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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8日是中国第
24个记者节。记者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心怀家国、笔写天
下，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是历
史的瞭望者、时代的见证人。

古人也需要收集、传播信
息，那么古人是怎样“知天下
事”的呢？

古人十分重视大
事件的记载，因此有
了史官制度。史官主
要记录历史，并进行
编撰。一般分为两种
类型，一种专门负责
记录，跟随皇帝身边
或者随军出征，记录
下发生的所有事情。
另外一种负责编撰，
将其他史官记录的事
件进行二次加工，形
成正式的史书。

如 果 说 史 官 是
“时政新闻”的记者，
那么“采诗官”就是负
责“民生新闻”这一块
的。周朝起设有采诗
官一职，他们每年春
秋时前往民间采风，
行走各地记录，劳动
者们的歌咏、疾苦、呼
声都被采诗官记录编
撰后带回给皇帝。正
所谓“观风俗”而“知
得失”，采诗官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下传圣
意上达民情的作用。

随着朝代更迭，政府职能部门虽
有各种变动，但“史官”一职始终屹立
不倒，司马迁、班固等一批著名的史
官，记录下了当时国家政策、重大事
件、人事变迁，还包括自然天文、法律
施行、经济发展、水文农作等。

“史官”虽然官位不是很大，却连
皇上也忌惮。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碰了
一鼻子灰。

赵匡胤有段时间迷上了弹弓打
鸟。有个大臣见了，认为赵匡胤有玩
物丧志之嫌，于是，在某次皇帝玩得正
起劲的时候，谎称有要事禀奏。

赵匡胤无奈放下弹弓，接见大
臣。等大臣奏完事，赵匡胤更郁闷了，
因为奏的是件芝麻绿豆大的平常事，
哪里来的十万火急！

他质问大臣：你什么意思？大臣
不怕，答道：臣以为此事再小，也比打
鸟的事大。

赵匡胤怒不可遏，当场“以柱斧柄
撞其口，堕两齿”。大臣没有跪地求
饶，他缓缓俯下身子，捡起被打落的牙
齿，藏到怀里。

赵匡胤蒙圈了，“你捡起牙齿，莫
非还想当物证，到哪里去告我不成？”
大臣说，“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
之”（宋代司马光《涑水纪闻》）。虽然
无权控告陛下，但自会有史官把今天
的事情记载下来。

大臣敢监督皇帝，不是因为他们
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有靠山——史
官，一群随时处在事发现场且坚守如
实记录的人。

而按照传统，皇帝不能翻看当代
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记录。这是
为了防止皇帝利用权力篡改历史。

元、明、清三代的官报和宋代的大致相同。
明清时期，政府默许民间办报，民间办的报

可选登朝廷新闻，由官方特许经营的报房发行
投递，通称“京报”，其内容和邸报区别不大，偶
尔也会刊登“记者”采写的社会新闻，百姓只要
付钱就可订阅。而“记者”一词真正出现，是在
公元1899年的《清议报》上。

民国时期，著名记者、《京报》创办人邵飘萍
怀抱“新闻救国”之志，撰文反帝、反军阀，下笔
如刀，文笔犀利，连冯玉祥都佩服他，赞叹“飘萍
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官僚军阀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使之不
得不见、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抢得独家新闻。

大军阀张作霖被戳中痛处，捧着30万大
洋，想堵住邵飘萍的嘴。邵飘萍不为所动：“这
种钱我不要，枪毙我我也不要!”

张作霖恨之入骨，枪杀了邵飘萍。38岁的
邵飘萍临危不惧，哈哈大笑，从容就义。

邵飘萍曾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
报社墙上。这种正直的报人精神，今日仍激励
着新闻从业者。

（综合扬子晚报、洛阳晚报、山西青年报、北
京青年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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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最为接近现代报
纸的存在是“邸报”。

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就
有邸报制度，堪称报纸的起源。唐
朝中期，各藩镇纷纷在京设“邸”，相
当于“驻京办”。各邸负责人专门搜
集朝廷信息，通过邸报将信息传达
给地方官员。

比如，唐玄宗时的《开元杂报》，
内容大都是朝廷要闻及皇帝的重要
活动：某日，皇帝下地耕种；某日，皇
帝巡游东都洛阳，下榻三乡驿的连
昌宫（今宜阳县境内），还乘兴编了
首小曲儿，让宫女们演奏；某日，
宰相跟同僚们“廷争十刻罢”，
争论了两个多小时……

邸报只给官员们看，平
民百姓无权阅览，老百姓
知晓的新闻事件，大都是
街头巷尾口口相传得来
的。

而此时，“大唐第一记者”
段成式横空出世。段成式写的
小说集《酉阳杂俎》，犹如一本
记者观察笔记。“酉阳”即重庆酉
阳县，相传山下有一穴，藏有万
卷书，秦时有人避乱于此读书。

段成式出身于官宦世家，外祖父
武元衡，是武则天的曾侄孙，既是大
诗人也是宰相。段成式的父亲段文
昌也当过宰相，是唐代著名文学家。

段成式曾在京城当官，有机会
翻阅官方藏书和邸报，因此掌握了
不少第一手消息。再加上他交友广
泛，能挖掘到民间各行各业的秘闻，
于是，他自觉地承担起了“大唐第一
记者”的历史使命，在《酉阳杂俎》中
记录了各种奇闻轶事、皇室秘辛、市
井怪谈、神仙道佛、神奇动植物,噱头
十足，叙事生动，不但老百姓爱看，历
代官员、文人墨客也爱看，吴承恩、蒲
松龄、鲁迅都曾“在线吃瓜”，从中挖
掘写作灵感。请看如下消息：

荆州街头有个叫葛清的人，是
白居易的头号忠粉，“自颈以下遍刺
白居易舍人诗”，浑身文满了白居易
的诗，简直体无完肤，时人称其为

“白舍人行诗图”——行走的白居易
诗集。段成式采访过这位奇人，问

“不是此花偏爱菊”这句诗在哪儿，
葛清脱掉上衣，反手一指背上某处，
果然没错。

段成式叙事时，还会信誓旦旦
地来上一句“亲见其说”“不得不著
之”，信不信由你。

实际上，“新闻”这一名词是宋代才
出现的。

宋代邸报，又称朝报，有严格的审查制
度，称为“定本”。发报前由门下省给事中负责
审核，称“判报”，审核通过后才能向地方分发。
报纸发行，已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据《宋史·
刘奉世传》记载，当时的邸报是每五天出一期，
先由枢密院审核，再发行四方。

邸报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起居言行、政
府的法令公报、各级臣僚的章奏疏表、省寺监司
等机构的工作报告和边防驻军的战报等，也包
括一些社会新闻、自然灾害信息之类。

邸报的正本只发至各级政府部门的长官，
长官以外的官员和士大夫只能看到它的抄件。
因此，不同阶层的人群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
现象，这给民间小报提供了发展机会。小报由
于没有审核制度，各类信息非常丰富，不论是朝
报上明确登载的官方消息,还是坊间的传闻，民
众都能在小报上一探究竟。

小报“记者”多为邸吏、使臣或中下级官员
兼职，也有发行方特聘的“探官”。他们四处蹲
点，通过“爆料人”搜集消息：有联络太监、宫女

打听后宫内幕的“内探”，有到各部探看官员
受贿与否、花边新闻及任免情况

的“省探”，还有到各个衙
门乃至监牢调查案件进展
情况的“衙探”，消息到手，
立马登报。

《朝野类要》等古籍记
载，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
而号之曰新闻”。

据南宋大文豪辛弃疾观
察，小报“日书一纸”，更新很
快，有些消息邸报还没来得及
通传，小报就已刊登；“人情喜
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不
但吃瓜群众爱看，就连官员们
都经不起诱惑，花钱买小报。

由于小报以“快”为卖点，导
致其刊登内容的真实性有所欠缺，常常

会刊登一些假新闻，因此宋朝政府曾经多
次整顿。但由于小报信息丰富，始终发展
良好，到南宋时成了临安城“四百十四行”
之一，当时卖报纸的行当叫“供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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