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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由大众媒介和同人刊物等引导形成的公共舆论起着重新塑造认同和建构
自我的作用，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质疑传统文化、引入西方资源、批判现实政治、追索理想社会
的重要媒介。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以1930年代前期《
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两个典型的“舆论空间”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具体分
析这两个南北舆论阵地所继承历史脉络、凝聚的知识群体、依托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权力的交错、关
注的基本议题，以及在思想资源、思维特质、论证风格上的差异与共性等内涵，细腻展现1930年代南
北知识群体所引导的公共舆论的历史面相和知识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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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萧公权在论述黄宗羲的“学校”思想时，敏锐地注意到了此处“学校”与“清议”之内在关联。
他指出：“梨洲讥斥以往政治家对于学校认识之错误。
彼以为学校之用不仅在于‘养士’，而亦在于培养健全之舆论。
学校除作育人材外，尤须监督批评政府，务使免有过失。
故学校之目的在‘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欲达此目的，则学制宜加修改。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
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
’‘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
’”如果说乡举里选之中的清议尚显模糊和暖昧，黄宗羲所论及的学校定天下之是非，且以监督评议
政治为职责，则全然在朝廷之外另设一是非裁断之公共空间，至此，与政统离合不定的道统有了明确
的自主空间，这对于朝廷之治理既是补充，也未尝不是一种潜在的威慑。
赵园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进行研究时专辟一章来讨论其时知识分子的“言论”。
她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清议的论说中认为：“‘清议’是个不易界定的概念。
清议强调的是言论的合道德性（‘清’），非即‘士论’，也非即‘众论’。
但‘清议’在通常的运用中，确又略近于‘士论’，于道德性外，还往往突出其非官方性质。
清议所‘议’不限于政治，但有关政治的议论，是其重要部分。
或者可以说，清议应指其时被认为公正的议论政治、评骘人物的言论。
或许应当说，‘清议’是一种由士人（已仕与未仕之仕）议论构成的言论场。
”而清议试图达致的目标在赵园看来是“清议更指非居权力中枢的士人干预朝廷政治的言论形式。
其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模糊的‘民间’，无（毋）宁说是士集团的意志与愿望。
‘清议’有时特指民间身份的土人（及士在民间者）议论政治、品评人物的言论，其主要经由影响具
官方身份的士，间接进入朝廷议论，对政治实施干预”。
前已述及，清议在东汉的时候主要是没有官职的太学生的言论表达，但在其后的历史中，清议的主体
逐步扩大，一些朝廷官员和退休官员也加入了清议行列，其政治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清议之所以受到士人和朝廷的重视，是因为它被假定为一种能够评断是非的“公论”。
公论之所以为“公”，是因为被认为是从公共的利益立场或江山社稷的延续着眼的，是“天下为公”
的议论，是不具有私心的。
在传统中国，对于“公”的理解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内在的丰富性。
大致说来，对于“公”的理解，主要有五种最基本的意涵：（1）春秋以前，“公”与“政”相关，
政者，正也。
（2）在儒家文化的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公”意味着普遍和全体，是一个道德范畴（与“私”相
对应）。
（3）明末清初时，“公”强调的是“私”的利益的集合（伴随着世俗社会的兴起）。
（4）“公”意味着众人共同参与的事务和行动，这主要是一个描述性概念。
（5）到了近代中国，“公”又成为一个与民族国家认同相关联的概念。
对照“公”的这五种含义，可以发现“清议”或者说“公论”的基本内涵与之或多或少都存在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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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通过考察《大
公报》“星期论文”与《申报》“自由谈”（“自由谈”是一个副刊，笔者这里只考察其中的言论，
而不涉及文学性题材），来研究晚清以来的公共舆论到了1930年代前期（抗战发生前），呈现出怎样
的历史特征及其原因。
本书适合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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