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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歷史報紙： 

近現代中國英文報紙庫 1832~1953 

收錄從1832到1953年間12種當時於中國發行的英語報刊，記錄中國從君王
體制轉變為民主政體並經歷許多內憂外患的歷程，是研究近代中國政治、經
濟、外交、社會等層面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源。本資料庫完整收錄以下報刊
之內容，並可與其他ProQuest資源整合檢索，提供您最完整全面的內容。 

 

涵蓋主題 :   

 

• 人類學 

• 民族研究 

• 政治學 

• 殖民地研究 

• 近代史 

• 新聞史 

• 經濟史 

• 宗教史 

• 社會學 

• 亞洲研究、中國研究、日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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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歷史報紙： 

近現代中國英文報紙庫 1832~1953 

報紙名稱 收錄年限 

《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 (1850-1941) 

《大陸報》The China Press (1925-1938) 

《中國評論週報》China Critic (1939-1946) 

《密勒士評論報》Millard's Review / 

China Weekly Review* 

(1917-1953) 

《教務雜誌》 The Chinese Recorder* (1868-1940) 

《中國叢報》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 

《北京日報》Peking Daily News (1914-1917) 

《京報》 Peking Gazette* (1915-1917) 

《北京導報》Peking Leader (1918-1919) 

《上海泰晤士報》 The Shanghai Times (1914-1921) 

《上海新報》 The Shanghai Gazette (1919-1921) 

《廣州時報》 The Canton Times (1919-1920) 

*該報收錄完整起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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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華捷報》 /《字林西報》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50-1941) 

• 曾經是在中國出版的最有影響的一份英文報紙，也是英國人在中國出
版的歷史最久的英文報紙。 

• 英國商人奚安門1850年8月3日在上海創辦《北華捷報》週刊。  

• 1856年增出《航運日報》和《航運與商業日報》副刊。1864年《航
運與商業日報 》擴大業務 ，改名《字林西報》，獨立發行。 

• 《北華捷報》作為《字林西報》所屬週刊，繼續刊行。 

• 主要讀者是外國在中國的外交官員、傳教士和商人。 

• 發行期間，大到工部局和英國領事館的公告，小到外商企業的遺失聲
明，都必須在該報上刊登才算生效。因此該報是記錄中國和研究中國
歷史最重要的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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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報》 The China Press  (1925-1938)  

•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 

• 1911年 8月29日創刊，由美國記者 T.F.密勒任主編，B.W.費萊煦任經
理，報社的編輯和職員多為美國人。 

• 創辦初期，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党人提供過資金。此報曾積極報導武昌
起義和中國民主革命運動。  

• 1932年此報與《時事新報》、《大晚報》、申時電訊社組成聯合公司
(簡稱「四社」) 。 

• 1935年轉歸國民黨孔祥熙財團所有。 

• 1937年日本侵略軍在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時一度休刊。 

•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停出。抗日戰爭勝利後復刊，1949年停刊。 

• 該報言論代表在滬美僑的利益，消息報導繁簡得當，迅速及時，文筆
活潑輕鬆，為上海最早的美國式編排的報紙，頗受讀者歡迎，發行數
一度超過《字林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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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週報》 The China Critic (1939-1946) 

• 由張歆海、潘光旦等人創刊於1928年5月，終刊于1946年4月。是民
國時期歸國留學生主持的具有國際影響的英文雜誌。 

• 與五四時代知識界激烈的反傳統姿態相比，《中國評論週報》所聚集
的知識精英更加注重西學東漸背景下本土文化的重建問題。他們建立
起雙重的比較文化標準,強調民族歷史特性基礎上的文化再造,堪稱介
於西化派、東方文化派之間的第三類態度或第三種文化派別。 

• 胡適、蔣夢麟、林語堂等具有較高社會聲望的知識份子都曾在這些華
人創辦的英文報紙上發表文章，代表中國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與
西方輿論界的反華言論分庭抗禮，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遭遇的侵略與
不公給予同情與支援。 

• 它是一份在現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十分重要的刊物，刊物
所建構的文字世界是兩面的：世界眼中的中國，中國眼中的世界。週
報的時事性與新聞性也使刊物內容游走於政治、學術、文化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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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6月創刊，創辦人為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駐遠東記者T.F.

密勒，1918年底由J.B.鮑威爾接任主編。 

• 英文名稱數度更改，分別是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Millard’s 

China National Review,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China 

Weekly Review。 

• 此刊除在中國發行外，還擁有相當數量的海外讀者。以報導、評論中
國和遠東的政治經濟時事為主旨，長期奉行密勒提出“無所顧忌地發
表言論”的編輯方針。設有“社論”“特稿”“一周要聞”“中國名
人錄”等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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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勒士評論報》 Millard's Review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9-1946) 



《教務雜誌 》 The Chinese Recorder (1868–1940)  

• 近代中國最重要、歷史最長的教會出版物。 

• 創刊於1868年5月，名為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Recorder，由福州的衛理公會書局發行，到1872年停刊。 

• 1874年復刊，由上海的美華書館發行，持續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
發而停刊，期間曾更名為The Chinese Recorder,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 

• 此刊物創辦之初乃為提供來華傳教士一個交換訊息的平臺，以協助彼
此對中國文化的瞭解與工作推行；然因其紀錄詳實，輔以許多手繪圖
片與照片、精密統計數字，不但是超過半世紀西方管窺、瞭解中國的
重要視窗，更因記載內容旁及亞非美歐洲，不僅為研究19 – 20世紀
的重要文本，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必備資料，更是研究中國近代
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 除了各地教會活動、基督教福音教義，對於中法戰爭、義和團運動、
辛亥革命、反基督教運動等近代中國的重大事件都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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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譯為《澳門月報》，為西方傳教士早期在清末中國創辦的一份英文
期刊。該刊物的讀者主要是在華的西方商人傳教士為主，但也有及於
其他在西方對中國有興趣的人以及能通英文的中國口岸商人，內容以
介紹中國的社會、文化、地理等相關知識，對於當時西方人對於中國
的認識及中國形象的塑造產生很大的影響。 

 

• 《中國叢報》發行20年，發表有關中國地理與地區劃分的文章63篇，
關於中國政治和政府的文章81篇，論述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文章33篇，
介紹中國科學技術的文章27篇，評介中國語言文學的文章93篇，介紹
中國商業和對外貿易的文章60篇，介紹中國交通運輸的文章26篇，中
外關係類396篇，還有一些介紹中國自然氣候、風土人情、宗教迷信
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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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  



其他報紙 

• 《北京日報》Peking Daily News 

• 《京報》Peking Gazette：由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陳友仁創辦，
因此《京報》以維護國家主權、民族利益為宗旨。袁世凱圖謀復辟帝
制時，該報率先發表梁啟超撰寫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使該報
轟動一時。 

• 《北京導報》Peking Leader：1917年12月由梁啟超發起，創辦初衷
是對抗外人在華所辦報紙的輿論宣傳。 

• 《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美國僑民在中國上海創辦
的英文報紙，抗戰勝利後作為敵產，被國民政府接收。 

• 《上海新報》The Shanghai Gazette：由字林洋行出資，是上海第
一份中文報紙，雖為中文報紙，但《上海新報》的歷任主編均為西方
英美傳教士。 

• 《廣州時報》The Canton Times：由黃憲昭與孫科共同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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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推薦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人員： 

ProQuest公司推出的英文近現代中國報紙庫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是很
重要的資料.每個高校做中國近現代史（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新聞
史、中外關係史等等）的老師和研究生都很有用處。而這些報紙的紙本，
除了國家圖書館(北京)、上海圖書館等少數幾家單位，沒有幾個圖書館能
有完整無缺的收藏，學者和研究生利用起來是相當麻煩的。所以這個資
料庫的推出，是很有價值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員： 

的確，這些近代在華英文報刊平時都很難看到，像《北華捷報》這麼重
要的報紙要看到太難了，國內好像只有中宣部和上海圖書館有完整收藏，
使用起來極度不方便。這幾個庫對於近代史研究的確太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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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not good enough to rule”  

 - 中國最後一位皇帝，溥儀     

    192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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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史料： 



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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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between two neighbors” 

-- 甲午戰爭時，美國媒體輿論報導記錄 

    1928.06.09 出自The China weekly review 



基本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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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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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檢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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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縮小範圍工具 

>出版日期 

>1928 

進一步選擇月份 

>10月 



檢索結果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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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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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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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觀看全文 



全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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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