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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报人吴鼎民国报人吴鼎 □王萍 林介宇

11、、在邵飘萍在邵飘萍、、吴鼎等人努力下吴鼎等人努力下，《，《京京

报报》》一度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数一数一度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数一数

二的大报二的大报。。

22、、吴鼎所撰写的吴鼎所撰写的《《新闻事业经营法新闻事业经营法》》

是我国第一部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著是我国第一部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著。。

33、、新建成的新建成的《《京报京报》》馆馆，，从实地勘测到从实地勘测到

画图设计画图设计，，均由吴鼎亲自动手均由吴鼎亲自动手。。镌刻在楼镌刻在楼

顶上端的顶上端的““京报京报””两个大字两个大字，，也是出自吴鼎也是出自吴鼎

的手笔的手笔。。

吴鼎（1890-1930），字定九，以字

行世，嘉定外冈人。他曾掌管《京报》

经营管理事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著名的报人，时人赞其为“京报元

勋”。所著《新闻事业经营法》是中国

新闻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报业经营

管理的专著。

怀抱“新闻救国”理想

吴鼎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

廿九日。少时在家读私塾，期间曾学

习过木工。之后，他考取上海南洋公

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南洋公

学留学时，吴鼎曾与同乡陆世益一同

参加辛亥革命活动。1915年4月，吴

鼎由江苏省行政公署教育司公派日本

留学，入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土

木工程。

1918 年 3 月，吴鼎学成毕业。回

国后，供职于北京市政公所。在1918

至 1920 年间，他曾在《中华工程师学

会会报》上发表《英法联络海底铁道》、

《横梁之计算法》、《论建筑物在地面以

上与地面以下者之比较》、《影响线之

应用》等一系列建筑学专业文章。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

立了中华民国，这给中国的民主政治

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空间，也为中

国的新闻事业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然而，民主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

阀窃取。在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又

为争夺北京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展开了

争斗。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政治局

面：一方面，辛亥革命影响深远，民主

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当时的舆论环境

相对宽松。另一方面，各派军阀为操

控舆论，也创办报纸、通讯社等，鼓吹

自己，攻击异派。比如，《北京时报》是

段祺瑞的喉舌，张宗昌资助《黄报》，

《顺天时报》则有日本人的背景，《晨

报》又为研究系政客所操纵。同样，北

洋军阀政府也出钱资助报馆，以便控

制新闻界。因此，虽然当时的北京新

闻界表面“繁荣”，实际上很多报纸成

为军阀的附庸和喉舌。于是，具有革

命倾向的新式报人，开始尝试摆脱军

阀和政府的管控，以争取新闻和言论

的自由。1918 年 10 月 5 日，抱有“新

闻救国”理想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在北

京创办了独立报纸《京报》，其创刊词

称：“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

之故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

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也！”

邵飘萍 1914 年就读于日本东京

政法学校，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学习新

闻理论。同时，他还有丰富的新闻实

践，曾任《申报》、《时事新报》、《时报》

主笔，创办《京报》之前，在北京创办新

闻编译社。因此，在决定创办《京报》

的时候，他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办报

理念。他曾说过，一个“完全的报馆”，

需要有如下的条件：有超众的人才；传

递的交通设备具备；一切器具完全；又

占得“公平真确”四字。这里的人才，

一开始只有邵飘萍本人，其夫人汤修

慧以及好友潘公弼等很快加入。在北

京市政公所任职的同时，吴鼎也在好

友邵飘萍主办的《京报》兼职。

早在南洋公学读书时，吴鼎即具

有革命的倾向。而在日本留学时，其

嘉定县同乡潘公弼在东京政治学校政

治经济科留学，而潘氏与邵飘萍同学，

二人曾合办东京通讯社。潘、吴二人

是否与邵飘萍一同在日本新闻学会听

过课，不得而知。不过，在日本期间，

吴鼎已经产生“新闻救国”的理想，他

开始参与潘、邵二人的新闻事务。邵

飘萍著《新俄国之研究》于 1920 年由

泰东图书局刊行。该书主要翻译著者

在日本收集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报道文

章而成。卷末附录有署名“嘉定吴定

九”的两篇译作，即《列宁与纽约世界

报特派员林康阿耶谈话》和《美国派使

勃烈脱（Willian C.Bullitt）之报告》。

1919年2月15日下午，寰球报界

联合会会长美国威廉博士与克劳兰

西、那斯夫格林等人来华邀请中国报

界人士赴澳洲参加该会第二届大会，

并宣传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建立

“国联联盟“的主张。北京报界联合会

同仁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办欢迎

会，《京报》、《中央日报》、《益世报》等

在京报纸代表及港沪报驻京通讯员共

三十余人参加，吴鼎作为《京报》代表

参与此次盛会。此时的吴鼎，还任职

于北京市政公所，其在《京报》只是兼

职，直至 1923 年，他才正式辞去本职

工作，全心投入《京报》馆的工作，成为

一名职业报人。

苦心经营《京报》

1925 年，《京报》在邵飘萍、潘公

弼、吴鼎等人努力下，已成为当时北京

地区发行量数一数二的大报。于是，

《京报》馆筹集资金，在宣武门外骡马

市大街魏染胡同建设新馆。由于吴鼎

本身是建筑设计师，此次报馆建设从

实地勘测到画图设计，均由其亲自动

手。新建成的《京报》馆，是一幢日式

灰砖两层楼房，外表美观大方，内部合

理实用，楼下是营业部、传达室，楼上

是编辑部、经理室等。报馆对面还附

设有“昭明印刷局”，配备有住房、校对

室、印刷间、铅字房、铸字炉等二十余

间。而镌刻在楼顶上端的“京报”两个

大字，也是出自吴鼎的手笔，书法淳厚

而隽秀。

作为“新闻救国”理想的践行者，

吴鼎在《京报》任职其间，也曾为争取

新闻独立与自由不断努力。比如在

1928年，北平新闻记者公会召开执监

委联合会。秦墨哂任主席。此次会议

决定推举朱镜心、张亚庸、吴鼎出席各

界济南惨案后援会，并决定派人向公

安局交涉免检新闻。

吴鼎正式专职于《京报》馆工作至

邵飘萍遇害的那几年，正是《京报》发

展的鼎盛时期。据吴鼎之妻杨怀英回

忆，吴鼎在《京报》馆的工作相当繁重：

“定九在《京报》社管的事很多，他自己

写稿、采访、跑印刷厂，还管财务。他

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到报馆，中午和晚

上都不在家吃饭，每天晚上都要在印

刷厂等到一切稿件都安排好了，报纸

上机印了，一直忙到十二时许才回

家。我们总是备好夜点心等他回来

吃。”邵飘萍的次女邵乃偲则说，“吴先

生多年负责《京报》的经营管理，如发

行、财务、总务等。”

除了负责《京报》的发行、财务、总

务等事务，为了得到独家新闻，吴鼎还

亲自参与新闻采访写作。据杨怀英回

忆，孙中山在医院病逝时，他曾赶去采

访。冯玉祥到北京，他也赶去采访。

《京报》副刊曾被认为是五四运动

期间的四大副刊之一。吴鼎曾将其在

日本留学时的往事，写成《留东忆语》

一书，在《京报》副刊上连载，是近现代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重要史料。因此，

1924年4月的一期《京报》副刊曾刊署

名“白翁”（即刘伯忠，名景昆）的《京园

铭》，文曰：

园不白开，角红则名。剧不素人，

福至裨灵。斯是京园，惟剧是评。松

水半江绿，君山一发青。检场寻一士，

散场定九更。可以问步堂、质镜清，有

唱工之凌老，无做派之飘萍。小隐曰：

何陋之有？

“京园”，即《京报》副刊园地之

意。文中每句文词中都影射着一个

人，比如“君山一发青”，指昆弋大王韩

世昌，“检场寻一士”，指徐一士，“散

场定九更”，指吴定九，“可以问步堂”，

指刘步堂，“质镜清”，指庞镜清，“有唱

工之凌老”，指徐凌云，“无做派之飘

萍”，指邵飘萍，“小隐”即王小隐，等

等，多为经常为《京报》副刊撰稿的人。

1926 年 4 月 24 日，邵飘萍在《京

报》馆附近被奉系军阀逮捕，吴鼎逾墙

而逃，幸免于难，而《京报》馆当时即被

查封。两年后，奉系军阀垮台，《京报》

得以复刊，可惜因为元气大伤，一时无

法重现昔日辉煌。此时吴鼎继续留守

在《京报》馆，惨淡经营，于1930年5月

积劳成疾而卒，年仅 40 岁。是时，北

京社会各界的许多知名人士、新闻界

同仁以及南洋公学都送了花圈、挽联，

挽联上称他为“京报元功”或“京报元

勋”。

撰写《新闻事业经营法》

有学者曾指出，在国内传媒经济

（管理）学研究的过程中，虽然有学者

认为中国传媒经济（管理）学研究起始

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确切地说，最早可

以追溯到 1919 年徐宝璜《新闻学》中

有关报纸广告、发行、组织等的扼要论

述，但相关的大部分教材、论文或专著

中，有关晚清民国时期传媒经济（管

理）学的研究，要么附带性提到，要么

干脆不提，甚至连相关的提示也没

有。而实际上，不论是晚清时期外国

人在华创办的商业性报纸，还是民国

时期的民营报业乃至国民党党报系

统，报纸的主办者都非常重视报馆的

经营管理之道。这些经营管理之道，

是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的同时，也

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独特探索，而正是

因为这些探索，才有了报业管理人对

报业经营管理的总结和研究，这也是

中国传媒经济（管理）学的早期发展。

在二十世纪初期，一方面受西方

新闻观念和报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

面，为了适应与国内民营报业经营管

理实践的需要，中国逐渐产生了新闻

学研究的热潮，出版了一批新闻学相

关的理论专著，其中报纸经营管理的

问题尤其受到重视。根据张立勤的统

计，自民国初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国内出版的关于新闻学的理论专著不

下30种，几乎每本专著中均有单列章

节，介绍、探讨新闻社（主要指报馆）的

组织系统、管理制度和广告、发行等经

营问题。而吴鼎的《新闻事业经营法》

则是中国第一部新闻经营管理方面的

专著。

该书是吴鼎在经营管理《京报》馆

的同时，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报业工作

的实践经验和体会写成的。综观全

书，体现了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强调报纸的商品属性。在书中，

吴鼎多次论述到报纸的商品属性，比

如，他说：“新闻纸既视为一种商品，则

欲求商品之畅销，必先求其品质之精

良；欲求品质之精良，则全恃材料之精

选与制造之得法。”这里面，既有借鉴

西方报业，又是民国初期民营报业商

业化经营得到一定积累和发展的自然

结果，反映出报纸的营利性、大众性作

为重要的社会事业的观念在当时已经

确立。

强调广告本位。二十世纪初，世

界各国新闻业的营业方针不外乎两

种，即以发行为本位或以广告为本

位。当时，新闻业竞争则常常以降低

新闻纸售价为手段，其结果是发行的

收入减少，导致新闻纸售价常不足以

抵偿纸费，这就使得以发行为本位来

维持新闻社的运营经费已不可能。吴

鼎通过对欧美日诸国新闻业的考察后

总结道：“故今日各国之经营新闻事业

者，一转其营业方针，而注目于以广告

为本位矣。换言之，即宁受发行上之

损失，而取偿于广告之收入，以维持新

闻社之生命也。”并进而提出，“经营新

闻事业之大体方针，由经济及策略上

言之，固以广告为本位为得策，然亦有

因情势所限而不能不变通者”。事实

上，民国时期有不少谈报业经营管理

的专著都把广告作为报业经营的一项

重要内容来研究，如刘觉民编著《报业

管理概论》、詹文浒著《报业经营与管

理》等书，而吴著对广告在报业发展中

的地位强调的更为突出，他在该书“营

业部”中以很大篇幅专论报纸广告，包

括报纸广告的组织、运作方式、报纸广

告版位重要程度等级的划分、报纸广

告刊费的计算、广告之责任及信用等

等重要问题，都做了详细的阐述。

“现代报业一体观”的萌芽。吴鼎

认为，“健全之新闻社，亦须编辑、营业

及印刷三部间有合作之精神，方能日

臻发达”。并对于编辑、营业和印刷三

部间的关系，做出十分形象的比喻：

“编辑部犹之军队之战斗部队，冲锋接

战之任务也，营业部犹之军队之粮食

与辎重，为报社之营养机关也。印刷

工场乃犹军队中之工程队也。夫军队

之能操必胜之权者，固恃战斗部队之

奋勇。然苟子弹与粮饱之供给不足，

则接济断而战机转矣，则重与粮饱之

活动尚也。然苟无工兵之活跃，为之

筑壕架桥等种种工作，则战斗队之进

退难以裕如，辎重粮饱之运输不便而

战机又转矣，则工程队之活跃尚也。

故健全之军队，须三部队有充分之联

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吴鼎的这些

观点，反映出民国时期报界已产生“现

代报业一体观”的萌芽，即在报业经营

中树立釆编、发行、广告“三位一体”的

经营理念。

对报业经营管理业务指导强性。

由于《新闻事业经营法》是我国第一部

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著，专业指导

性强，实用价值高，一出版即受到广泛

的重视，并因售磬而再版。当时即有

评论曰：“《新闻事业经营法》为吴定九

氏在北大之讲义，专讲实际，不作空

论。”而当时的新闻学者和记者、编辑，

也颇为推崇该著。如曾英士曾说：“要

研究报馆管理，可读联合书店出版吴

定九著的《新闻事业经营法》。”由长沙

市新闻记者联合会于 1933 年选编的

《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在收录

黄天鹏译《报馆之组织》、戈公振著《世

界报纸的三大趋势》等篇章的同时，也

选入吴鼎所著此书。由此可见当时报

业界对该书的认可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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