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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近日推出新书《北京报界先声：20 世纪之初的彭
翼仲与〈京话日报〉》，这本由民国著名报人彭翼仲嫡孙彭望苏写
就的书籍，介绍了《京话日报》百年前的辉煌。

清末、民国年间报馆众多，也诞生了一批著名报人。本着开启
民智的目标，一批知识分子投身报业，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
政”风格。本报记者梳理相关书籍文章，再现这段新闻史上非常重
要的过往。

启蒙、革命与追求民族现代化———

那一代人的新闻理想
□本报记者 吉祥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曲鹏
设计：壹纸工作室 马晓迪

上世纪初年报馆多、报纸杂，堪称空前
1904 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

返京已经两年多，市面恢复了些
许生气，但“庚子事变”造成的伤
痛，仍在北京人尤其是旗人的心
头激荡。《辛丑条约》的赔款又像
一座大山，压在有识者的心头。而
北京识字的人是那么的少，所有
的报纸加起来也不过能卖两千来
份，老百姓不看报，也无从了解新
闻、新知识。他们把报纸叫做“洋
报”，觉得记者都是汉奸。街头倒
是不时可以见到揭帖，上面有义
和团很快就会回来的宣传。

在《北京报界先声：20 世纪之
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的序
言里，学者杨早用上面这些文字
描述了《京话日报》诞生的 1904 年
的情景。国难当头，这份应时而生
的报纸注定会承担很多任务：要
宣传新知识，要讲述爱国道理，要
劝导人们除旧维新，要报道国内
外新闻。各种努力背后自然又是

一位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尝试，
报纸的创办者便是民国年间颇具
影响的报人彭翼仲。

书的作者彭望苏是彭翼仲的
嫡孙。在近日一场关于此书的名
为“媒体与底层”的读书会上，彭
望苏介绍，与一般启蒙强调政治
宣传不同，当年的《京话日报》善
于组织各种活动，与老百姓互
动。杨早更是补充介绍，作为天
生运动家，彭翼仲常去说服那些
演戏的人唱新的戏，说服警察厅
给他们颁银牌，“有点像马丁·路
德·金”。

如学者张功臣在著作《民国
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中
介绍的那样，民国年间，报馆之
多、报纸之杂、报事之纷乱，可谓
空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
授王润泽在《报人时代：张季鸾
与大公报》中同样提到了当时报
业繁荣的景象：“当时人们创办

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
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
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
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
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
不下去了。”

当时在北京，《晨报》、《世界
日报》、《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
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
五千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
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
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
此销量有一万五千份左右。比邻
北京的天津，则诞生了清末维新
变法时期著名的《国闻报》、1902

年的《大公报》、1915 年的《益世
报》，这些都是影响巨大的报纸。
特别是至今仍在香港发行的《大
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
非常重要的一页，著名学者方汉
奇在其《〈大公报〉百年史》中对其
历史有着详细的介绍。

报纸与报馆乃天下公器
100 多年前，梁启超在《论报

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便说：“觇
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
导端也”。到了民国年间，知识界
的共识是，报纸与报馆乃天下公
器，属于公共领域的资源，民国著
名报人张季鸾办报即愿向全国开
放，使为公众喉舌。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讲座
教授李金铨在其著作《文人论
证：知识分子与报刊》中说，百余
年来，中国报刊维系国运民生，
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民
族现代化。一大批思想家、政治
家、学者、报人活跃其间，传播新
知，探索国家前途，凝合了中国
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
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
风格。

这本书介绍了陈独秀与胡适
两位近代著名人物办报的经过。
1915 年 9 月，陈独秀认识到旧思
想与共和政体的深刻冲突，毅然

于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图革
新国民思想，从而领导了一场风
云激荡的新文化运动。1917 年，陈
独秀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出任北京
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北
迁京都。不久后，从美国学成归来
的胡适任教北大，也抱定“在思想
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
的基础”之宏愿，投身新文化运
动。“在新生的民国岌岌可危之
秋，共同的启蒙事业使一位革命
者和一位学者走到一起，成为《新
青年》和北京大学的新文化领
袖。”

民国著名报人王芸生之子王
芝琛退休后专注《大公报》历史研
究，在其著作《百年沧桑：王芸生
与〈大公报〉》中，王芝琛认为，《大
公报》的崛起同样留有文人论政
的显著风格。新记公司接办《大公
报》之始，标举“四不主义”为宗
旨，“不党，不为一党之见；不卖，
不卖于私人或集团，不要外界一
分经济援助；不私，非一私之言

论，取国民之公意；不盲，一本既
定立场，不盲从于众。”如书中所
说，尽管《大公报》人员政治见解
各异，但在报社内部则兼容并包
熔于一炉，有其公是公非，一切唯
人民利益是从。

杨早在“媒体与底层”的读
书会上提到了《京话日报》的一
段历史。在 1905 年，《京话日报》
时常宣扬立宪的好处，日本立宪
以后怎么变成强国，日本立宪以
后君权也没有受到损失，皇上依
然是皇上，天皇依然是天皇。当
时清廷关于立不立宪的问题左
右摇摆，彭翼仲主导的《京话日
报》则拼命宣扬日本立宪之好
处，并以日俄战争中，小国日本
战胜君主制大国俄国为例。也正
是因为看到报纸的作用，杨早更
是认为，中国真正的近代史到
来，应该是 1872 年第一份普遍发
行的日报《申报》问世以后，“它
让人很快把握到这个世界的知
识和信息”。

众多的报馆、报纸，也诞生了
一批著名的报人。民国年间著名
记者邹韬奋最敬重梁启超先生。
出版人俞晓群在《民国报人邹韬
奋的独立和真诚》一文中介绍，邹
韬奋奉梁启超为老师，皆因当年
袁世凯称帝时，想以 20 万元贿赂
梁启超以求他莫撰文批评，梁启
超以“我诚然是老于亡命的经验
家，但宁愿乐于亡命，不愿苟活于
此污恶的空气中”作答，断然拒
绝。此后，邹韬奋以梁启超的话为
信条，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
争，书店虽屡遭查封，屡次又在夹
缝中重生。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其新著
《辛亥：摇晃的中国》中，有关于当
时报人的记述。“国民党当家之
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
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
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
方接着开，骂得更凶，武夫们一点
招儿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

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
杀头。”

最后这段话，涉及到两位著
名报人。一位是邵飘萍。供职《申
报》期间，邵飘萍是中国新闻史上
第一个“特派记者”，此后他创办

《京报》，书写“铁肩辣手”于京报
报社墙上。邵飘萍在《京报》上讽
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
张学良“忠孝两难”，并且退回了
张作霖的 3 0 万元“封口费”，自
言“张作霖出 30 万元买我，这种
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邵飘
萍终被张作霖所杀。另一位是报
人林白水。林白水在当时是有名
的“揭黑记者”，1926 年，林白水因
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讥讽

“狗肉将军”张宗昌的幕僚、“智
囊”潘复为“贤囊”，被张宗昌杀
害。

如张鸣所说，因为屡有报人
被抓，报界便有了个说法，“报馆
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

毙，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清政
府声誉大坏，然后清政府改革，制
订了报律，但对于报人也就基本
没辙了，不止对躲进租界的报人
没辙，对租界外的报人也没辙，顶
多封了报纸，人家换个名字，换个
地方再开。”

陈建云的著作《大变局中的
民间报人与报刊》则聚焦民营报
刊的消失和民间报人的转变，讲
述了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这三
位民间报人在大变局中的历史选
择。

民国时期国家内外交困，也
诞生了一批战地记者，其中最有
名的莫过范长江。他的《西线风
云》记述了抗战的历史。其另一本
著作《塞上行》，则报道了百灵庙
战役、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前后西北地区的政治、民族
动向。这些在战火与硝烟中写就
的报道，近几年再版后也曾引发
关注。

铁肩辣手成为报人的办报宗旨和社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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