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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是中华民族危机日深、灾难频仍的岁月，也是中华儿女奋起抗争
、救亡图存的时期。
在这段“强邻环视”“犹一羊处于群虎之间”的特殊年代里，先后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强烈改革意
识和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
他们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思想文
化，提出了许多改革弊政、除旧布新、谋求国家富强的方略。
这些鼓吹变法维新、积极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被称为中国近代维新派。
其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陈炽、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英敛
之等人。
　　维新派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和中国近代报业的开路先锋，他们始终把办报作为政治和文
化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
他们利用报刊向国人进行了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向读者进行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
启蒙；他们的报刊活动冲破了封建统治者对新闻出版的限制，开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基础，推动了中
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他们或长或短的报馆生涯，提高了新闻记者的身价地位，扩大了新闻传播事
业的社会影响；他们在新闻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新闻思想，对中国新闻理论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因此，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中，维新派新闻思想无疑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内容。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研究维新派新闻思想的学术专著，维新派新闻思想还没有得到
全面系统的阐释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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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专著，以问题为中心，除第一章绪论之外，分别从维新派办报的历史背景、报纸功能与天职的阐
扬、新闻自由与法制的思考、新闻业务的理论探讨、对外新闻传播的呼声及思想、史家精神与报品、
报德的提倡等六个方面论述了维新派新闻思想。
这在维新派的报刊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还是首次，概括精当，论述全面。
作者在研究中，大量搜集了第一手资料，使立论有了坚实的基础，做到了言必有徵，论从史出。
由于重视对原始文献的研读，注重叙论结合的著史方法，作者对许多人物的新闻思想都提出了卓尔不
群的新见解。
作者都给予了精当的阐释与评论，条分缕析，阐幽显微，见解独到，为读者深入认识和理解维新派新
闻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帮助。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维新派新闻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

徐新平，男，湖南祁阳人。
1978年考入大学，先后于湖南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新闻学博士学位。
曾从事新闻记者和图书出版工作10年。
2001年评为教授。
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传媒伦理与法制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特聘常务
理事。
 
    自1998年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工作以来，先后主持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闻伦理学研究》《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研究》2项；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
思想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演进》；主持“十一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中国新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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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也是他从几十年艰难曲折的新闻生涯中得出的结论。
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一部分，虽然他的新闻自由思想如同他的政治思想一样，在中
国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他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介绍以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追求，对中国
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启蒙与传播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　　在晚清时期，对中国文化知识界来说，自由主义无疑是在欧风美雨的熏染之下产生的新思潮，
是大多数人都知之甚少的新学说。
对于这种源自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维新报人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与态度，绝不是偶然的。
汪康年、康有为等人对自由主义的误解与忧虑，是出于对封建王朝的忠诚，对中国传统礼教的过分爱
恋与依赖。
他们以为民众都有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观念，就必然会威胁和削弱封建皇朝与传统礼教的正统地
位，最终导致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崩溃，导致社会秩序和人们思想的混乱。
而何启、胡礼垣、陈炽、梁启超、英敛之等人对自由主义的鼓吹与宣扬，是出于对民权的尊重，对西
方发达报业的羡慕以及对西方自由学说的崇拜。
认为没有三大自由，中国人就永远不会消除奴性，成为新民，中国就很难与欧美发达国家一样迈入现
代文明的门槛，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就永无兴旺发达之日。
两相比较，媸妍自现。
康有为从倡言变法到支持复辟帝制；汪康年从倡导民权到文化保守主义，他们的思想历程注定会在新
闻自由的问题上与“酷爱自由，习已成性”的梁启超们分道扬镳。
　　经历时间的冲刷磨砺和理论学说的发荣滋长，新闻自由的内涵、价值以及在不同国度的现实条件
、实行途径、面临的问题等，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正确的理解与接受。
但是，回顾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我们不得不要优先关注晚晴时期维新人士对待新闻自由
的理解与态度。
因为他们毕竟是封建专制政府压制言论自由之罪恶的批判者与斗争者，是西方资产阶级三大自由学说
最早的介绍者与探索者。
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拥护派的新闻自由观，对于国人提高自由价值的认识，对于业界冲破专制政
府的言禁政策，对于记者树立自由独立之道德，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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