号的

《谭复生观察南学会第二次讲义》、第 20 号的

《谭复生观察南学会第五次讲义》、第 42 号的

《谭复生观察南学会第八次讲义》；类似的还

有，第 1 号到第 2 号的 《两院告示》、 《总署

片赎》；第 167 号的 《海外奇闻类志》、第 169

号的 《海外奇闻续志》。

其二，同一篇文章的连载。囿于版面和篇

幅，有的科技文章，在某号上 《湘报》 只能发

表文章的一部分，分数号刊发完毕。比如，第

63、64 号的 《〈朱子语类〉 已有西人格致之理

条证》；第 82 号到 96 号的 《致富工程说》；第

111 号、113 号、116 号的 《劝种桑麻棉花歌》；

第 115 号、116 号、119 号、154 号、155 号、

156 号、158 号的 《本年南洋炮台表》；第 117

号、124 号的 《东亚各国舰队之优劣》；第

132、133 号的 《光树艺说》；第 138、139 号的

《湖北某观察上两湖总督张 比较沪鄂两厂制造

枪方案》；第 151 号、153 号的 《论湖南遵旨设

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第 157 号、159

号的 《示准专利》；第 160 号的 《论制明油

田》、第 161 号的 《续论制明油田》。

方汉奇认为，报章文体的主要特点是“半

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风长带感情，有时还夹

杂口语和外来语”[6]，这种文体又称为“时务文

体”、“新民文体”、“报章体”。它在 《湘报》

的科技传播文本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杨子玉的

《工程致富说》，采用了半文半白的写作手法，

有利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受众阅读。 《湘报》 在

科技传播时非常注重平易畅达，比如，采用打

油诗的写作手法以介绍种植铁子棉花的方法，

并冠之以“歌”，形式新颖，有助于引发受众的

兴趣，“乡村人家未讲究，各种夹杂在山阜，

官局专收铁子花……收成之后要留种，专把黑

子来取成，明年尽种铁子花。”[7]为了增加可读

性， 《湘报》 在科技传播时，还采用故事化的

写作手法，例如 《干酒》 一文，由某法人买酒

回家后贮藏在酒室，某日招待客人取酒后发现

酒桶内只有干料，以为被卖家骗了，于是去找

卖家理论，进而引出了干酒的使用方法，“干

酒注水饮之，果色美味甘，不啻为佳酿也。”[8]

2.4 拥有权威作者队伍，增强科技传播公信力

由于维新派实行以办学会、办学堂、办报

纸“三位一体”的策略，所以， 《湘报》 的作

者队伍自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即为维新倾

向。通过统计分析发现， 《湘报》 除了 41 篇

论说有文章作者标注以外，其余的自采稿件是

没有作者姓名标注的，通讯员来稿 （除山本正

义之外）、翻译外文报刊文章和转载其他中文

报刊文章都是没有文章作者标注的。表 2 为有

名可考的文章作者统计。

注：该统计仅仅为有作者姓名的文章，没有标明作者的文章不包括在内。

表 2 《湘报》科技新闻作者一览表

作者

唐才常
黄公渡
黄熙散
黄彝畅
仑焯
刘泽荣

作者

谭嗣同
李维格
戴德禄
杨葵国
汪大钧
樊锥

数量
（篇）

6
1
1
3
1
1

数量
（篇）

4
1
1
1
1
1

作者

杨子玉
皮嘉蓬
皮鹿门
皮嘉福
江罗龙
熊崇煦

数量
（篇）

7
1
1
1
1
1

作者

梁启超
郑荣
邹沅帆
许崇动
山本正义
彭梦月

数量
（篇）

1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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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2 后发现，《湘报》 的作者队伍内

既有被誉为“中国言论界之骄子”的梁启超、

“浏阳二杰”谭嗣同和唐才常，又有以翻译西

学格致文章和书籍著称的近代科技教育先驱

李维格，等等。梁启超、谭嗣同和唐才常等又

是当时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启

蒙者和维新派领导人。这样一批编辑记者队

伍，丰富了维新派开创政治家办报的先河的内

涵，而且增加了 《湘报》 科技传播的公信力，

一改将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不屑于谈资的

“奇巧淫技”的观点，进而将其视为一门学问。

《湘报》 科技传播的作者队伍中，除了维新运

动的领导人之外，均为南学会的学生和与南

学会、维新运动有关的进步人士。值得一提的

是， 《湘报》 的通讯员来稿中，还有日本作者

山本正义的一篇。
2.5 新闻与评论相结合，充斥强烈的“保种”、

“强国”观念，政治色彩浓厚

维新时期，我国新闻事业虽然有所发展，

出现过国人办报高潮，但是在新闻业务上还

不成熟，体现在体裁上，便是没有今天这种成

熟的消息、通讯、评论等。此时的报道，包括

《湘报》 有关科技传播的文章，特别是类似消

息的文本，通常文章的末尾用一段话，或者是

几句话，甚至是一句话，进行点评，发表感

慨。比如，介绍美国纽约某人，不断更新方

法，使人加速死亡，在保全身体的前提下，以

减少被执行死刑的人的痛苦，文章接下来对比

此时中国采用砍头之极刑的方法以执行死刑，

并作了言简意赅的评论，“夫犯罪之人，必使

之身首异处，盖因罪大恶极，令其身受极刑，

俾人不敢轻犯耳。西国于此，若悉犯法者不能

速死而多受苦楚，此西教之仁心也。”[9]

维新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保种”、

“强国”成为第一要务，这无不流露在 《湘报》

的科技传播中。比如，唐才常撰写了 《浏阳兴

算记》 以纪念他和谭嗣同在浏阳县开办算学馆

一事，文中他提及“吾中国不欲保种则矣，欲

保种则必专崇西人之实学，而后能终卫”[10]，

在这里，伯平君将学习西方的实学上升到攸关

民族存亡的高度，虽然此说过于绝对，但其家

国忧思，溢于言表。除“保种”之外，推广商

务工业，以实现国富民强，也是维新人士的执

着所在，“俄人讲求富强之机，以工业为第一

要义……蒙汉各部又复讲求商务工业，立富强

之基，与英法美德诸国争衡海上，奈何中国土

地之大，人民之众，绝不振作，甘居牛？”[11] 通

过这段话，可以透露出维新人士对于发展工业

以实现国家富强的强烈渴望。同时， 《湘报》

还援引亚洲新兴强国的案例，把泰国和日本两

国由弱变强归功于科技的作用，“暹罗 （笔者

注：今泰国） 亦为亚洲弱小之南国也，土地人

民财赋远不及中国……薛叔耕钦使日记已称

为宗内第三等国，今其国君游历泰西各国，倡

其实学，各国爱之重之国势由此便盛，且将升

为第二等国。”[12]

3结语
《湘报》 的科技传播，对当时半封建半殖

民地下的中国民众进行了科学技术的启蒙和

引导。除内容外，编辑上的特点也是 《湘报》

的科技传播产生社会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除

了上述形式上的特点之外，在内容上还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特点：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具备较

强的社会可接受性；追求时效性，强化互动

性；立足于开启民智，科学性色彩浓厚；利用

广告进行科技传播。

《湘报》 的科技传播，特别是栏目的设置、

文体的运用、图文的结合等，也给当下大众传

媒的科技传播带来了重要的启迪。这就要求大

众传媒要有生动活泼的版面语言，继续深化

“走、转、改”，坚持“受众本位”原则，让科

技的传播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达成协调，产生共

鸣的效果，特别是在“注意力经济”的当下，

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 《湘报》 较早地进行

了“受众本位”的尝试。在这种传播思维下，

读者不再是“枪弹论”传播效果观下的被动

原子式的存在，相反，读者有一定的能动主

观性。“受众本位”并不是一味地媚俗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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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而是根据受众的传媒需求、媒介素养，

以恰当的方式表达他们需要的内容。 《湘报》

在选题上，十分讲究贴近性，传播了很多与

普通读者生产和生活相关的内容；表达上力

求通俗性，用通俗的、受众能够接受的语言

表述科技知识；形式上注重可读性， 《湘报》

在科技传播时，还注重科技文本的多种表达

方式和技巧，比如类比、拟人、故事化的写

作手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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