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的乡镇小报发端于

吴江
,

极盛于吴江
。

20 世纪

20 年代
·

吴江的
“

新
”
字头

.J/ 报风起云涌
,

几个大镇都
.

有
“

新
”

字头的报纬 如 《新
_

黎里 》滋新盛泽从《新同里抓

晰震泽 》
、

丈新平望卜《新严

墓》
、

《新南麻 》
、

《新分湖 》
`

(萃塔镇) 等
。

办报的人不少
一

_

是南社社员和社会名流
。

粗

略统计
,

新中国成立前吴江

出版的各种乡镇 小报不下

50 种
,

冠于全省
,

而以范烟
-

桥办的 《同言报 》 为首创
。

范 烟桥 (1 894 —
1 9 67)

,

民国时期老报人
,

著

名旧派小说家
,

南社社员
,

生于吴江同里镇
,

名铺
,

字味韶丫号烟桥
,

取姜白石
“

曲终过尽松陵路
,

回首

烟波第四桥
”

的诗意
。

少时由国学大师金鹤望授读
,

后就学于苏州长元公立中学和南京国民大学商科一

年级
,

毕业从事教育
、

新闻和文化工作
,

曾在苏州持

井到抗战胜利后在上海 《文汇报 》主编 《文汇画报 》 和

《国货展望》 专栏
,

1 947 年 《文汇报》 被迫停刊止
,

历经整个民国时期
,

他都和报纸结下不解缘
,

其间他

自己创办和参加编辑的报纸有 10 种
,

他的许多著作

是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
。

关于 《同言报》
,

郑逸梅在 《范烟桥 (拷红 > 传

千古 》一文中有所述及
,

讲他
“

和同乡张圣瑜发行油

印新闻纸
,

初名 《元旦补 继改 《惜阴》
,

又扩充为

《 同言 》
,

经二三载
,

地方人士竟视为舆论所寄
,

且改

用铅字排印
,

为吴江报纸之首创
。

郑和范是中学同

学
,

所述当属可信
、
有人考证

,

油印的 《元旦 》 为三

日刊 、 《惜阴 》 是 日刊
,

但俱佚
。

改名 《同言报 》 并

用铅印
,

始于宣统三年 ( 1 9 11 ) 五月间砂由此推算
,

ha流燕簇熬i)
疼戴蒸穿{窘

·

乡间一事发当 如娶再醒妇
,

或窝藏烟赌
,

镇

绅经手则镇绅敲诈
,

图董经手则图董敲诈
,

粮柜之小
差借县牌以敲诈沐赖之教民借教堂以敲示今且借

自治公所名义以为敲诈
,

呜呼
,

一敲诈世界 !

镇绅图董敲诈
,

坏个人之名誉也 ;教 民破坏教堂

之名誉
,

教堂得而严究之
; 小差破坏县官名誉

,
县官

得而重惩之
;

借自治以破坏自洽名誉
,

公所执何法律

以惩治之? 我拭 目以待其后广
_

新中国成立后
,

范烟桥曾任苏州市文联副主席
、

苏州文化局局长
、

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

子苏州文

化事业多所建树
,

且笔耕不辍尸文革
” 开始时遭批

-

斗
,

19 67 年 3 月 28 日病逝于苏州
。

口金惠风

一 奋3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