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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是《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第6卷：新闻出版卷。华侨华人的新闻出版事业，包括报纸、期
刊、图书、纪念刊和其他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以及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等电子传媒，是华侨华人文化
事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外炎黄子孙交流信息、知识，反映思想和舆论的工具，也是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化的域外载体。　　华侨华人的各项新闻出版事业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是华文报刊
。1815年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第一份近代中文刊物，也是海
外华文报刊的鼻祖。19世纪50年代又在北美洲和新加坡出现了为华侨实际需要服务的华文周报。此后
尽管有曲折、反复和存在很大的不平衡，但总的讲，海外华文报刊由发芽、扎根到生长，已经获得长
足发展，受到世人瞩目。本卷根据多种资料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815年到1996年的180多年中，在海
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华文或华文与其他文字合刊的报刊，累计总数近4000种。这个规模，为
各国非优先语文报刊中所仅见。连同纯以当地文字出版的华侨华人报刊，累计总数近4200种。那一张
张已经变色发黄的纸页，是华侨、华人含辛茹苦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英勇奋斗的历史见证，也纪录着一
代代报人创业的艰辛。一些国家出现的父子报人、父女报人、兄弟报人，在华文报坛传为佳话。华侨
华人报刊同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学校一起被称为华侨华人社区的“三宝”，也是世界报坛独具特色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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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凡例词条目录词条正文附录华侨华人新闻出版事业大事记海外华文报刊统计表当地语文的华侨华
人报刊一览表主要参考文献目录词条外文名称与中文（华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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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晨钟日报泰国华文报纸。1930年2月24日创刊于曼谷。由中国国民党暹罗总支部指导委员陈忠伟，
及为配合陈筹办《晨钟日报》而脱离《华暹新报》的陈暑木、许金钟等人创办，并正式登记为国民党
党报。1929年陈忠伟、陈暑木、陈瑞庭、吴炽堂、杜国畴、姚俊英、唐侠夫等为筹办《民国日报》，
发起组建公益印务有限公司。陈忠伟偕职员许金钟赴内地招股，被当局指为触犯募捐条例，陈被判出
境，许获释放。随后经陈暑木、陈瑞庭、吴炽堂等继续筹办，于翌年以该印务公司附办了《晨钟日
报>。陈暑木任社长、总编辑兼督印人。陈暑木（1907—？），广东澄海人，泰华资深老报人，历任
《正言日报》社长，、。《世界日报》等报总主笔，泰国中华会馆副理事长等职。该报创办以来，在
股权和人事方面几经变动。初时编辑人员有：总主笔张履谦（谦弟）、许金钟、唐侠夫、陈君侠、林
振振、陈国赓等，后有罗惠伦、陈棠花等。　　该报由于屡经蹉跌，曾一度停刊。后有闽籍侨商白洪
升加入股份，遂将该报及前述印务公司承顶下来。但由于该报政治立场过激，销量受限，经营状况不
佳，创刊未及一年，股东又多次发生纠纷，遂于1931年10月间以内部改组为由，宣布暂时停刊。停刊
期间仍出版周报，11月9日复刊，编务仍由陈暑木主持。后陈暑木、许金钟相继离开该报，1933年白洪
升因故辞职，社长改由白剑颖接任，白剑颖为内地华侨，国民党人，在主理该报期间从经济方面予以
支持。总编辑由罗惠伦出任。1933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黎友民、张九荪、王炎等人去泰主持编务，
黎友民接任总编辑，并于1934年注册创办《中南晨报》作为其姐妹报，首开办姐妹报之先河。由黎友
民与白洪升共同负责，黎兼任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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