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錄

中國近現代報刊的自由理念與實踐

李金銓

自由思想不僅主導了20世紀，現在已是普世價值，象徵全人類共

同的目標。自從五四運動開始，甚至更早，追求自由理念一直是近代中

國爭取「現代化」的主旋律。中國知識人向來「以天下為己任」，即使其

政治取向和目標各異，嚮往自由思想卻無二致。知識人以報刊為啟蒙的

平台和陣地，自由報刊依賴知識人的支持，我們認為此時探討自由報刊

和知識人的互動、歷史角色及其影響是意義重大的。

現有報刊史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方才起步。舉凡搜尋和整理史料，建

立研究視角，提升理論水平，和運用各種研究方法，都有待大家共同努

力。鑒於此，我們邀請不同學科卓然有成的學者共聚一堂，以期通過多

維的透視和討論，共同推動中國報刊史的研究和學術發展。

這次會議希望從理論視野和史料分析，追索並燭照一系列的問題。

與會者就自己熟悉的領域，依照會議的主題，以某一具體角度（問題、

人物、事件、個案等）入手，以史料為基礎，最好放在社會史、知識

史、文化史或政治經濟學的脈絡分析比較，不宜空泛議論。以下本拋磚

引玉之旨，謹列舉一些題目供參考，以期會議主題有所交集：

＊ 這篇附錄是編者為「中國近現代報刊的自由理念與實踐」第二屆學術研討會

所擬訂的邀稿簡章，旨在提出若干問題以供與會的作者參考，以期討論的主題

能夠集中。今姑置於書末，以饗讀者，一方面有助於瞭解本書的緣起，一方面

也藉以邀請學界廣泛參與中國新聞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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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國報刊與自由主義

1. 中國在追求「現代化」和「救亡圖存」的過程中，中國報刊對「自由」

的理解，和西方的自由主義有何異同？自由報刊有甚麼貢獻？「自

由」與中國「救亡圖存」的主題在報刊上如何體現，其間有何辯證關

係；是不是「救國」壓倒一切，甚至犧牲自由理念？中國哪些報刊

屬於自由報刊，其光譜與陣營是甚麼？它們對抗甚麼思想？它們的

基本限制何在？ 

2. 「文人論政」的出現，是當時局勢使然，還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分工不

細時的必然現象？「文人論政」的文化風格與儒家精神有何聯繫，

與傳統士大夫的「諫諍」或西方專業化的評論有何異同？他們對國

族和自由的認識為何，如何體現在言論當中？ 傳統文人、現代知

識人與專業新聞人如何互動？文人論政與新聞專業化有無衝突？ 

3. 「文人論政」的「階級性」何在？論政文人來自甚麼背景或階級？他

們與政權、市場、學界的互動如何改變？他們內部如何分化、鬥爭

與聯盟？文人論政的前途何在？

4. 「自由主義在中國」如何變成「中國的自由主義」？不同流派在報刊運

用上有何區別？他們的自由主義理念是如何在報刊實踐中體現的？

以哪些報刊為主要論壇，其代表人物、思想、網絡、影響力為何，

有哪些重大的交鋒？自由主義如何被理解，相對於甚麼思潮，有哪

些曲折與誤解？自由主義如何被用來作為政爭的工具？自由主義與

哪些「主義」聯合或鬥爭？

5. 類似西方那些獨立自由的報刊在中國為何「可望不可即」，似乎沒有

實現的機會？與中國現實環境、歷史文化因素、社會發展、近代都

會的政治經濟條件有何相關？

II. 西方的影響與中國的適應

6. 傳教士所辦的華文報刊與在華的外文報刊有何不同理念？外國報業

和通訊社在華的競爭勢態如何，與各國在華勢力、對華政策有何聯

繫，與租界的地緣、政治關係、人際網絡又有何聯繫？傳教士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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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刊和在華的外文報紙其內容與風格為何，如何影響到華文報

刊？其風格「華化」的過程為何，是否糅合原有中國言論傳統的元

素，是否必須援引儒家經典加以合理化？

7. 西方各國在華瓜分勢力範圍與利益，和其新聞擴張及自由主義有無

悖論？駐華外國記者的知識背景、地理分佈、政治傾向、報導和言

論的內容如何？他們在甚麼情況下來華，用甚麼價值體系看中國，

其報導和觀點有何轉變的過程？他們在母國報刊的地位如何，對母

國的輿論和中國的輿論（及新聞風格或新聞教育）產生甚麼影響？

他們如何捲入國共的漩渦？為何西方記者對中國比對其他國家容易

發展「愛恨情結」？

8. 受過新式新聞教育的知識分子是如何進入報刊的？他們在理念上、

身分認同上、操作上，和舊式文人有何不同？若干記者或報人（如

王芸生、范長江、徐鑄成、蕭乾）在《大公報》工作，接受自由的啟

蒙，後來如何改變政治立場或傾向？他們從自由派轉左，其激進化

的過程是甚麼，和延安報人、國民黨黨報報人又何異同，彼此如何

聯合或鬥爭？

9. 當時新聞教育教些甚麼理念？用哪些教科書，教科書「中國化」的

過程如何，在大學裏受到多少重視或輕視？對於報業素質提高有何

貢獻，對於舊式新聞操作帶來甚麼衝擊？教師的來源是甚麼，受過

甚麼訓練？新聞學府與報業有何關係？各校如何向密蘇里取經？各

校的畢業生到哪裏工作（網絡分析）？徐寶璜、戈公振等人對於中國

新聞教育的貢獻與遺產是甚麼？

III. 報刊商業化與專業化對自由主義的影響

10. 20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如何影響報刊的生存與發展？

中國報刊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何關係？當時中國有沒有形成

穩定而龐大的中產階級？政治勢力和經濟基礎如何影響報刊的發

行、廣告，吸引甚麼背景和階級的讀者，塑造甚麼內容？

11. 以民國時期的上海文人和上海報刊為例，早期資本主義與上海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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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報》、《新聞報》）如何發展，為何上海是中國報刊的中心，

為甚麼英租界對中國報刊的影響遠大於他國租界？它們之間的競爭

關係如何，作者和讀者的背景有何異同？當時上海報刊的經濟基礎

何在，內容為何，成就和限制是甚麼？《申報》與底下的子報（如《點

石齋畫報》）的關係如何？

12. 中國商業報刊如何興起，發行網如何建立，廣告內容為何？社內言

論與經營的安排如何？企業化的程度如何，有何阻力？以報刊而

言，上海、北京和香港各自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優勢劣勢何在，

競爭態勢如何，與外國的聯繫如何？商業報刊是否取代文人辦報，

或兩者並存？一般文人對新式廣告的看法如何，是否抗拒？如何比

較《申報》、《新聞報》、《世界日報》和《大公報》的經營方式和言論

風格？「海派」和「京派」的特徵、競爭和關係網絡何在？

13. 中國著名報刊的地理分佈、覆蓋範圍、作者背景、讀者對象為何？

編者、作者和讀者的互動如何？報刊在建構議題、鼓動輿論、動員

群眾、啟蒙教育、左右決策各方面的影響力如何？證據何在？報刊

是否形成一個「公共領域」：到底是人們透過報刊對現實問題作理性

溝通，化言論為政策行動，還是知識分子議論紛紛，侃侃而談，發

發牢騷，不能影響輿論？知識分子自命為老百姓發言，但他們透過

甚麼渠道瞭解民情？

14. 以上海為例，當時嚴肅的大報紙與娛樂小報有無互動？其各自內容

為何？一般讀者如何「解讀」報刊內容？作者、讀者是誰？發行網

為何？小報是否提供社會下層邊緣人逃避現實的渠道，或表達他們

的心聲？大報的「報屁股」和小報的作風、言論和讀者群有何異同，

有無交叉？ 

15. 知識階層和平民接觸的媒介渠道有何不同？例如上海的勞工和新移

民若以閱讀娛樂小報為主，而知識階層以閱讀大報為主，而內陸下

層民眾接觸的又多以傳統媒介（話劇、說書、地方戲）為主，那麼

其間有無交流互動？媒介促進各階層的溝通，還是製造信息的鴻

溝？由此，可以問：主要報刊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有多大？

16. 政論雜誌可分幾類？其生存的背景、內容、讀者、影響，與報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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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異同？誰辦這些雜誌？與政黨的聯繫如何？經濟支持和稿源何

在？同仁雜誌的生命力如何，如何延續初衷的熱情？內容如何定

調？同仁雜誌如何與企業經營的報紙互動？為何政論雜誌的重要性

後來日趨式微？

17. 報人如何建立身分認同？他們心目中以甚麼本國或外國報紙為理想

藍圖？在社會專業分工和多元化的過程中，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

人轉向，貴族地位下降，報紙如何跟著走向職業化、專業化？傳統

儒家士大夫的「義利之辨」和現代企業經營有無扞格，對於論政的

影響有何得失？「文人論政」的角色是否式微，或以另外的方式存

在，還會不會重新應運而抬頭？

IV. 國民政府的新聞政策、國共報刊的對峙與自由主義的實踐

18. 1930年代國民黨的報刊體制、管理及其自由理念為何？自由報刊

如何與國民黨黨報、共產黨喉舌對話與鬥爭？《中央日報》的言論

和新聞報導自由程度不同，其間如何調整？黨報之間合作和競爭的

情形如何？《中央日報》總社和各地分社的關係如何？《中央日報》

和中央社的分工、競爭、互動如何？國民黨黨報如何與「非黨報」

合作或競爭，黨報如何與中共報紙（如《新華日報》）鬥爭？  

19. 國民政府與知識人、報人建立的關係網絡如何？黨內派系糾葛如何

影響這種關係？北派學者（例如胡適派）與南派學者（例如《學衡》派）

與當局關係的分合，以及不同陣營和刊物之間彼此的競爭關係如

何？知識人的集結（如胡適派、費邊社派、中共同情者）情形如何？

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的角色是甚麼？當局如何重視、漠視或敵視批

評的言論，如何對待自由主義的言論，如何籠絡或打擊知識分子？

當局如何與左派人士及中共打輿論宣傳戰，為何最後挫敗？

20. 1940年代國民政府新聞政策如何？監督系統為何？正式和非正式

控制手段為何？黨報的經營、任命、管制情形為何？受過美式新聞

自由教育洗禮的人員（例如董顯光）擔任政府宣傳或新聞檢查官員，

他們的心路歷程為何？他們的認知和合理化基礎何在，角色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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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報人從政（或捲入政治漩渦）的條件、環境、動機、誘因、過

程、結果是甚麼？

21. 另一種聲音：延安《解放日報》與重慶《新華日報》的「自由」理念，

報刊組織背景、經濟來源、作者、讀者、內容為何？如何接受共產

黨的領導，其自主性有多大？它們所爭取的「自由」是甚麼，和其

他報刊有何異同？它們的作者、讀者、內容有何異同？它們如何分

工，如何配合政策和革命情勢，動員群眾，對知識分子產生甚麼影

響？毛澤東（紅區）周恩來（白區）的辦報環境、路線和指揮風格有

何異同？它們如何對抗國民黨的報刊（舉出個案說明）？用甚麼方法

或手段躲避或抗爭當局的新聞檢查？它們內部如何變化，對1949

年中國報刊的發展有何影響（連續與斷裂）？

22. 中共及其周邊同情者如何利用規模小、資本小、機動性強的報刊，

從邊緣向國民黨中央發動戰鬥？其中報刊與中共組織、或報刊彼此

之間有無聯繫或指揮關係？它們的訴求、對象、出版印刷發行和經

營方式是甚麼，如何突破當局的檢查與封鎖？言論的效果如何，對

於國民黨的報刊有無交鋒？這種文字遊擊戰的優點和限制何在？

23. 從比較的視野來說，軍閥、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對報刊的管制機

制、與知識人和報人的關係如何，言論尺度和界限何在？國民黨和

共產黨（蔣、毛）的新聞理念、實踐、控制有何異同？蔣毛前後兩

位領袖和知識人、報人的關係如何？兩黨報刊各自受到哪些因素影

響？它們如何在組織上和言論上短兵相接，所爭論的是甚麼？一般

其他民間報刊的傾向如何？

24. 第三勢力（如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同盟）如何利用報刊宣揚主張，

在國共鬥爭中扮演甚麼角色，效果如何？其思想淵源、人際網絡、

內部分化或結盟的情況如何？

V. 自由報刊報人的典範

25. 歷代輿論界領袖（如梁啟超、邵飄萍、林白水、陳獨秀、胡適、魯

迅、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成舍我、張東蓀、羅隆基、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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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徐鑄成）的出身背景、師承、思想、互動、影響力為何？自由

主義的脈絡在各時期有何變化？對於自由與平等、個人與國家、權

利與義務的觀點又有何異同？他們和權力中心的關係如何？他們的

心目中的理想報刊是甚麼，是否以歐美、日本為參考，在中國實現

的可能性如何？

26. 自由主義視角的《大公報》一枝獨秀的背景，精神、視野、社會和

經濟基礎是甚麼？它與知識分子、官方、讀者如何互動？其成就和

基本限制何在？天津提供甚麼有利條件？《大公報》是相容並蓄嗎？

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在各時期有何異同，一直是「小罵大幫忙」嗎？

對國共兩黨的評論是甚麼，例如在抗戰時期《大公報》對於《中央日

報》和《新華日報》的對峙採取甚麼立場？又，《大公報》登過750多

篇〈星期評論〉，是自由言論的重鎮；執筆者的「階級」和教育背景、

學術淵源、思想體系為何？這些人在1949年以後多少留在大陸，

多少離開大陸，遭遇或下場如何，中共當局對他們的思想做了甚麼

「清算」？

27. 以胡適思想為例，中共當局在1949年發動的各種運動，如何「清

算」自由主義思想？後來，在反右運動期間，許多原來同情中共的

自由主義報人（如徐鑄成、儲安平、羅隆基）或黨內報人（如鄧拓）

亦遭整肅，其背景和過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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