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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中国报刊历史很短，一百多年前始由西方传教士引进，新闻教育则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
从美国移植到中国。
百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
这些角色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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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经过日本明治维新的中介，引进西学，倡导新民，影响了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和志趣。
清末保皇党和革命党在言论战场的对峙，以及后来国共媒介争夺战，争取民众，建立法统，贯穿了中
国近代史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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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余年以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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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活跃其问，传播新知，激励民气，鞭笞腐恶，探索前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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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为现代中国的一道壮丽
风景。
    本书以现代中国著名报刊为主体，结合历史与新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追索并烛照一系列思想史
、政治史、新闻史问题，诸如：民国时期的报刊如何成为自由理想的重要载体和阵地，有何成就与限
制？
国民政府如何管制报刊言论？
自由报刊的宗旨和报人的观念为何？
各类报刊采取什么实践模式？
其盛衰荣枯的原因何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遭遇了哪些困境又如何突破？
本书作者均系海峡两岸相关问题的资深专家，提出的分析与思考殊值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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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民初陈独秀与胡适的自由民主理念《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
社会、文化的互动胡适与《努力周报》的创办《独立评论》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命名”“强有力的中
心舆论”——《独立评论》的社会影响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
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益世报》与“九一八”后的宪政运动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周瘦鹃与《申报·
自由谈》，1921-1926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的学人办报《观察》：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观念从“不完
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
—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由“侍从”在侧到“异议”于外——试论《自由中国》
与国民党机器的合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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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胡适在留学时期就对政治问题形成了稳健的自由派观点。
他崇尚渐进有序的改革，而不喜欢激进的革命。
胡在给女友威廉（韦莲司）之父、康奈尔大学地质学教授H．S．威廉的信中表达了其对革命的看法：
“我并不指责革命，我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必经阶段。
但是我不赞成不成熟的革命，⋯⋯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
我已终于明白要有一个有效而开明的政治是没有甚么快捷方式可走的。
君主论者并不想要有效而开明之政治，革命论者倒是想要；但是他们却想要走一条快捷方式，凭借革
命去得到它。
我个人的态度则是：‘无论如何，总以教育民众为主，为下一代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这一个缓慢的过程是很必要的，而人却是极没有耐心；以我所见，这个缓慢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
既是革命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进化的先决条件。
”②这种非政治的改革主义，为胡终生所信守和实践。
　　留美七载，胡适深受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影响。
他亲身经历了1912年和1916年两次美国大选，平时还经常参加政治集会，并旁听绮色佳市议会的会议
，对美国的宪政制度和地方政治运作了然于心，从而养成了其对宪政民主之坚定恒久的信仰。
自留学时期始，中国的民主化一直是胡追求的政治理想。
1915年夏，他在回答纽约《外观报》（OutLook）的采访时，表达了其对中国民主问题的看法：“少
年中国相信民主；它认为，实现民主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民主。
治理是门艺术，所以需要实践⋯⋯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如果从未实践过民主，就决不会有民主。
”③胡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倒行逆施，并且批评了袁氏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等人反对中国民主的
论调：“古德诺及许多其他别有用心的宪政权威认为东方人不适合民主政体，因为他们从前绝未有过
民主。
相反，少年中国正因为认为它过去没有民主，所以现在必须要有民主。
”①胡对民国政治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的民主仅仅是名义上的，近两年来中国没有议会、政党，没
有出版言论自由。
　　关于政党政治，胡适虽然不满其政客争权夺利之流弊，但仍肯定代议制政体下之政党政治的必要
性。
胡留学时期写有《政党概论》一文，文中援引英美政党史，叙述政党之功能：一是吸纳和整理舆论而
立为党纲；二是代表国民公意；三是教育国民而增进其公共意识；四是推举各级政府官员候选人。
在胡看来，政党起于政见之歧异，而政党势力的大小最终取决于选民投票的数量，因而国民实为监督
政党之最高机关。
政党之成立以国民为后盾，政党之胜负以国民为枢纽。
国民为政党之主人，而政党为人民之公仆，如此则政党政治利多而弊少。
反之，国民程度不足，少数政客贪官喧宾夺主而把持国事，则共和民主流于空名。
但无论如何，胡仍认为，“政党在今日政局，为不可免之机关，惟不可无以防其弊，防弊之法无他，
日：惟增进投票人之道德知识而已。
”②胡并没有因政党制度之流弊而否定其价值。
至于他1930年代因厌恶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而反对政党政治，则为后话。
　　胡适对民主制度的坚定信仰还源于其的一个信念，他相信民主具有教育的功能，它是训练公民的
最好学校。
这是杜威民主教育论的基本观点。
在为张慰慈《政治概论》所作的序中，胡指出：“从民治国家的经验上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民治的
制度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
⋯⋯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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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
，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
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
”③民主不仅具有普世价值，而且具有教育功能。
这一观点显然有力地驳斥了那种因国民程度不足而反对中国实行民主的保守看法。
强调民主的教育功能，是胡适民主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五四以后他一直坚持用民主教育论反对“开
明专制”、“新式独裁”和无宪法的“训政”等各种保守观点。
　　胡适对政治一直抱有“不感兴趣的兴趣”，回国后曾立下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誓言，但他的社会关
怀则始终不离政治，他希望站在非党派的知识分子立场，批评和监督政府，从而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
1922年春，胡联合蔡元培等著名自由知识分子，于《晨报》发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倡
言“好政府主义”。
关于政治改革的目标，胡主张国内精英无论其政治理想是全民政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无政
府主义，都应平心降格以求一个“好政府”，作为目前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所谓“好政府”，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员。
在积极方面，一要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和爱护个性
的发展。
胡关于政治改革的三项基本原则是：“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因为宪政是使政治走上轨道的第一步，财政和用人考试的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而计划则
是政府效率的来源。
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好人”即社会上的精英人士出来和恶势力进行斗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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