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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进步思想传播

20 世纪初，国际上各种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香山青年发挥了

重要的历史作用。香山人不但率先出版了近代中国的中文报纸、书刊，

组建书局，建立现代机械印刷厂，建立现代文明传播载体，还积极著书

立说，为各种报刊撰写文章，翻译、推介西方各种先进的学术成果，为

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知识，而不仅是刀枪、子弹。

近代中国，不少有识之士更直接投身于现代文明、进步思想的传播

之中，香山人创办报业更是不遗余力，其影响力远胜于兵马枪炮。查阅

中国近代报业史，我们能看到香山先贤敢为人先的事迹。1858 年，香

山籍旅港人士黄胜联合新会人伍廷芳创办了香港《中外新报》，此乃中

国人主办中文报之首举。而后，黄胜欣然受命，任陈霭亭创办的《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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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主笔，成为香港中文报之次席。容闳、唐廷枢创办了上海第一份

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汇报》。郑贯一创办了第一家海外留学生期刊《开

智录》，曾任《中国日报·鼓吹录》主编。孙中山深谙舆论在革命中的

地位，于 1905 年力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问世，并亲撰发刊词，郑

重授予报人“先知先觉之天职”，务求将民主革命“其理想输灌于人

心而化为常识”。且公倡三民主义政治主张，冀扫古国千年积弊，迸发

赶越欧美之声。孙中山振聋发聩之言，至今堪为时人鞭策。重视报刊宣

传的孙中山，一生先后创办了十多种报刊，领导了三次新旧思想的报刊

论战。

香山本土以 1908 年的《香山旬报》为发端，充分借鉴和吸收了粤、

港、澳地区及海外报纸的特点，栏目有论著、时评、新闻、小说、文苑、

告白、图画、漫画等，故而在形式上已显得相当成熟。

1911 年，《香山旬报》改为周刊，并易名《香山循报》，后又改

为日报，名曰《香山新报》，郑道实为编辑兼发行人。该报提倡革命的

建设事业，介绍各种社会学说，约出版一年，改名《香山纯报》，由黄

冷观任编辑兼发行人。此外，由黄芷裳、刘天放于 1912 年创办的《铁

城报》，郑彦闻、郑哲园于 1915 年创办的《仁言报》等，均为他们宣

传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刊物。

1915 年，香山南屏北山村青年杨匏安（时年 19 岁）a 东渡日本横

滨勤工俭学。其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日文译著《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探索和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在历史上曾被称为“纯

粹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 年 5 月至 12 月，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

等报刊发表了近 10 万字介绍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连载文章，其中，《马

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

a 本书中的人物“（时年）”是根据下列书中资料推算（全书同）：中共中

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

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中国共产党中山党史人物 100 名（1921—

201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中山市人民政府地

方志办公室编：《中山市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第一版。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中山青年运动百年



99

第一编　洪流中锻炼成长

个组成部分，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及其在社会主义

运动中的地位，剖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阐述了唯物史观和剩

余价值学说。该文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李

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差不多同时问世，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

中国传播的不朽丰碑。他的宣传活动对华南地区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

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为中共广东组织的建立做

了思想上的准备。a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49 年，香山地区先后创办过各种公开发行

报刊 40 种，地下革命报刊 22 种，各种校刊超过 40 种。b

香山、中山报刊业在其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全省、

全国乃至海内外都颇具影响力的报刊，它们忠实记载了中山百年来经济

社会的发展历程，推动了中山社会的变革与受众的成长，堪称中山人“敢

为人先”精神的舆论先锋。

香山是广东省著名侨乡，民间出版侨刊乡报亦是地方文化中的一大

特色。早在 1905 年，今中山市南区恒美村就出版有《良都报》。据当

年曾参与办报的老人回忆，《良都报》是一份以介绍国外的新思想、新

文化为主的单张报纸。随后亦有《大环月报》《张家边乡报》《沙边乡

报》《濠头月刊》等侨刊乡报相继出版。据现有的资料表明，清末至民

国末年，中山累计出版有超过 60 种侨刊乡报 c。中山辖下的各乡村，大

都办有乡刊，几乎遍及全县。这些刊物大都创办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抗日战争前盛极一时，1940 年 3 月，中山第二次沦陷时大多被迫停刊，

抗日胜利后又如雨后春笋般复刊，其中有部分一直延续出版至“文化

大革命”。

这些民间刊物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不但有本乡民众、海

a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

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 35 页。

b 详参方炳焯、陈彦等编著：《传媒春秋》，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第一版，第 300—320 页。

c 详参方炳焯、陈彦等编著：《传媒春秋》，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第一版，第 309—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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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华侨的生活情况，乡村祠堂、学校、修桥筑路等公共财政的收支公布，

还有针对社会、经济、时政的政论和意见、文明新知等。清末至民国时

期，这一类侨刊乡报对乡土施政、民生讯息和新思想文化的传播，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濠头月刊》，其创办于抗战初期，

抗战胜利后复刊出版至 1949 年。1947 年 10 月该刊第 14—15 期合刊本上，

载有《孙总理致郑藻如书》。中华书局 1981 年 8 月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一篇《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写于 1890 年），就是从《濠头月刊》

转载而来。可见当年乡刊编辑的水平。有趣的是，至今仍有内地学者以

为《濠头月刊》是澳门出版的刊物，因澳门又名濠江，断想不到这是中

山的乡级刊物。

又如 20 世纪 30 年代初出版的《张家边乡报》，它的创办初衷是作

为舆论阵地揭发家乡的土豪劣绅鱼肉乡民的各种罪恶，激发民愤，为将

来绳之以法做准备。它的出版面世，震撼了全乡和东镇，亦惊动了县政

府的高层。

孙中山逝世后，有关设立纪念公园、图书馆，命名纪念道路的动议，

最早是由家乡人士提出，并透过这一类侨刊乡报的报道，得到全国上下

和海外的广泛响应。

《万有文库》堪称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大型现代丛书，

丛书共有图书 1721 种、4000 册，是由香山南朗籍著名学者王云五策划

整理出版，其时他仍是 30 多岁的青年。王云五编辑这部旷世之作的目

的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

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王云五的这一番雄心壮志，

被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称赞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这是“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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