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研究：1919~1928 / 钟声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06-12086-2

Ⅰ. ①新…

Ⅱ. ①钟…

Ⅲ. ①中文—报纸—新闻事业史—研究—新加坡—1919~1928
Ⅳ. ①G219.3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4396号

著 者：钟 声

责任编辑：陆 雨 孟 奇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咨询电话：0431-85378033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市中海彩印厂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1.5 字 数：33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2086-2

版 次：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摇 摇 言

前摇 摇 言

《新国民日报》 是孙中山、 陈新政等国民党人在新加坡创办的宣传机关报

《国民日报》 的延续。 《国民日报》 创刊于 1914 年, 1919 年 8 月 6 日被英殖民当

局查封, 同年 10 月 1 日改名为 《新国民日报》 在新加坡创刊, 至 1941 年元旦日

迁到吉隆坡继续出版, 不久后停刊, 战后未复刊。 《国民日报》 及 《新国民日

报》 与槟城的 《光华日报》 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是国民党宣传革命思想的主要

阵地, 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与战前新马华人史的珍贵历史文献。 目前, 近代 《光华

日报》 原始资料仍未发现, 所以研究同时期南洋社会及与大陆的联系, 在资料上

只能倚重 《新国民日报》。

作为政党性报纸诞生的 《新国民日报》 后来虽转为商业性报纸, 但是仍然

具有党派政治色彩, 加强对海外华人的中国影响用意明显, 并且获得海外华人对

祖国的认同感。 二十世纪初开始, 在中国上演的火与冰的历史画卷, 在 《新国民

日报》 中同样鲜活, 并且得到南洋华社回应。 辛亥革命后全国一致性的反对封建

专制运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汹涌; 影响全国的新文化运动、 女性解放号

角的奏响; 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民族主义的质变和膨胀, 这些运动、 思潮都随

着汹涌的波涛传到了海外, 在海外华社激起层层波澜。 《新国民日报》 犹如黑暗

的大海中的灯塔, 积极回应祖国的种种变革, 使海外华社与祖国形成了互动。

本书以 《新国民日报》 为直接研究资料, 结合同一时期另外几份华文报纸,

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以中国的社会变革为背景, 探究 1919-1928 年新加坡

华侨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发展、 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强、 女性解放运动的勃

兴。 并挖掘新加坡华社这些思想变革是怎样在报刊中反映出来, 如何得到回应。

力求透过 《新国民日报》 这面镜子, 尽可能的还原当时华社的生活状况、 思想

动态, 以期为今天研究东南亚华社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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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作为海外华人传统的聚居地, 是华人华侨最集中的地方。 全球华人华侨

人数超过 5000 万, 虽然据庄国土教授课题组研究认为华侨华人不再高度集中在

东南亚地区, 但东南亚的华人仍然占海外华人的绝大多数, 到 2007-2008 年间,

在全球 4543 万华侨华人中, 东南亚占比 73% 左右。 这些数量庞大的华人华侨,

不仅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 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 同

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 文化力量, 在中国统一大业与中华文化繁荣复兴中, 化

为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冶 的春雨。 海外华文传媒则成为了维系全球华侨

华人的纽带, 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流沟通的桥梁。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显著增加, 华人华侨

的政治主张、 经济诉求、 文化需要等也更为人所关注, 这对东南亚华文报业来说

既是机遇亦是挑战。 华文报业在新的发展期如何抓住机遇? 从而 “大鹏一日同风

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冶 华文报业做强做大的途径方式纵然很多, 但三千弱水中,

不妨取近代华文报业经验教训为一瓢饮。 研究、 了解、 利用 《新国民日报》, 力

争使它在新时代再度熠熠生辉, 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目前史学界还没有对 《新国民日报》 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从文献分析结

果来看, 专门研究 《新国民日报》 的文章为数极少, 目力所及仅有四篇: 一、

《新国民日报中的妇女问题 (1919-1920)》 (王慧卿, 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年)。 这篇论文介绍了华文报业的生存背景, 从 《国民日报》 到 《新国民日

报》 到 《南洋商报》 附属报, 再到最后停刊, 作了简要介绍, 同时简介了办报

宗旨、 性质、 介绍主编张叔耐, 分析报纸受众。 文章结合同一时期另一份华文报

纸 《叻报》 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 探究了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 新加

坡华侨社会的妇女生活的变革, 并研究这种变革在 《新国民日报》 中的反映。

作者将这些变革的焦点集中于女权运动和女性教育两方面, 论述具有一定深度。

二、 《 掖叻报业 与 掖新国民日报业 社论研究 (1921) 》 (梁巍, 中山大学硕士论文

2008 年)。 三、 《新加坡近代华文报刊与孙中山的 “二次护法冶 运动———以 掖叻

报业 和 掖新国民日报业 为例》 ( 计琳, 中山大学硕士论文 2007 年)。 这三篇文

章, 都只是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对 《新国民日报》 进行研究, 而且对于 《新国

民日报》 最为重要的部分, 社论新闻 ( 《 掖叻报业 与 掖新国民日报业 社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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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 从新闻的角度切入) 所蕴含的思想内容没有涉及。 四、 李志: 《境外

的新文学园地———五四时期南洋地区文艺副刊 (新国民杂志) 研究》 ( 《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年第 4 期。)

现阶段史学界对 《新国民日报》 的重视程度与研究深度与它本身所具有的

史料价值是不相称的, 可以说 《新国民日报》 仍是一块处女地, 可研究的空间、

价值极大。

3



目摇 摇 录

目摇 摇 录

第一章摇 《新国民日报》 的创办 1…………………………………………………

摇 第一节摇 前身后续 1…………………………………………………………………

一、 《国民日报》 1………………………………………………………………

二、 《新国民日报》 3……………………………………………………………

摇 第二节摇 宗旨及版面形式 5…………………………………………………………

一、 宗旨 5…………………………………………………………………………

二、 版面形式 6……………………………………………………………………

摇 第三节摇 发行范围及发行量 10……………………………………………………

摇 第四节摇 报纸同仁 12………………………………………………………………

一、 经理 14………………………………………………………………………

二、 主笔张叔耐 19………………………………………………………………

三、 主要撰稿群体 21……………………………………………………………

第二章摇 《新国民日报》 内容概貌 33………………………………………………

摇 第一节摇 新闻与评论内容 33………………………………………………………

一、 聚焦国内新闻 33……………………………………………………………

二、 突出闽粤要闻 35……………………………………………………………

三、 关注华社动态 36……………………………………………………………

四、 重视新闻评论 38……………………………………………………………

摇 第二节摇 新闻与评论风格特征 40…………………………………………………

一、 时代色彩浓郁 40……………………………………………………………

二、 思想内容丰厚 42……………………………………………………………

三、 文字长篇大论、 言简意赅相结合, 笔法锋芒毕露、 借袒铫挥

1



!"#$%&'!()*&+,-./0/01/0234

相辉映 44……………………………………………………………………

摇 第三节摇 广告 46……………………………………………………………………

一、 广告内容 47…………………………………………………………………

二、 广告特点 52…………………………………………………………………

三、 广告与新加坡社会 54………………………………………………………

第三章摇 《新国民日报》 副刊——— 《新国民杂志》 58……………………………

摇 第一节摇 旧体诗 58…………………………………………………………………

摇 第二节摇 新文学 62…………………………………………………………………

一、 白话小说 63…………………………………………………………………

二、 新诗 67………………………………………………………………………

三、 新剧 70………………………………………………………………………

摇 第三节摇 论说 70……………………………………………………………………

一、 关于新旧历年的讨论 71……………………………………………………

二、 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 72……………………………………………………

三、 关于南洋社会改良的讨论 73………………………………………………

四、 关于文艺发展的讨论 74……………………………………………………

第四章摇 《新国民日报》 与南洋华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 77…………

摇 第一节 《新国民日报》 与南洋社会反专制思想 77………………………………

一、 揭露北洋政府的腐败内政 78………………………………………………

二、 鞭挞北洋政府的无能外交 99………………………………………………

三、 《新国民日报》 视角下的中国学界 105……………………………………

摇 第二节摇 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14………………………………………………

一、 鼓吹资产阶级革命 114………………………………………………………

二、 维护民主共和———与 《叻报》 的论战 140…………………………………

三、 提倡社会革命 148……………………………………………………………

摇 第三节摇 对共产主义思潮态度的演变 163…………………………………………

一、 初期的碰撞 163………………………………………………………………

二、 接纳中的合作 164……………………………………………………………

2



目摇 摇 录

三、 合作中的容忍、 背叛与清洗 168……………………………………………

第五章摇 《新国民日报》 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强 177……………………

摇 第一节摇 南洋华侨民族主义概况 177………………………………………………

一、 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界定 177………………………………………………

二、 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 179………………………………………………

三、 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成因 186………………………………………………

摇 第二节 《新国民日报》 对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情绪的促进 194…………………

一、 关注华侨经济利益 194………………………………………………………

二、 批判殖民地政府对南洋华侨的不公 206……………………………………

三、 辛亥纪念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强 211……………………………

摇 第三节摇 南洋华侨社会对祖国的认同 222…………………………………………

一、 华侨对祖国革命的支持 222…………………………………………………

二、 华侨对国内灾难的赈济 228…………………………………………………

三、 华侨对祖国的文化认同 233…………………………………………………

第六章摇 《新国民日报》 与南洋华社女性解放运动的勃兴 243……………………

摇 第一节摇 南洋华侨女性问题的概况 243……………………………………………

一、 女性出洋 243…………………………………………………………………

二、 娼妓问题 247…………………………………………………………………

三、 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 251……………………………………………………

四、 沉舟侧畔的新式女性 254……………………………………………………

摇 第二节摇 南洋华侨女性解放运动及其发展 256……………………………………

一、 南洋华侨女性解放运动的狂飙突进 256……………………………………

二、 女性解放运动下南洋华侨婚恋观的嬗变 271………………………………

摇 第三节摇 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 277…………………………………………………

一、 新加坡女子教育体系 277……………………………………………………

二、 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的发展 289……………………………………………

三、 女子的新监狱 294……………………………………………………………

3



!"#$%&'!()*&+,-./0/01/0234

结摇 语 302………………………………………………………………………………

参考文献 311……………………………………………………………………………

附摇 录 322………………………………………………………………………………

后摇 记 333………………………………………………………………………………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摇 《新国民日报》 的创办

第一章摇 《新国民日报》 的创办

辛亥革命后, 新加坡华文报纸一改 20 世纪 10 年代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特

点, 应时代发展要求, 纷纷开始转变办报思路和理念, 走向商业化, 但也有三份

报纸 ( 《振南日报》、 《民国日报》 及 《国民日报》) 除外。 本文的研究对象 《新

国民日报》 是 《国民日报》 的继续和发展。

第一节摇 前身后续

一、 《国民日报》

1912 年 2 月 15 日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 宋教仁为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

决定改变同盟会以前秘密结社的性质, 毁党造党, 统一联合共和党、 国民共进

会、 实进会等组建一个大党———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 向海外各地同盟会分会

发文 《同盟会本部总务部通告海外书》, 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决定通报于海

外各地同盟会会员。淤 中国同盟会由此演变为国民党。

但是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不容于袁世凯, 1913 年 3 月宋教仁遭遇暗杀, 袁世凯

接着镇压了 “二次革命冶, 解散国会。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南洋国民党人极为愤怒, 积极讨袁, 其热度丝毫不亚于

辛亥革命, 但讨袁终止于失败, 党人中意志薄弱者非变节即灰心。 陈新政在革命

党万马齐喑, 反对派气焰大张之秋于新加坡倡办 《国民日报》。 《国民日报》 创

刊后即以中华革命党在新加坡的宣传机关报的名义而存在, 成为革命党在新加坡

1

淤 陈旭麓编: 《近代中国八十年》,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5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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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喉舌。

关于 《国民日报》 的具体创办过程, 邹鲁在 《中国国民党史稿》 中作了具

体记载。 邹鲁在该书的第 2 册中说: “国民日报, 乃南洋党员鉴于袁世凯之横暴,

军阀之肆毒, 各埠原日之保皇报, 尽变为保袁报。 言论背谬, 较前尤甚。 对本党

(指国民党———引者注) 则下井加石, 对政府则非袁莫属。 一犬吠影, 百犬吠

声。 爰由庇能 (即新加坡的槟榔屿) 党员陈新政、 丘明昶、 雷铁崖、 林福全、

丘文绍、 徐洋溢发起组织国民日报。 于是庇能并举陈新政、 丘明昶, 而与新加坡

党员磋商。 几经曲折, 卒底于成。冶淤

1914 年陈新政、 李振殿等其他国民党人向英荷法美暹等地华侨华人募集股

本, “招得股款近三万元冶于。 1914 年 5 月 26 日国民党新加坡舆论机关 《国民日

报》 创刊, 总理陈新政, 经理丘文绍, 报刊聘雷铁崖为总编辑。 《国民日报》 在

袁世凯的爪牙帮凶遍及全国乃至南洋各地的情况下, 继续进行反袁斗争, 在

《 掖国民日报业 发刊辞》 中严正抨击: “议院为公民之喉舌, 而逼之土崩瓦解; 约

法为立国之纲纪, 而使其改弦更张。 肃政御史何名, 职官不惮破坏; 终身一统何

事, 会议实将履行。 而且惧人民之团结, 而取消自治机关, 虑法律之濡染, 而解

散专门学校。 报章之鼓吹可畏也, 则以严律钳之, 留学之思想难羁也, 则以撤口

困之。 如蚕吐丝, 方抽未已; 如云出岫, 以渐而张。 不容长口虎皮狐 (下

缺)。冶盂

《国民日报》 的办报宗旨很快就引起了袁党的反击, 指使当地政府对该报强

加管束, 而当地华侨在信息交流颇为封闭, 信息传递极为缓慢的时代无法及时了

解国内政局, 更无法及时更新对国内政局的既有认识, 在他们的心目中, 不管谁

当家, 刚刚建立的国民政府就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任何反对这一政府的势力和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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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丛书》 编辑委员会编: 《第一编 25、 26 中国国民党史稿一、 二、 三、 四篇》, 上海: 上海书

店出版社, 1989 年: 542 页。
《民国丛书》 编辑委员会编: 《第一编 25、 26 中国国民党史稿一、 二、 三、 四篇》, 上海: 上海书

店出版社, 1989 年: 542 页。 一说募集股本 4 万元, 见吴庆棠: 《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 上海: 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 172 页。
比白: 《 掖国民日报业 发刊词》, 《国民日报》 1914 年 5 月 26 日, 转引自唐文权编: 《辛亥革命百

年纪念文库 雷铁崖集》,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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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不为他们所认可。 在这种情势下, 《国民日报》 的销量极小, 作为一份销量

极小的政党性报纸, 资金周转困难, 最终经费枯竭自然难免。 1915 年 8 月 31 日

该报被迫停刊, 之后一度改出 《国民杂志》, 终也无济于事。 国民党员及该报董

事并不甘心, 聚集槟城, 派薛木本到新加坡重振 《国民日报》。 经过数月努力,

1916 年 2 月复刊, 与读者见面。 此时的中国, 政局动荡, 瞬息万变, 袁世凯称

帝, 在国人唾弃中一命呜呼。 北洋系军阀四分五裂, 南北军阀混战日剧。 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推崇民主共和, 积极革命。 《国民日报》 由创办之初的反袁,

转为反对军阀, 拥护共和, “必以锐利之言论, 拥护真共和, 勿俾陨越。 对于国

内戕贼共和之官僚, 务使根株尽去, 不再萌生冶淤, 《国民日报》 依然是国民党在

新加坡的宣传阵地。

1919 年巴黎和会, 各帝国主义置中国战胜国的地位于不顾, 置中国国家利

益于不顾, 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 引发国内民众的不满, 导致 “五

四冶 运动的爆发。 消息传到新加坡, 《国民日报》 义愤填膺, 屡登文字抵制日

货, 被当地政府勒令停刊一个月。于 至民国八年 1919 年 8 月 6 日 《国民日报》 停

止出版。

摇 摇 二、 《新国民日报》

《国民日报》 被封停刊后, 董事部积极谋划, 议定与人承办, 重新召集合伙

人, 筹集股本重整旗鼓, 于民国八年 1919 年 10 月 1 日, 更名为 《新国民日报》

(1919 年 10 月 1 日同时发行副刊 《新国民杂志》) 继续刊行, 谢文进为经理。 总

编辑张叔耐 (本文所研究年限内张叔耐一直是责任主编, 期间只有 1922 年 5 月

因事告假回国, 告假期间总编辑为古共持), 营业部主任陈炽堂。 《新国民日报》

与槟城的 《光华日报》 一南一北, 遥相呼应, 成为国民党宣传革命思想的主要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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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贵强: 《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 新加坡: 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1993 年: 21 页。
关于 《国民日报》 再次被停刊的原因, 另说是因其发表一篇批评殖民地政治的社论, 被英殖民当

局查封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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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民日报》 以崭新面貌复刊出版。 较比以前, 内容更加丰富, 涉及面更

加广泛, 有国内外要闻与评论, 本地及南洋要闻时评, 此外还有闽粤要闻时评,

并推出副刊 《新国民杂志》。 因其刊登旧体文言文笔记小说和诗词, 以及白话体

小说、 散文、 诗歌等文艺作品, 当代新闻与文学史学者将新马华文新文学的滥觞

定位在 《新国民杂志》。 这也是张叔耐担任 《新国民日报》 总编辑以来的一大创

举, 为 《新国民日报》 增色不少, 并因此扩大销量。

民国十四年 1925 年 1 月 8 日 《新国民杂志》 上登载了黎魄雄的 《新国民日

报复版之我的感想》, 黎在是文中说: “ 《新国民日报》 ……客岁 (去年———笔者

注) 十一月二十九日宣告暂行停版……十四年元旦之夕, 独坐悄然, 邮差叩门举

物一束递我, 接视之, 为吾寤寐思之而未得之出版物的知己也。冶 第二天, 《新

国民杂志》 编辑室发表声明: 至于排错标点, 是为本报这次复版后, 手民多数是

新来。淤 由此看来, 该报在 1924 年 12 月份曾停版一月, 原因不详。

民国十五年 1926 月 10 月, 董事部组织国民日报有限公司, 收回自办, 民国

十七年 1928 年 12 月经理谢文进辞职, 翌年 1 月由薛木本接任。 此时世界各地经

济均不景气, 新加坡市面经济受此侵袭, 大不如前, 再加上此时华文报又不断增

加, 为求生存发展, 新兴各报, 采取各种新技术, 新方式, 竞争激烈, 《新国民

日报》 营业由此跌入逆境。

1939 年 4 月经董事部议决, 与南洋商报合并, 组成南洋报业公司, 6 月 1 日

由南洋商报有限公司承顶, 成为合并后的南洋报社有限公司属下的报纸, 改由南

洋商报经理, 傅无闷任总经理兼督印, 宋韵铮为主编, 继续独立发行, 每日早版

出两张, 晚版一小张, 内容较前为简略。 1940 年 12 月, 该报在新加坡停刊,

1941 年 1 月 1 日为扩展业务及宣传推广中华文化, 迁到马来亚首都吉隆坡继续出

版, 不久再次停刊, 同年 10 月 1 日迁回新加坡复刊。 1941 年冬, 太平洋战争爆

发, 1942 年 2 月, 日军攻占马来半岛, 马来亚沦陷, 该报被迫第三次停刊, 战后

未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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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编辑室: 《新国民日报》 1925 年 1 月 9 日, 总第 1524 号: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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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摇 宗旨及版面形式

一、 宗摇 旨

《新国民日报》 的创办宗旨, 在 1919 年 10 月 1 日创刊号上的例言中明确为:

“本报的宗旨是促进共和国民的程途, 发挥平民政治的意义, 要使得我们侨界同

胞, 人人趋于进化的方向。冶淤 虽然此际的 《新国民日报》 与之前作为国民党在

新加坡宣传机关的 《国民日报》 相比, 性质变为商业性报纸于。 但由其宗旨及其

内容, 不难发现, 《新国民日报》 的言论时评以反对中国军阀混战、 拥护共和体

制为中心, 从内容板块设置来看, 设有专门的 “国民党通讯冶 等栏目, 说明

《新国民日报》 与国民党的联系非常紧密, 政治因素仍占相当比例。 其总编辑兼

主笔, 张叔耐在例言中更是开宗明义: “本报与社会相别, 忽忽已两个多月

了。冶盂 在张叔耐看来 《新国民日报》 与 《国民日报》 本是一体, 前者是后者的

继承, 更是发展。 所以, 他主持的 《新国民日报》 及其发表的论说, 其导向必

然是宣传国民党的思想, 宣传民主共和, 反对国内杂乱无章的政局, 抨击军阀。

《星洲十年》 在介绍 《新国民日报》 时, 直接说该报创刊于 1914 年 5 月 26 日,

原名 《国民日报》, 更有资料仍然把该报定性为国民党在新加坡的机关报, 是其

宣传喉舌榆, 而孙文更是称呼 《新国民日报》 为 《国民日报》虞, 该报政治立场

可以管窥。 该报九周年时, 经理谢文进在感言中也说: “夫新国民日报者, 由国

民党人所产生冶愚。

5

淤

于
盂
榆
虞

愚

崔贵强: 《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 新加坡: 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1993 年: 21 页。 这

与 《国民日报》 “以国民普遍知识, 人类高尚生活, 灌输侨人士之脑, 化幼稚而为壮大, 变恶劣而为优

美冶 的宗旨是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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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谢文进: 评论 《本报九周纪念感言》, 《新国民日报》 1928 年 10 月 2 日, 总第 2639 号: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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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加坡社会发展, 应自身发展需求, 《新国民日报》 的办报宗旨也有所

变化。 1923 年 1 月 25 日, 该报发表了一个特别布告: “本报现为尊重国际上地

位之关系起见, 特改变编辑方针, 以后对于经济实业教育……等栏特别扩张资

料, 至于言论方针, 务以开发民智, 增加社会知识为主, 以符环境之要求。冶 之

后该报就将第十五页专辟为经济要闻版。

摇 摇 二、 版面形式

《新国民日报》 1919 年 10 月 1 日发创刊号, 我们可从中一览全貌。 在版面

设计上, 《新国民日报》 与当时所有华文报纸一样, 采取竖排方式, 但是又有别

于 《叻报》 长行直行的排版方式, 该报将每一个版面按内容需要分成小格, 更

便于阅读。 彼时分格分栏的版面设计已经普遍用于各华文报。 这种版面设计受香

港 《中国日报》 的影响, 并有所改进。 《新国民日报》 为铅印大开张日报, 印刷

清晰, 实行芬兰编排和大字标题, 内容丰富, 文有句读, 与同期新加坡其他华文

报比较起来, 优势明显。 该报日出纸 4 大张 16 版淤, 约 4000 字。

第一版明确该报的基本情况。 右边四分之一处大号字竖版书写新国民日报五

字, 正下方是报号, 右边从上往下是中华民国纪年和公历纪年, 左边由上至下是

旧历天干地支纪年和星期。 下边是该报英文名、 英文馆址名, 其下是中文印刷所

地址: 星架坡吉宁街一百二十号。 这也是该报与外界的通信地址。 再下方则明确

了该报的报费: 本埠可派到的订户, 全年十八元, 半年九元, 每月一元五角, 零

售八占; 外埠可邮寄的订户, 全年二十四元, 半年十二元, 每月二元。 报费后屡

次增加。 第一次因纸张价格上涨, 报馆又在各地广聘访员, 成本增加, 故从 1919

年 11 月 1 号起增加报费藉资弥补。 本埠, 全年二十元, 半年十元, 每月一元七

角, 零沽八仙; 外埠 (邮费在内) 全年二十六元, 半年一十三元, 每月二元二

角。 1920 年 4 月 21 日, 该报又刊增加报费广告 “启者, 欧战虽平, 纸价愈高,

一涨再涨, 比较前日更增一百巴仙, 敝报以暗损过巨, 不得不量增报费, 以资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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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1919 年到 1925 年 8 月没有特殊事件的情况下都是 4 大张 16 版, 从 1925 年 8 月 27 日开始,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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