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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历史典藏，1903-2000年



“《镜报》历史典藏”拓展了Gale历史报纸典藏中的“大众市场”内容。《每日镜报》（工人阶级）和《

每日邮报》（中产阶级）挑战主流大报（例如《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的主导地位，呈现了不同的

观点与新闻风格，引领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报纸市场。它一贯倾左翼和平民主义的立场折射出其目标读

者群——工人阶级的观点，形成了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主流大报——例如《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

报》的鲜明对比。

“《镜报》是一份夸张浮华的报纸，但我们并不为此

感到歉意。我们相信夸张浮华地呈现新闻和观点，特

别是重要的新闻和观点，是当今大众读者和民主责任

时代一项必需且宝贵的公共服务[……]夸张浮华并不

意味着歪曲事实。它意味着生动和戏剧性地呈现事

件，让它们对读者的思想产生强有力的冲击。”

——Sylvester Bolam，《每日镜报》编辑，1949年

《每日镜报》最初是为体面的女性而创办的期刊，员

工均为女性，目标读者是之前被忽视的大众市场读者

群。这一方针在创刊不久之后即被放弃，1934年的

全面改革使得《镜报》在1949年成为了英国最畅销

的报纸。到1951年，它的日销量超过450万份。巨大

的经济回报开启了英国报纸和新闻业的变革，标志着

小报的崛起。

更多有关“《镜报》历史典藏”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mirrorinfo

Rothermere, Viscount. “Give the Blackshirt a Helping Hand.”  
Sunday Mirror, 21 Jan. 1934

• 英国为数不多的左倾立场、以工人阶级为目标读者的大型全国性报纸之一

• 在其整个发行历史上，该报始终以被其主要竞争对手忽视的读者群为目标，最终借鉴美国报纸，采用

了与众不同的新闻风格

• 虽然是小报，该报发表了一些二十世纪最著名和最受尊敬记者的新闻报道，以及主要政治人物——例

如多位英国首相的文章

• 该典藏包含《星期日画报》（Sunday Pictorial）和《星期日镜报》（Sunday Mirror）

• 可与其他Gale原始档案交叉跨库检索

• 可在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中使用，为数字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带来创新性

的新视角

关于《镜报》

Pilger, John. “Cambodia Is Dying.” Daily Mirror, 8 Oct. 1979

该档案库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Delano, Tony. “Martin Luther King Is Assassinated.” Daily Mirror, 5 Apr. 1968 “Tokio’s Cabinet Meets on Atom Bomb Peril.” Daily Mirror, 8 Aug. 1945

gale.com/mirrorinfo

页数

超过 
800,000页

时间跨度

97年
文章数量

超过 
3 百万篇

想要了解更多

有关《镜报》的信息？
请阅读我们的历史背景评论文章，并查看精选样例：  
WWW.GALE.COM/ARCHIVESEXPLORED



• 艺术与文化

• 英国史

• 传播学

• 插画 

• 新闻学

• 媒体研究

• 政治与经济

• 世界史

“《镜报》历史典藏”是Gale原始档案项目中众多档案库的一个。这一项目提供了一个开创性的研究环境，

至今已整合了50多个数字化项目，让研究者能够在近2.5亿页的历史文献中通过一次检索快速得到所有相关结

果。极为丰富的可全文检索的一次文献内容、可靠的元数据以及直观的主题标引相结合，而创新的流程和分

析工具更是将研究体验带入更高层面。

术语检索频率（TERM FREQUENCY）
术语检索频率工具帮助研究者追溯中心主题及思想。研究者现在可以看到

他们的检索词在选定内容集中出现的频率，从而评价个人、事件和思想如

何随时间互动与发展。

话题查找器（TOPIC FINDER）
话题查找器辅助学生全面拓展他们的研究议题。通过识别并

组织常常同时出现的主题，这个工具揭示出检索词之间隐藏

的关系，帮助用户打造他们的研究项目，并整合不同类型的

相关内容。

文本和数据挖掘
Gale将提供档案库的相关数据和元数据，以供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并通

过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支持数字人文这一蓬

勃发展的新兴学术研究领域。

其他工具和特色

• 基本和高级检索选项，以及能够在单个文档中进行二次检索

• 典藏中每一页面固定不变的URL，可用于课程课件和书签标注

• 主题标引让内容更容易被发现，并揭示重要数据元素

• Zotero兼容，充分利用、收集、引用和组织资源

• 图像浏览器可放大、旋转和反转图像，还可在全屏模式下查看页面

• 可下载OCR实现了在新的层面上访问和分析检索结果

• 检索结果中的“关键词上下文”选项可预览文档中第一次出现的关键词

• 无限制下载

• 生成引文，并可导入到文献管理工具中

• 模糊检索便于用户拓宽检索结果，查找不同拼写方式的词语

• COUNTER兼容的使用量报告

• 提供MARC记录

发现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更多特色与工具，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更多有关“《镜报》历史典藏”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mirrorinfo

GALE原始档案项目珍贵的历史视角

随着《镜报》在二十世纪中不断顺应其读者做出调整，它形成了与Gale历

史报纸典藏中其他报纸的鲜明对比，涵盖各种左翼政治观点，曾短暂支持

法西斯主义。同时，该报也是照片复制、漫画和小报新闻业的先驱，是市

场需求和读者喜好改变报纸新闻报道方式的最好例证之一。

著名撰稿人

《镜报》发表了众多记者、专栏作家和公众人物的文章。该报是最早推

广“知心大姐”专栏的报纸之一，并将漫画带入了日报中，也发表一针见

血的新闻调查及著名公众人物的文章，其中包括：

• 休·卡得利普（Hugh Cudlipp，1913-1998），著名记者、《镜报》前编

辑及镜报集团报业公司主席。

• 诺曼·佩特（Norman Pett，1891-1960），艺术家，创作了脍炙人口

的“简”漫画，让连环漫画成为英国小报的标志性内容。

• 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1939- ），备受尊敬的记者和纪录片制片

人，英国年度记者奖两次获奖。

• 马乔里·普鲁普斯（Marjorie Proops，1911-1996），受大众欢迎的知心

大姐、专栏作家及女性和LGBTQ权利活动家。

•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前英国首相，曾作

为记者为《镜报》撰稿。

多学科的资源

Smith, John. “The First Men for the Moon.” Daily Mirror, 10 
Jan. 1969

“’The Price of Petrol Has Been Increased by One Penny’—
Official.” Daily Mirror, 6 Mar. 1942

Jackson, John. “Chernobyl’s Grim Toll.”  
Daily Mirror, 26 Mar. 1987



如果“《镜报》历史典藏”正是您所需的宝贵资源，那么您可能也会对我们其他的档案库感兴趣，特别是：

《泰晤士报》数字典藏

作为以富裕专业人士为目标的“报纸之最”，《泰晤

士报》与《镜报》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资讯。作为影响了小报新闻业崛起的报纸之一，《镜

报》引领的变革与传统、更加中立的报纸形成对比，

后者如《泰晤士报》，曾垄断日报市场。比较这两种

报纸之间新闻报道内容和方式的差别，将为新闻和传

播史带来更引人关注的视角。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是基于云存储的平台，让学生和研究

者能够访问到来自Gale原始档案的内容与

OCR数据，并利用文本和数据挖掘工具分析

这些档案文献。

任何学术水平的用户都将能够轻松和高效地

处理大型文本-数据语料库，管理自定义数

据集和数字工具，满足个别研究者或整个课

堂的独特需要。

扫除 
数字学术 
研究的障碍

DAILY MAIL HISTORICAL ARCHIVE, 1898-2004
《每日邮报》历史典藏，1896-2004年
《每日镜报》以工人阶级为目标读者的同时，《每日

邮报》以中产阶级为目标读者，但二者为同一家公司

所有。两份报纸由同一人创办，所有权的变更模式相

似，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互为直接的竞争对手，为比较

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两份报纸呈现了新闻传播

面向不同受众的比较观点，以及政治对新闻业的影响

和不断变化的传播风格。

更多有关该典藏的历史、内容和特色，请访问：gale.com/ghninformation发现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更多特色与工具，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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