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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视野下于右任报刊文的创作思想
＊

王　昊

（西安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２１）

摘　要：　晚清时期报刊文大多凋敝，于右任先生陆续创办的四份报纸却为当时国民大众喜

爱，特别是《民主报》曾创当时最大发行量．于右任自幼深受关学的影响，将关学的爱国精神、务
实精神和道德实践精神融入其中，并发展为关注国运民命、呈现救国良策和重塑国民精神的报

刊文创作思想，其中尤以关注国运民命为核心．这些创作思想与民主革命思想相互呼应，使得

他所创作的报刊文具有独特的时代魅力，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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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先生是我国近代、现代著名政治家、教

育家、书法家，并且是开创历史先河的民主革命报

人．２０世纪初，于右任先生在上海先后创办四份报

纸，分别 是《神 州 日 报》《民 呼 报》《民 吁 报》《民 立

报》，前后历时七年，这些报纸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在他８４岁寿诞日，台湾“邮政总局”
曾特制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邮票，借此

献礼，以表崇敬．收到赠送给他的这枚邮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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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先生动情地说道：“在我生活的历程当中，最
使我难忘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
尤其是当时的记者同仁，他们有的是壮烈殉国，有

的是劳瘁而早逝，而他们英勇奋斗的精神，则始终

照耀着我们的新闻天地”．
于右任报刊文充满积极为民生、积极为国家的

态度，这与他自幼所受到的关学教育不无关系．他

幼年曾受教于关学大家刘古愚、丁信夫、朱佛光，与
吴宓、张继鸾并称为“关学余脉”．他用一生忠实地

实践了关学所积极倡导的中国人的基本精神，那就

是要对天地间整个人类负有使命与关爱之心，这也

直接影响了他的报刊文创作与办报思想．
于右任报刊文，其创作思想可分为三 部 分，即

关注国运民命、呈现救国良策和重塑国民精神，三

部分紧密联系，互相交融．于右任报刊文创作形式

可分为“论 说 型”和“新 闻 型”两 种，表 现 出 鲜 明 的

“尊重受众”的办报理念．论说型报刊文长篇宏制，
文言程度较深，具有雅化的特点，其阅读群体显然

是知识分子；新闻型报刊文短小精悍，文言程度较

浅，具有通俗的特点，既适合普通民众也适合知识

分子，可以得而兼之，从数量上看新闻型的报刊文

所占比重较大．两类报刊文都体现了于右任报刊文

的创作思想．

１　关注国运民命

自张载始，关中学者都高举“为生民立命”的旗

帜，始终坚持从关注百姓的角度去关注社会、关注

国家，其中激荡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爱国精

神，这种爱国主义情愫深深激励着无数三秦儿女，
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迸发出炽热的爱国

情怀，这在于右任报刊文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

的报人生涯 与 国 运 民 命、匡 时 救 世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代表着有识之士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坚持

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实点，坚持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１］的思想，时至今日在新闻事业中仍具

有重要的影响力．
从于右任创办报纸命名就可以看出他“民为邦

本”的深沉爱国心、爱民心．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名

为《神州日报》，用此报名“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

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

潜伏的民族意识”②．后三份报纸均以“民”名报，分

别是《民呼报》、《民 吁 报》和《民 立 报》，史 称“竖 三

民”，旨在救国启民，向民呼吁，为民呼吁，期待百姓

自立自强．于右任坚信只有民立，国才可立．于右任

为四份报纸 的 命 名，集 中 体 现 他 的 人 生 观 和 道 德

观，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故在《＜民立报＞发刊词》
上云：“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

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言论也，民权也，
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

者也”③．深刻诠释 了民权、国立和言论自由的唇齿

相依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办报宗旨“记者当整顿全

神以为国 民 效 驱 驰”［２］．办 报 目 标“使 吾 国 民 之 义

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

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固；
使吾民之叹息声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
并修吾先圣先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

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实业，开地殖民，英雄豪

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③．
于右任以国运民命为关注点所写作的报刊文

具有明显的政治传播属性，“政治在具体的社会和

历史之中，政治传播的效应也要在社会历史中具体

的呈现”［３］，这使得于右任的论说型报刊文聚焦攸

关民生的国家大政，例如关于晚清的预备立宪的代

表作《敬告希望政府之国民》，直指晚清预备立宪之

核心机构———资政院和新内阁．他直言抨击资政院

能力孱弱，无所作为“自今以往苟有持人民之名义

以来恩吾朝廷之事者，必誓死以绝之”；内阁大臣更

是“一则曰辅弼君上代付职责，再则曰用人行政承

旨施行，此与今日之军机大臣口衔天宪以压倒一切

者，会何以异一？”其职能与军机大臣本质无异，不

过是换汤不换药，这就使得预备立宪不过是“率全

国之民以死于变相之专制而已”［２］，并且大声疾呼

“诚恐吾民以希望政府之一念蹉跎生误，失此救国

一瞬之机会，以重贻后悔于无穷也”，由表及里揭露

晚清政府“假立宪真误国”的险恶用心．于右任在多

篇论说性的报刊文中都明确指出晚清政府于民众

背心离德，这一振聋发聩的言论与晚清改革派和革

命派息息相关，两派争论的焦点就是晚清政府能不

能通过改革脱胎换骨．于右任从第一份报纸开始就

弃清帝纪年改用公元纪年，表明了他自己与清朝廷

决裂的决然态度，寓意良深，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

反清的态度越来越旗帜鲜明．于右任从以下三个方

面击破了晚清改革派的迷梦，坚定不移地宣传民主

革命思潮．
首先是立宪改革的本质．两派争论的焦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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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是否能让民众享有民主权利，增进福祉．于右

任明确指出立宪不过是“国可亡，民可弃，而孤寡专

制之政体用用不可变易而已”，“新内阁之成立实将

巩固旧有之专制政体，此后发政施用令更无复容汝

民置喙之地”．还指出所谓立宪不过是巩固专制的

虚幌，“其对于人民唯恐不能用专制之极致”，立宪

不但无法力挽狂澜，反倒于民于国更添祸患，从而

廓清了对于立宪的认识；其次，晚清政府内部派系

争斗激烈，奸佞横行，完全置国脉民命于不顾．《京

城归客之朝 局 谈》集 中 透 析 了 晚 清 政 局 的 三 权 鼎

立，龌龊政争的黑幕，“今日之朝贵已成三权鼎立之

势乎……要皆是不外此三权之竞争”．奸臣更是依

附不同利益集团，肆意横行，谋取私利“独信一丧心

病狂之盛某……则坐拥财政大权之某亲贵，挟无上

之威力”；再次，晚清政府已沦为列强瓜分我中华之

帮凶“今 兹 瓜 分 秘 议 之 结 果，显 言 之：则 为 日、俄、
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土地之象；微窥之，
实即我残忍不道之政府与日、俄、英、法、德五国联

谋瓜分我中国四万万黄帝子孙生命财产之局也．呜
呼，可不惧哉”．他从三个方面指出政府不可恃，“政
府失之，人民得之……吾民于政府恩断义绝”，政府

已经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上，成为出卖民众权益的

刽子手．随着办报之日愈久，于右任鼓舞民众与政

府决裂之心愈坚决，扩大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
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

的到来．
于右任关注国民权益的创作思想，在他的论说

型报刊文中集中向知识分子透析晚清政局内部之

腌臜，为苟存大肆卖国以结欢列强，立宪实为专制

之变体，揭示了希冀通过政局改革挽救民族危亡无

异于与虎谋皮，从而紧锣密鼓为民主革命造势．
在新闻型 报 刊 文 中，于 右 任 深 知 民 众 智 识 贫

弱，很 容 易 受 政 府 蒙 蔽，故 而 言 辞 更 为 恳 切 尖 锐：
“自宪法大臣简派伦泽，而国民熙熙如登春台，其思

也可怜”．“世界之风云日急一日，政府中日安乐一

日，糊涂国民，欲托生民，财产于将来似是而非之宪

法，真做梦也”．明确指出民众妄图通过宪政改革谋

得民主权益，无异于痴人说梦，权利乃流血争取之

产物，绝非已和民众背心离德之政府所愿赏赐．他

的新闻型报刊文中警醒人心，“夫天下之大根本莫

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人之心”．
既有恶劣之政治环境的暴露，如《亡国三恶因》将灭

顶之灾归 结 为“民 穷 财 近”、“善 不 能 举”、“外 人 窥

伺”，不作废言，直击要害，震人心魄；又有对政府及

政客的抨击，如在《呜呼议员》、《伤心语》等系列新

闻中，指斥国会、议员不过是门面功夫，救国无益；
更有对艰难之生存环境的密切关注，如对满洲鼠疫

的连续跟踪报道，如《鼠祸中之哀雁》、《北顾之伤心

谭》、《追悼死者》诸篇，将民众之无助、政府之冷漠、
医者之献身娓娓写出．其在《一哭》一文中写道：“自
本报发刊以来，每日所载，连篇累纸，不外荒旱盗贼

四字．”一语道尽百姓生存之凄惨．

２　呈现救国良策

“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实学精神，是关学

７００年来的优良学风．倡导“以反身实践为事，尝谓

孔、曾、思、孟 立 言 垂 训，以 成 四 书，盖 欲 学 者 体 诸

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
补于世．”关学的历代学者都广泛关注天文、兵法、
医学等方面 的 知 识，热 衷 探 讨 自 然 科 学 和 实 际 问

题，普遍认为研习学理就是要通晓治国之道，有裨

于国计民生，所 以 他 们 的 学 术 注 重 与 现 实 紧 密 结

合，针砭时弊、陈献良策．于右任的报刊文创作也始

终如此，正如他在《民立报》创始之初所说：“民立报

出现于此时，亦当竭所知，以贡献之，使如此之大恐

慌，不再见于上海”．
于右任论说型报刊文的救国良策集中在晚清

经济和军事两方面，以三篇《救国论》为代表，其一

为救经济，二、三为强军力．以军事为例，军事改革

在晚清是热门的社会话题，但大抵言论都集中在如

何使海陆军强大上，于右任却以日俄战争为例，俄

败赔偿 仅 不 过“割 地 不 过 桦 太 半 岛，兵 费 未 偿 一

文”，正是日本“畏其海军虽没，尚有强大之陆军在

也”，提出了“即先停办海军，而专注其全力于陆军

之扩张”的军事改革方案．接下来结合中国的实际

情况做进一步说明“创办海军，第一财力不足是也

……第二，外患不我待也”，故“综以上二理观之，欲
救中国今日，则停办海军而专注全力以扩张陆军”．
但仅仅专注全力扩充陆军，“军制不改，犹不可以为

用也．军制何以改，曰：实行徽兵”，从而为《救国论

（三）》论述军制改革张目．接下来于右任理清了历

史上出现过的三个军制的内涵和外延，并比较得出

了徽兵制度远胜于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志愿军制度，
提出“分全 国 为 二 十 六 军 区，设 百 镇，徽 集 而 教 练

之，则三年以 后，战 时 可 得 雄 兵 百 余 万”的 具 体 做

法，指出徽兵制度于中国有三利：“多额之军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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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也”、“军国民之教育可以普及也”、“精锐敢死

之军队可得也”．最后以陆军尚书于军制改革逡巡

不前，号召早行徽兵制度．为了能够更好的找到救

市面之良策，于右任还在报刊上发表《补救市面策

之大悬赏》：“本馆同人念市面日坏，苦无救济之良

法，以贡献于社会，特悬赏重金广征名论，其数目如

下：（一）最 优 等，百 元；（二）优 等，四 十 元；（三）中

等，十五元；（四）节采者，送本报一年”．体现了于右

任试图将“媒介与人发生互动关系从而生成意义，
重点强调的是媒介文本在文化与社会中的作用和

意义”［２］的意图，继而最终实现“意义的共享”和“意

义交集”［４］．
于右任论说型报刊文在救国良策分析上相当

透辟，既有外强实例与经验的借鉴，又有对本国实

情的深入分析，并灵活利用多种修辞手法，如对比

手法使得徽 兵 制 度 之 优 立 现，这 种 细 密 精 致 的 辨

析，丝丝入扣的论证，使得其文不但气势超拔，更以

逻辑力服人，这也体现了关学“勇于造道”的创新精

神，于右任的救国良方是苦心得之，是学贵探索的

体现，故在同类报刊文中鲜有可比．
他的论说型报刊文重在救国良策的条分缕析，

以理服人．他的新闻型报刊文则重在革命行动的鼓

动，号召民众不在口头不在头脑，而在行动．首先号

召民众团结一致，共御外辱，这在满洲问题上表现

得很突出．日本谋满洲日久，国中不肖之人竟然发

出了“不如弃之”，于右任怒斥“中国人而作是言，非
中国人也”，借少康复国“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复故

国”，激励百姓誓死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体现了关学

“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同心合力之精神；其次，
于右任更多的鼓动民众投身民主革命浪潮，以自强

求自立．他在《救国良策》中写道：“或问救国有奇策

否？曰，无奇策也，只求通常可行而已．第 一，鼓 吹

国民知爱国，人人做兵．第二无事不脚蹈实地，步步

为营．第三，当知政府不可恃，试试勉求自立”．虽然

于右任鼓动民众革命，借写《刺客经》赞“男儿复祖

国之仇应如是”，赞赏了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

首相伊藤博文的壮举，但革命维艰不能盲目而为，
如此不单是 白 白 丧 命，反 令 革 命 前 途 更 加 扑 朔 迷

离，其《割鸡》、《人道麟角》、《温生财》等篇皆反思革

命中的无谓牺牲，认为“革命党专寻着糊涂对头，也
真奇怪”．生命珍贵，为国捐躯亦死得其所；他还提

出如果青年人智识贫弱不堪救国，青年人应从充实

自我入手，提 升 报 国 能 力．于 右 任 在《忠 告 青 年》、

《学生暑假旅行说》中倡导“暑假之暇，旅行求实验

之学问，上也”，鼓励学生以行促知，广博视野．

３　重塑国民精神

关学学者自张载都秉承着治学与做人并重的

优良传统，弘 扬 道 德，重 视 节 操，倡 导“仁 心”、“善

心”为“正己”、“正心”之本．在教育中，尤其突出学

礼贵德，重视道德价值，始终坚持以德教为先的教

育理念，“讲学即讲德”，砥砺气节，锻炼人格，继而

高扬身体力行、躬行践履的道德实践精神．清贺瑞

麟就说道：“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
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故有志圣贤之学者，
大率以是为根本”．于右任汲取了关学这种“以德为

本”、“以德为先”的关学思想宗旨，立下了“做天下

第一等人，为天下第一等事”的鸿志，从而铸就了他

高尚的道德品格和超群拔俗的气节．
于右任在报刊文创作中体现着很强的媒介教

育理念，即“媒介能够实现其影响社会受众的良性

功能”［５］，他希望通过所创作报刊文实现对国民精

神的重塑．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民主革命牺牲的喟然

长叹和对以身殉道的深深感佩．于右任在为数不多

的论说型报刊文中有两篇篇幅宏大、痛吊革命挚友

的作品，分别是《吊杨笃生文》和《陶璞卿传》．文章

叙写了两人民主革命心路历程，展现了民主革命事

业艰苦卓绝的过程，歌颂了民主革命志士百折不挠

的精神．行文色调哀婉凄绝，展示了在那个血与火

的时代于右任和革命战友共同的人生经历，故虽是

吊友，也渗透着他的生命体验．在新闻类报刊文中

多篇赞美了满洲鼠疫中医生为疗救患者不幸染疫

身亡的人道主义情怀．“此次满洲疫事，西医东医中

医染疫而死者频闻，为道殉身，在死者本求其心之

所安．在自吾人观之，致增无限之悲伤，同是人类，
同有救人之天责，而此数十人独赴义，无黍为国伤

乎民伤乎，可敬可哀，尤可感也”，高度赞扬了医务

人员能够坚守本职，蹈死不惧的殉道精神．
于右任报刊文更多是对丧德失节卖国行为的

奋力声讨．晚清亡国危机日甚一日，民众将目光集

中于御外辱、保祖国两个方面，于右任就深刻指出

“二三贪狡之夫，又欲乘时以恣为卖国之行……此

其亡国之铁券”，认为汉奸之害甚于外辱，亡国不在

于外，乃在内亡，正所谓“以百敌人谋于外，不敌一

奸人输于内”，号召民众“拒外患杀汉奸，非吾民之

责任谁之责任”．汉奸通敌暗中进行，官吏卖国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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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张胆．中俄交涉，庆亲王、曹汝霖俨然是外辱谋我

之内援，“必欲因缘一二盲小以为之援，而又整顿全

神注定俄儿侵略之蓝本，唯恐一不得当，则将失其

协约之效力，故凡可以制我死命之术，尽心力而为

之，得失之机争此俄顷，此尽人所为之寒心也”，政

府对卖国官员非但无降罚，却仍恩宠如故，“阿瞒之

盘踞要津如故，身处嫌疑之地之枢臣，养尊处优如

故”，而且还得清廷更多任用“政府以盛宣怀办路有

功，请其办币制，办币制之事为已，又欲使其帮办盐

政，东挡西杀，实在闹忙，吾恐不久又欲使其帮办醋

政”何以如此，因为官吏卖国正“可以供政府日之挥

霍，则虽斩尽我民命国脉以为殉”，卖国汉奸、官吏

横行于世，幕后主谋就是卖国之政府，故于右任说

“革命党者，不良政治下之产儿也”认为只有“罢虐

民贼，杀卖国贼”方可救国．如果说清廷改革无效，
救国无路，仍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此时的清政府已

经完全沦为了洋人的朝廷，为求一时苟安，纵容官

吏无耻卖国，上行下效，汉奸横行，德败身裂已然丧

失了为政之根本，“人民与政府，无俱存之理”，于右

任对于清廷败行的给予有力的揭露和抨击，这是导

致致使中国残破凋零，民不堪重的根本原因，极大

地鼓舞和推动了民主革命浪潮的高涨．
于右任新闻型报刊文的重心绝不仅仅是通过

暴露和批判来警醒人心，而是通过这些正视听的报

道，以期改变民众冷漠、麻木、顺从等国民劣根性，
引导国民建立起新的国民意识，他认同“教化明则

学术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则人才蒸蒸然出而不穷，
人才 众 而 天 下 有 不 久 安 长 治 者 乎？ 此 兴 贤 之 要

也”，显示出其高屋建瓴的思想境界，日后的民国变

质也证明了国民性的改造对于国家命运前途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树立责任心，如果暴露和批判是以被动

的方式向民众传播，那么责任心的建构则是促使民

众变被动为主动去寻求救国良方，如《上海人之责

任》，于右任在宪法问题上向民众大声疾呼“不可放

弃最后之责任”，并指出唯有如此，才能“摧到旧日

误国病民”．于右任对于浑浑噩噩无责任心之国民

则痛斥怒骂“名 士 忧 国，豪 商 忧 市，独 有 几 个 贱 男

女，铁板琵琶，酣歌不已，闻之实在伤心，或曰此亦

国民也”；其次是具备牺牲精神，以《爱国男儿》、《男
儿须知》、《青年鑑》等系列文章为代表，鼓舞青年要

艰苦意志，自强不息，时刻准备着为国牺牲．在《男

儿须知（三）》中，作者从忧患入手“忧患者，英雄之

原料也”，呼吁青年“行止坐卧莫将祖国二字忘却”，
希望青年“人生做事……不可无牺牲的精神”；最后

是培养人道主义精神，这显然是对张载“天人合一，
民胞物与”的和合精神继承和发扬．在《西铭》开篇

就讲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 之 塞，吾 其 体；天 地 之 塞，吾 其 性．民，吾 同

胞；物，吾与也”在整个人类世界中，人人与我皆同

生于这天地间，故而为同胞为兄弟，应该相互亲善

和睦相处．这些激励着于右任在晚清民生艰难之时

大呼人道主义精神，在《人道主义之纪元》中写道：
“世界不灭，人类不灭，人道即不灭．故人道主义者，
所以驱除不仁之虐者也”．并将这一精神推而广之，
坚决反对辛亥革命中对无辜满族同胞的残害，补充

和说明了孙中山“驱除鞑虏”内涵，正如其在《对满

族之人道主义》中所言：“对于满族个人，宜主宽大，
大兵到处，除诛戮抵抗者外，如有与其个人为仇者，
记着必深恶而痛绝之．故保护其个人，更所以显吾

族之文明”．

４　结 语

关学作为一个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征的学术

流派，“蕴含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

兼 容 的 优 秀 品 质，对 关 中 人 有 着 重 大 的 积 极 影

响”［６］，于右任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将它们注入

到报刊文的创作中去，形成了关注国运民命、呈现

救国良策和重塑国民精神的报刊文创作思想．其中

关注国运民命是创作思想的核心，也是于右任政治

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右任将关学传统精髓与民主革命的“三民主

义”思想融合，并将之实践于报刊文创作之中，体现

了他既立足传统，又与时俱进的现代创新精神，抓

住了时代的脉搏．正是这样的创新实践，使得其报

刊文创作能够紧扣社会热点问题，这也体现了“既

尊重新闻价值，又尊重宣传规律；既考虑新闻价值，
又考虑宣传价值；要尽力实现新闻与宣传的双重价

值”［７］新闻规律．从而使得他对“三民主义”宣传较

为全面深入，为民主革命推翻清廷提供了强有力的

舆论支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扩大了其传播和

影响的范围，至《民立报》其影响远至内地各省及南

洋，为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培育新国民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虽然于右任办报的时间只有七年，但其所

创办的四份报刊和创作的报刊文在近代新闻发展

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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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现代传播，２０１４（２１９）：１４．

　　 ＪＩＮＧ　Ｘｕｅｍｉｎｇ，ＬＩ　Ｈａｉｔａ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Ｊ］．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２１９）：１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斯 图 亚 特·霍 尔．表 征———文 化 表 象 与 意 指 实 践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ＨＡＬＬ　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姚君喜．媒 介 批 评：究 竟 批 评 什 么———媒 介 批 评 学 的

基本理论问题［Ｊ］．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３８（４）：４．

　　 ＹＡＯ　Ｊｕｎｘｉ．Ｍｅｄｉ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Ｗｈａｔ　ｄｏ　Ｍｅｄｉ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ｔｉｓ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３８（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赵馥洁．论关 学 的 基 本 精 神［Ｊ］．西 北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３５（６）：１１．

　　 ＺＨＡＯ　Ｆｕｊｉｅ．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Ｇ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３５（６）：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郑保卫，陈玉．论 转 变 政 风 语 境 下 新 闻 改 革 的 目 标 追

求［Ｊ］．陕西师 范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４，

４３（２）：７４．

　　 ＺＨＥＮＧ　Ｂａｏｗｅｉ，ＣＨＥＮ　Ｙｕ．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ｒｏｍ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ｙ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４３（２）：７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责任编辑、校对　白婕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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