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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布雷（1890&mdash;1948），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同年留沪任《天铎报》撰述；1912年
兼任《申报》译述；1920年至1927年，任职于上海《商报》；1927年10月，加入《时事新报》，后任
主笔，直至1929年7月。
1929年8月以后，步入国民党仕途，官至总统府国策顾问。
1948年11月13日自杀亡故。
　  陈布雷一共经历了19年的报业生涯。
辛亥革命时期，他写了许多赞扬革命的文章，抗战时期，他发表了很多激扬民族斗志的文字，成为上
海最著名的记者之一，被称为&ldquo;报界奇才&rdquo;。
　  《陈布雷集&mdash;&mdash;民国三大报人文集》以台湾出版的《陈布雷文集》为基础底本，收集
了陈布雷政论、杂文、信函等文章。
其中，&ldquo;报业生涯发表的政论时评&rdquo;占据了本书约二分之一的篇幅，着重体现陈布雷作为
民国时期&ldquo;报界奇才&rdquo;的文采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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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布雷，民国第一流政论家。
21岁入上海《天铎报》担任撰述评论之职，这也是他加入新闻界的嚆矢。
31岁，入上海《商报）》任主笔，这是他的政论最有声有色的开始时代，在《申报》与《新闻报》等
大报以及《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有政治色彩的报纸中问，A商报￥以社论能言敢言著称，“
凡有流丽泼辣的社论大都出自陈布雷先生之手”1927年年年初，陈布雷脱离《商报》。
1927年后，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成为其重要幕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为其撰写了大量讲话
、文书和文稿，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素有“国民党第一枝笔之称”。
1948年在国民党政权的溃败中，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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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翻云覆雨之政局
 滦州独立感言
 战机动矣
 汤蛰仙进退两难
 保卫治安之不容缓
 述梦
 蒙人要求独立之非计
 知人难
 告张绍曾
 靳内阁总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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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其终使国人失望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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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为董康进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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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吴会晤以后将如何
 张吴会见后之对国战事
 孙传芳主和之索隐
 国军编遣程序大纲
 编余士兵之遣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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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商民组织
 关于大赦案之意见
 农业推广之实施
 第四度之五卅纪念
 政治上进退之本义
 请拟就有关东三省、外内蒙与新疆问题
 之研究题目以与拉铁摩尔研讨致王宠惠函
 请检送“战后工业建设纲领”等案以备
 国民参政会咨询致王宠惠函
 为参政员选举委员会开会事致吴铁城函
 请即商讨拟订国府各种法规与吴鼎昌致王宠惠函
 关于宪法条文适用问题致陈立夫函
第二章　中国东南之大势
 选举浙都督问题
 江浙人民否认此届省会
 责成县知事整顿印花税
 浙江实业银行问题
　⋯⋯
第三章　教育、新闻、青年与媒体
第四章　中国对日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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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外交与国际局势
第六章　多难之国家与民族
第七章　人物与社会关系
第八章　回忆录
附录　他人的视角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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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铁道部昨日发表孙哲生氏庚、关两款筑路计画之提案，其大要拟请政府以英、俄、意退还庚
赔陆续借拨作为基金之一部，又请以新税则实行后增征关税之净额每年拨用半数至民国三十二年止作
为基金之又一部，分别发行庚赔筑路公债及关税筑路公债，前者拟于三年内分三批发行公债一万三千
五百万元。
后者拟于六年内分十二批发行公债三万万元。
至其拟筑之路，以重要定缓急，分为四组，第一期所拟完成及开筑者，为粤汉线、陇海线与沧石线，
据铁部人言果上项计划通过，公债按期发行，则最短期内，可新筑铁道二千五百余英里，视现有铁道
之总里数，约可增加百分之四十，此项提案已由国府呈中央政治会议，将于明日之中央政会决定之。
吾人对其计划之内容，尚未暇为深切之研究，然革命后之物质建设，应以完成孙总理实业计划中之铁
道计画为要键，此固关心民生问题者所同认。
则对此提案，自不得不与以相当之重视也。
此提案之骨干，一为筹款计画；二为选线标准与兴筑顺序。
关于后者，原案之附件中有详细之说明，大抵以政治、经济及营利预测三者为选择之标准，尤注重于
农产运输及煤区与工商区之联络。
而第一期所拟完成者，似比较侧重于已筑干线之完成，就全般之经济价值及边境开发之意义上立论；
则第二、三期中之各线，其重要较之第一期各线亦正无所轩轾，间有数线或犹且过之，此或限于筹款
之困难，且亦非无变更之余地。
从国家立场言，苟多增一哩，即为人民之希望，且铁部果有锐意振作之成绩，勤廉公忠之表示，俾人
民心目中，重新提起十余年前关心铁道事业之热诚，则以中国铁道事业前途之有望，次期公债之发行
，或有不需另觅担保而市场自能跃跃投资之一日，故第一步之负责力行，乃与重要各干线完成之速率
，至有关系者耳。
以次请言筹款之问题，庚款筑路，六七年前之旧说也。
以庚款筑路，以路之所得充文化基金，此在当时吴佩孚阴持政柄之日，即曾有人昌言，而人民或漠视
之或反对之者也。
然当日反对之理由.大部分由于人民之痛恶军阀或不信任军阀。
盖第一、人民自始不信任军阀以此筹得公债或借款之后真能用之于筑路，以当时北廷需款之亟.未必不
移此款项以从事于残害人民之争战。
第二、即使军阀为顾全体面及外交起见，而分其一部于筑路，亦恐军阀所选定之路线，未必真有经济
的价值，更未必能抛弃自私的见地而从国家之需要着想.故当日虽有若干人士以专家地位为此计画而鼓
吹，而始终不得公众之赞助。
今铁部计划，在事实上为旧事重提，但军阀既划除而后，至少上项之疑云，可不复存于人民之脑际，
即此可为政治有办法之后即建设亦比较有办法之证明。
吾人所欲研究者，铁部于十八年中所能筹自庚款（因庚款公债还清期为十八年）之总额（一万三千余
万元），与二十年中指拨文化教育用途之总额（前十年为三千余万，后十年为九千余万），虽为数大
略相同，但建设开始之际，教育事业之待救济与扩充者，需款至殷。
前十年之需要，或较诸后十年为尤亟，则统盘筹划，在国家之全般政策上，宜有相当之修正，至于新
税则实行后关税增征总额悉数用之于建设。
自国府文官处有此建议后，原则上已得一般之同情，以建设之切要言，年拨半数以充发行铁道公债之
用。
或亦有相当之理由，然中国今日，却在百事需建设而经济无处不困穷之一大矛盾状态中，各种建设事
项中.亦有在目前为绝对支出而不能如铁道事业之最短期内即有盈利收入之希望者，此等事业欲希望人
民投资，其难较之筹款筑路为尤甚。
故吾人一面就开发交通之立场言，殊同情于铁部之提案，一面尤希望中央及国府就整个之建设计划，
立下大纲，除国家预算上应酌提若干之预备费外，分别规定关税增征额分配于建设用途之百分率，国
家真欲成为替人民谋利益之机关，其职能与组织恰如一具精密复杂之大原动机，配置之适当与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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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上，影响有若连环，此在讨论铁部提案时虽为一种旁议。
亦值得留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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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商报出版已满三年，社会上渐有声誉，余等益奋发自爱，公展、更生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
尝稍懈，同人相处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积极，在望平街中为仅见。
⋯⋯报馆经济始终困难，欠薪常三个月以上，有时纸张亦不继，穷困异常，一然社中上下振奋团结，
甘苦相共，某目无纸印报，余与营业部某君各出三十元，机器房工头余君亦罄其余囊二十元，凑集纸
款，临时购买，次日仍照常出版。
　　——陈布雷《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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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布雷集》：民国三大报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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