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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振兴中华的出路在于推翻封建王朝 ,提出了唤起广大民众反对封建主义专制的

为革命而办报刊的新闻传播思想 ,这促使中华民族近代新闻传播思想出现初期革命性转变。这次转变以为革命办

报刊的宗旨 ,把报刊当作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和积极反映民意、影响和指导舆论为显著标志。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

这一富有革命性的新闻传播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改良派的新闻传播思想理论 ,自然取代了改良派的新闻传播思想而

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流新闻传播思想 ,同时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 ,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

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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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起 ,面对西方列强的文化

冲击 ,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及新闻学说 ,到变法维

新运动时期 ,在逐步认识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基础上 ,

结合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精神 ,孕育产生了以自办报

刊、广开言路、积极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与爱国主

义教育 ,推动变法维新 ,拯救中华之危亡 ,实现民族

自强为内涵的民族新闻传播思想 [ 1 ]。然而 ,这一没

落封建王朝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闻传播思想 ,从表

面上看 ,似乎带有反封建主义文化政策的色彩 ,但从

本质上看 ,仍然保留了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

“保皇 ”思想。与当时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的思潮和

前进的步伐逐渐拉大了距离 ,在中国社会不断要求

变革的浪潮中 ,逐步被富有革命性思想内容的中国

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传播思想所取代。

一、革命性转变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没落封建王朝 ———清政府 ,腐败无能 ,

实行落后的“闭关锁国 ”政策 ,长期以来束缚和阻碍

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使得社会生产

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导致国民经济长期处于自然

农业经济状态。仅有的农业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面

前显得落后而衰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 ”的逼

迫下 ,导致中华民族屡屡受辱。19世纪 90年代后

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 ,大声疾呼国民自强自主 ,

实施变法维新。他们开始自办报刊 ,制造舆论 ,从而

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早期新闻传播思想。但这源于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的新闻传播思想 ,忽视

了西方新闻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虽一度

得到众多士宦阶层人士的认同响应 ,但终不能满足

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的新闻传播需要。变法维新运动

的失败 ,八国联军入侵的残酷社会现实 ,使国民不得

不再次反思失败的原因。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和新闻

传播思想的拷问 ,无疑为中华民族新闻传播思想向

革命性转变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

人“公车上书 ”,力举变法维新。要求自办报刊 ,制

造舆论 ,以推动变法维新运动发展。他们虽得到清

朝末年“帝党 ”的支持 ,但最终得不到封建顽固

派 ———“后党 ”的认同 ,因此而使得维新人士或走上

断头台 ,或流亡海外。从新闻传播思想上看 ,他们的

思想主张缺乏反封建主义的内涵 ,忽视了广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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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劳苦大众。与不断觉醒的中国社会劳苦大众渐渐

产生了思想上的差距 ,逐渐脱离了中国社会大众要

求变革的现实。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在接受西方政治及新闻

学说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新闻传播思

想。它在 19世纪末期的中国社会文化中是先进而

崭新的 ,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它的倡导者们没有与

时俱进 ,将其上升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战斗性的

新闻传播思想 ,始终跳不出“保皇 ”思想的圈子 ,抹

不去自身的诸多唯心主义色彩 ,在历史发展大潮中

必然为中国社会大众所抛弃。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振兴中华的出路在

于推翻封建王朝 ,为此提出了唤起广大民众反对封

建专制主义的为革命而办报刊的新闻传播思想。这

一崭新的思想得到中国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与响

应。革命派的新闻传播思想虽与改良派同源于西方

政治及新闻学说 ,但革命派更注重提出并强调了革

命性与战斗性思想内容 ,得到了要求中国自强自立

的广大民众的响应。从而促使了中华民族早期新闻

传播思想内容的革命性的根本转变。

二、革命性转变的几个标志

中华民族新闻传播思想的早期革命性转变 ,既

是一个较快的过程 ,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在这个过

程当中 ,资产阶级改良派同革命派曾经展开过无数

次激烈的思想论战和不断的自办报刊的社会实践活

动交锋。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

发展 ,大约在辛亥革命之前 ,革命派新闻传播思想逐

渐取代了改良派新闻传播思想 ,成为当时中华民族

的主流新闻传播思想 ,实现了中国早期新闻传播思

想的革命性转变。

(一 )为革命的办报刊宗旨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改良

派“保皇 ”的政治主张 , 20世纪初开始重视报刊宣传

之时 ,便极力进行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革命活

动。因此在新闻传播思想主张上 ,提出了与改良派

既有某些共同点 ,又有截然不同的革命性观点。孙

中山领导创办的第一份报纸 ———《中国日报 》之名 ,

取意于“中国者 ,中国人之中国 ”之意 ,明确表达了

办报的政治立场。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创办了机

关报 ———《民报 》,孙中山在《民报 》发刊词中指出 :

革命报刊应把“非常革新之学说 ,其理想输灌于人

心 ,而化为常识 ”,从而推动革命的实行。胡汉民先

生在《民报之六大主义 》一文中说 :“革命报之工作 ,

所以人知革命也。盖革命有秘密之举动 ,而革命之

主义 ,则无当秘密者。非为不当秘密而已 ,直当普遍

之于社会 ,以斟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汉帜杂志

宣言 》称 :“此报宗旨 ,在光复祖国 ,防护人权 ,唤起

皇帝种魂 ,扫除白山鞑虏 ,建二十世纪民国 ,还五千

年神州。”1906年 10月 ,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竞业学

会主办的《竞业旬报 》,以青少年学生为对象 ,“专以

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 ”。1907年 1月 ,秋瑾在上海

创刊《中国女报 》,把提倡女权和宣传民族民主革命

相结合 ,号召妇女既作女权运动的先锋 ,又作民族民

主革命的斗士。1907年至 1910年 ,于佑任先生先

后创办的《神州日报 》(1907年 4月 2日创刊 )、《民

呼日报 》( 1909 年 5 月 15 日创刊 )、《民吁日报 》

(1909年 10月 3日创刊 )、《民立报 》(1910年 10月

11日创刊 ) ,或大声疾呼 ,或长吁短叹 ,“为民请命 ”,

其革命性色彩更加鲜明。在《神州日报 》创刊号上

于佑任等人用“函三 ”笔名合写的发刊词中称 :“挥

政客之雄辩 ,陈志士之危言 ,澡雪国魂 ,昭苏群治 ,回

易众听。纪纲民报 ,较之仰头独唱 ,众心不上者 ,厥

用盖宏焉。”又称 :“顾瞻周道 ,鞠茂草以无时 ;惆怅

新亭 ,庶横流之有托 ;此神州日报之所为作也。”[ 2 ]52

《民立报 》也曾自述其宗旨为 :“使吾国民之义声 ,驰

于列国 ;使吾国民之愁声 ,达于政府 ;使吾国民之亲

爱声 ,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 ,而团体日固 ;使吾国

民之叹息声 ,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 ,而实业日

昌 ”[ 2 ]62。1911年 8月 29日 ,孙中山出资委托美国

友人密勒等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 ———《大陆报 》,

则是以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支持为目标。中国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革命而办报刊的宗旨与改良派为

“保皇 ”而办报刊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革命派报

刊公开承认自己的报刊是“党报 ”或党的机关报 ,坚

定不移地宣传党的纲领和革命主张。

(二 )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孙中山组建兴中会初期 ,并未重视报刊的创办 ,

受改良派积极创办报刊宣传政治主张的启示 ,开始

重视创办自己组织的报刊 ,并公开宣称是“党报 ”或

党的机关报。把它当作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

积极进行革命思想的新闻宣传活动。

《中国日报 》是革命派报刊的早期代表 ,该报创

办初期 ,首先 ,宣传爱国救亡 ,揭露和谴责西方各国

列强的侵华罪行 ,猛烈抨击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昏庸

腐败 ,声援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如报道义和

团运动、揭露沙俄霸占中国东北的图谋、广西巡抚王

之春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等。其次 ,宣传反清排满 ,

声援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如曾发表章

太炎的《解辫发说 》等文章。香港是兴中会早期活

动的基地 ,《中国日报 》在香港创办 ,把办报和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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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等实际革命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进行舆论

宣传的同时 ,报馆实际上已成为兴中会在华南地区

党务、军务的总机关 ,担负着联络内地会党、谋划和

组织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等任务。

《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提出并宣传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 ”。通过对“三民主义 ”理论的宣传 ,

站在时代思潮的前沿 ,迅速成为进步舆论的领导中

心。为了扫除革命发展的思想障碍 ,主动向改良派

报刊 ———《新民丛报 》发起挑战 ,全面反击《新民丛

报 》对革命的污蔑 ,批驳了其散布的改良立宪主张。

论战围绕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及前途等一系

列重大问题展开 ,历时两年之久 ,最终革命派的《民

报 》取得胜利。

在《中国日报 》、《民报 》的带领和影响下 ,中国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积极宣传革命的主张 ,在同各

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陈

范的《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编后 ,连续发表《介绍革

命军 》、《读革命军 》和章太炎写的《革命军序 》等文

章 ,概述《革命军 》(邹容著 )的主要内容 ,盛赞《革命

军 》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是震撼人心

的“雷霆之声 ”。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苏

报 》虽被查封 ,但革命火焰却在民众心中熊熊燃烧。

詹大悲主编的《商务日报 》(群治学社机关报 ) , 1910

年夏报道的抢米风潮和准备武装起义消息 ;詹大悲

任主笔的《大江报 》, 1911年 1月对汉口发生英巡抚

打死人力车夫吴一狗及英水兵毙伤群众多人事件所

作的如实报道 ,都激发了新军官兵及广大民众反帝

反封建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在辛亥革命前夕 ,

从沿海到内陆 ,从南方到北方 ,革命报刊宣传基本普

遍展开 ,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区播撒了民主革命的火

种。

(三 )反映民意、影响和指导舆论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承认报刊的党派性 ,

同时还坚持他们的报刊反映人民的意愿 ,代表人民

的利益 ,是“社会之公器 ”和“国民之代表 ”,代表平

民的利益。著名的《民报 》重点宣传的就是民族、民

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思想。首先 ,刊登了大量文

章用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分析中国的满汉民族关

系 ,指出满族压迫汉族的不合理性和汉民族起来反

抗的正义性。同时表明 ,排满是反对清政府 ,而不是

反对普通满族民众。其次 ,不少文章猛烈抨击君主

专制制度和君主立宪主张 ,热情介绍法国大革命历

史和俄国 1905年革命 ,反复论述任何专制君主都不

会垂手放弃压迫人民的权力。再次 ,一些文章热情

鼓吹“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 ”,宣传以土地国

有为中心的民生主义。于佑任先后创办的《竖三民

报 》,则均以“为民请命 ”为宗旨。其中《民呼日报宣

言书 》中说 :“夫报馆者 ,固平民之代表也。平民者 ,

又与贵族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而《国民日报发刊

词》则表示 ,报纸是“由平民之趋势 ,迤逦而来 ;以平

民之志望 ,组织而成 ,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 ,专以代

表平民为职志 ,所谓记者是也 ”。《民报之六大主

义》中也说 :“若夫革命报之言论 ⋯⋯其始也发表少

数人之意思 ,而为舆论所趋附 ,洎渐造成舆论 ,则凡

主义人之意思 ,以之为代表 ,而横靡一世 ,其效力孰

可比耶 ?”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新闻传播思想

同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及新闻学说 ,二者均

倡导唤起民众 ,引导国民 ,制造舆论 ,影响舆论。但

改良派忽视了西方新闻学说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

涵 ,在革命派新闻传播思想出现之前和初期 ,尚可引

领指导舆论。到革命派提出为革命而办报为代表内

容的新闻传播思想 ,并快速上升时 ,已显得渐渐落

伍。特别是在反封建问题和民主主义问题上 ,革命

派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 ,提出了改良派不与赞

同的为革命为推翻封建帝制的观点 ,而改良派的思

想却始终停留在“保皇 ”的层面 ,与中国社会平民大

众渐行渐远。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的办报口

号 ,作出的这些颇富斗争精神的解释和重要补充 ,也

就自然而然被中国社会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认

同接受 ,由此在辛亥革命时期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

为革命而办报刊 ,公开承认自办报刊的党派性 ,坚持

宣传本党纲领政策 ,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

器 ,积极宣传反映民意、影响和指导舆论为代表内容

的新闻传播思想 ,成为先进的传播文化思想 ,也因此

而逐渐取代了改良派的新闻传播思想 ,实现了中华

民族近代新闻传播思想的初期革命性转变。

三、革命性新闻传播思想的影响

19世纪 90年代后期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

派的新闻传播思想广泛影响 ,改变了中国新闻传播

业由外国人主导的格局。进入 20世纪 ,《中国日

报 》、《民报 》出现 ,也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重视

报刊宣传以后 ,中国在新闻传播领域经历了激烈思

想论战和各派政治势力争相自办报刊的社会实践活

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按照本党提出的新闻

传播思想主张办报办刊 ,宣传革命 ,唤起民众。他们

既同封建主义与外来帝国主义文化思想作斗争 ,又

同改良派的“保皇 ”新闻传播思想作斗争 ,在不断的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自己的革

命性新闻传播思想体系 ,广泛宣传革命。既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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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又促进了中华民族

新闻传播事业 ———报刊业的再次飞跃发展。

首先 ,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的为革命办报刊的

目的是宣传党的纲领的态度

表明了自办报刊的党派性和必须坚持党性原

则 ,并把他们的新闻传播活动同他们要进行的中国

民主革命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成为当时中国

社会要求变革的一种具有文化先进性的新闻传播思

想 ,走在了中国社会要求变革发展思潮的前沿。这

很快引起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的广大人群的关注、认

同和接纳 ,为革命派报刊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社会文化思想和群众基础。

其次 ,把报刊当作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充

分发挥了新闻传播的政治宣传与社会信息传递功能

源于为革命的这种新闻传播指导思想 ,在资产

阶级革命派具有代表性报刊 ———《中国日报 》、《民

报 》、《竖三民报 》及章士钊主笔的《苏报 》等影响带

动下 ,革命党人主办和属于支持拥护革命的革命派

报刊 ,规模数量迅速扩大 ,社会影响日益增强。从办

报刊地域看 ,已从海外逐步转向内地 ,并由上海、武

汉等一些大城市逐步扩展到众多的其它省份。据有

关统计显示 ,同盟会成立前 ,革命派在国内办了约

40种报刊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 ,在国内外创办了

200余种报刊 [ 3 ]111。其中从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

前 ,上海先后出现了 15家革命或明显倾向革命的报

刊。武汉在武昌起义前出现过 10余种革命报刊 ,同

盟会成立后的几年中 ,广州出现过 18 种革命报

刊 [ 3 ]127 - 131。除此以外 ,另有北京、新疆等全国其它

地区革命党人创办了《帝国日报 》、《国风日报 》、《伊

犁白话报 》等大约 50多种革命报刊 [ 3 ]123。革命党人

报刊的这种较快发展 ,很快在数量上超过改良派等

其他派别的报刊 ,逐渐取代了改良派报刊的市场霸

主地位 ,成为革命派进行民主革命新闻宣传的有力

政治斗争武器。

再次 ,利用报刊反映民意 ,影响与指导舆论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心思变的年代 ,初

时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各执己见 ,映射在办报

刊方面观点不同 ,指导思想各异。革命派机关报刊

坚持按照其革命性的新闻传播思想为指导 ,大力开

展办报刊活动 ,宣传革命思想 ,赢得了中国社会广大

民众的积极支持和响应 ,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响应。

在革命派机关报影响下 ,过去一些原本未明显倡言

革命的报刊 ,也开始宣传、拥护、支持革命。留日学

生从 1900 年到 1903 年先后创办的《译书汇编 》

(1900年 )、《国民报 》(1901年 )、《游学译编 》(1902

年 )、《直说 》《浙江潮 》(1903年 )、《江苏 》(1903年 )

等一大批报刊 ,创办之初都从爱国爱乡出发 ,大量介

绍包括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内的各学科知识 ,以

“输入东西文明 ,开内地风气。”同时揭露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野心 ,痛陈国家和民族危急形势 ,宣传教

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各种救国方案 ,并为

开发家乡的经济、文化事业进行一些专项调查。自

1903年 5月起 ,大都开始激烈鼓吹反清革命 ,倡明

“权衡今日支那民族时势之轻重 ,事业之缓急 ,莫如

革命。”宣传民族主义思想 ,介绍中国历史上民族英

雄事迹 ,激发读者的民族情绪 ,并宣传民主革命思

想 ,批判保皇派的保皇言论 [ 3 ]115 - 116。

《民报 》创刊后 ,公布自己的六大主张 :“倾覆现

今之恶劣政府 ;建设共和政体 ;土地国有 ;维护世界

真正之和平 ;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 ;要求

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民报 》聚集了汪

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汪

东、刘师培、黄侃等撰稿精英 ,为扫除革命发展的思

想障碍 ,主动发起向“保皇 ”派的《新民丛报 》挑战 ,

全面反击了《新民丛报 》对革命的污蔑与批驳了其

散布的改良立宪主张。在第 3期还以号外的形式 ,

公布《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 》,由此引起整个

革命派与改良派报刊的论战。经过两年之久的论

战 ,具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革命性的革命派力量不

断发展壮大 ,革命派报刊的新闻传播效应在社会上

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使得革命思想进一步深入民

心 ,革命性新闻传播思想得以进一步确立 ,推动了民

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1907年 1月 ,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 》,

倡导女权和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 ,号召妇女既

作女权运动的先锋 ,又作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

《神州日报 》大量报道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等活动 ,

全文照发起义军文告 ,刊载暴露清廷腐朽、残暴的新

闻与评论 ,对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及时揭露和抨击 ,

对唤起广大民众投身革命起到重要教育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传播思想虽与改良派

新闻传播思想同出一源 ,但其更多注重吸收了西方

新闻学中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内涵 ,富有了更

多的革命性战斗性思想精神元素 ,适应了中国社会

要求变革的实际需要。革命派新闻传播思想及其不

断的办报刊社会实践活动 ,使得辛亥革命时期国内

新闻传播内容的思想倾向 ,反映了民意 ,代表和指导

了中国社会舆论 ,促进了民主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深

入发展。同时 ,实现了中华民族新闻传播思想的早

期革命性转变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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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olutionary Change and H istor ic Influences of the News Spread ing

Thought of the Ch inese People in M odern T im es

ZHU L ian - ying

(College of Chinese L iteratur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bourgeois revolutionary maintained that the way p romoting Chinese nation lied in overthro2
wing the feudal dynasty, thus they p roposed the news dissem ination thought of arousing the general populace to op2
pose the despotic feudalism, which caused the initial revolutionary change of the news sp reading thought of the Chi2
nese peop le in modern times. This turn, which aimed at runn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or revolution, is

marked by taking them as the powerful weapons for political struggle and reflecting peop le′s willpower, influencing

and guiding the public op inions. Chinese bourgeois revolutionary thought of news sp reading has enriched and devel2
oped the news sp reading thought held by the reform ists, and has certainly rep laced the reform ists′ideas and become

the dom inant news sp reading thought du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meanwhile has pushed forward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 rogress of Chi2
nese journalism as well.

Key W ords: Chinese peop le; news sp readig thought;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revolutionary; change;

public op 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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