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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于右任是中国新闻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重要人物 , 他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体系

和理论体系 , 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言论独立自由 、 人民主权观 、监督政府 、 反 “党报思想”、 “文人论政”等五个

方面。

关键词:于右任;新闻思想;自由主义

于右任(1878-1964 ),祖籍陕西径阳 ,出生于

陕西三原 ,原名伯循 ,字诱人 ,于右任是他 1904年开

始为报纸投稿时所用的笔名。于右任是我国近现代

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驱 、爱国诗人 、书法家 、

报刊活动家 ,他的办报业绩可以与其政治 、军事 、法

律和文化教育活动方面的成就相媲美 。

于右任早年加入同盟会 ,追随孙中山反对帝制 。

在上海创办民国后被人称为 “竖三民 ”的 《神州日

报 》、《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民立报 》,宣传革

命 。抗战时期 ,复旦大学新闻馆落成 ,于右任曾作

《新闻自由万岁 》的演讲 ,一再强调 “为维护新闻自

由 ,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 ”。先生办报启迪后世良

多 ,因而有 “元老记者 ”的美誉。

于右任从事新闻活动虽不足 5年 , 却在我国新

闻史上却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 “足以光照整个

百年报业史 ”。戈公振先生在其《中国报学史 》中对

他推崇备至:“《民立》余馨更可思 ”。罗家伦称他创

办 《神州日报 》:“鸡鸣不己 ,实开风雨如晦之天” ,

尤其是 “竖三民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革中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徐铸成说:“在中国报史上 , 艰苦

创业 、再接再厉 、锲而不舍的 , 于右任先生应是第

一人。”

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滥觞于西方 。 16世纪下半

叶到 17世纪 ,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奠基时

代 。英国的约翰 ·弥尔顿是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奠

基人 ,他在 《论出版自由 》中提出了自由主义新闻思

想的基本概念 。人类是具有理性的 ,并享有许多不

能被剥夺的天赋权利 ,如生存权 、自由权 、财产权以

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 ,而新闻自由乃是一切权利的

监护者和保障者。

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在于右任之前就已

经出现。一些进步思想家先后提出过自由办报的主

张。如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的 “上下情通 ,中无壅

塞弄弊者 ,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 ”,
[ 1] 5
王韬的

“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
[ 2] 14
郑观应的 “今如欲变法

自强 ,宜令中国各省 、各府 、各州 、各县设报馆 ”。
[ 3] 350

近代报业巨子梁启超更是提出了 “思想自由 、言论

自由 、出版自由 。此三大自由者 ,其惟一切文明之

母” ,
[ 4] 476
明确提出有关新闻自由的概念 ,触及到自

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核心 。

于右任是中国新闻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重要人

物 ,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以

自己的办报活动有意无意地践行着这些思想家的真

知灼见 ,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对于他的新

闻活动和历史地位 ,前辈学者已有一些文章论及 ,但

就目前所见 ,多就新闻而论新闻 ,极少有人涉及其新

闻思想 ,更没有论述到于的新闻思想的自由主义内

核。从历史上看 ,于右任在他的新闻实践中逐步形

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体系 ,其理论内容主

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言论独立自由。于右任指出:“是以有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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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族 ,始有独立之国家 ,有独立之国家 ,始有独立

之言论 。再推而言之 ,有独立之言论 ,始产生独立之

民权 ,有独立之民权 ,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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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403

在这里 ,他把言论的独立与国家的独立紧紧地

联系起来 ,没有国家的独立 ,就没有言论的独立;而

没有言论的独立 ,国家的独立也不会稳固 。独立自

由的精神是近代文明的特征。于右任想通过报纸把

这种精神引进 、传播给中国的民众 , 使之能振作起

来 ,为了独立与自由而投向革命 。

于右任认为新闻自由的内容 ,是报道自由 、采访

自由 、传送自由 、发布自由 。在于右任创办报纸的年

代 ,是毫无自由可言的 。主笔人的言论稍有不利于

清廷统治之处 ,就会被枪杀 、关押 、驱逐 ,报纸被封 。

所以办报人莫不小心谨慎 ,采用曲折委婉的手法 ,遮

遮掩掩地宣传革命道理 ,评议时政。报纸好像披上

了枷锁 ,处处受钳制 ,不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于右

任不得不 “刻目”易名 ,另起炉灶。在 30多年后 ,于

右任极力呼唤的还是新闻自由 。

1945年 4月 ,于右任在重庆复旦大学新闻馆落

成典礼上作的 《新闻自由万岁 》讲演中 ,就提出了

“恪守新闻自由”的观点。他说:“为维护新闻自由 ,

我珍重新闻自由 ,必须惜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

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 ,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 ,新闻自

由随便玩弄 ,其流弊与祸害 ,固不堪言 ,而辛苦奋斗

所得之新闻自由 ,终不易保持 ”。这个观点在 60多

年后的今天 ,仍然有着积极可取的价值 ,表明了于右

任的新闻思想很有前瞻性 。

2、人民主权观。民主的基本含义是 “人民的统

治 ”。因此 ,民主理论潜在地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

人民主权。人民主权理论是民族国家形成以后的产

物 ,兴起于启蒙时代 ,以卢梭为代表 。卢梭的 《社会

契约论 》的核心论点是: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 ,国

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

强力剥夺 ,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 ,可

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人民 。法

国大革命中产生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人权和公民

权宣言 》(简称《人权宣言》)典型地体现了人民主权

原则 ,其第 3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源主要是寄托

于国民 。任何团体 、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

明白授予的权力 ”。

于右任在《民呼日报宣言书》中说:“夫报馆者 ,

固平民之代表也。民之所好者好之 ,民之所恶者恶

之”(《国民爱我 》)。 “舆论所是者是之 ,舆论所非

者非之”(《敬谢浙江官场忠告浙江官场 》),他进而

提出报纸要 “以 为̀民请命 ' 为宗旨 , 大声疾呼 ”

(《民呼日报》启事)。 “为民请命 ”, “为人民喉舌 ”,

作革命派的言论机关。

“人民 ”作为报纸的 “主体意识 ”,对于我国新闻

思想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人民作为新闻事业

的主人 ,这一主体意识的确立 ,体现近世以来先进的

中国人对人民主权理论的接受 。在于右任看来 ,报

纸作为舆论的代表 ,必须从民众的观念出发 ,代表民

意 ,宣达民情 ,鼓舞民气 。于右任这种以民众为中心

的办报思想具有强烈地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民

权思想 ,流露出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

《民呼日报》创刊号的头版头条社论说:“民呼

日报为何而出现哉 ?记者曰:民呼日报者 ,黄帝子孙

人权宣言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 ,有人民而后有政

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 ,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

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 ,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不能

监督其政府者 ,则人民之权利亡 。”它喊出了一个极

其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主权在民说 ,即政府的合法

性来源在人民 。社会经过近一个世纪发展到今天 ,

这种主权在民的观点仍然是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

进步潮流 。

3、监督政府。报纸具有监督政府的职能 。于右

任认为:报纸 “以其性质监督人 ,而非为人所监督。

古往今来之为民上者 ,往往恃其有无上之魔力 ,对于

人民而为不道之行为。”为防止 “民上者 ”的为所欲

为 ,必须进行舆论监督 , “以巩人民之藩篱 ,使官吏

无所施其伎俩 ”(《民呼日报宣言书》)。这里的 “民

上者 ”,指的是封建皇帝 ,也就是封建政府。但报纸

要监督政府 ,首先必须使自己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

上 ,因为 “国民之舆论与政府之政策 ”,常 “立于两不

相容之地位”,如果报纸不独立 ,就难免为政府所控

制。监督政府的职能之所以在我国长期不得实施 ,

就在于我国报纸 “或则以经济之未充 ,或则以势力

之不足 ,苟且迁就之既极 ,乃至为官场之执御者有

之 ,为外人徘优者有之 ,为三数之傀儡者有之 ”(《民

呼日报宣言书 》)。这样的报纸 ,只能充当政府的喉

舌 ,何来监督政府?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活动家 ,如康有为 、梁启

超等 ,也提出过类似报纸 “监督政府”的口号 ,但他

们所谓的监督 ,只不过是代表一小批资产阶级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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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政府实行的监督 ,是为实现他们的政治

利益而进行的监督。于右任在提出报纸的舆论监督

职能时 ,涵义有了发展。在于右任看来 ,监督政府 ,

是人民的一项神圣权利。而报纸 ,是实施监督的有

力武器 ,这样的监督 ,不是党派或一团体对政府进行

的监督 ,而是人民通过报纸对政府的监督 。人民是

监督的主体 。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尚未认识到民

众的伟大力量 ,还没有发动起广大民众 ,这样的监督

实际上只是于右任的一种理想 。

4、反 “党报思想 ”。于右任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的一个突出特点 ,也是他迥异于常人的一点就是:反

对 “党见 ”统御和反对框束 “党报 ”。 《神州日报 》一

开始就与绝大多数的 “党报 ”不同。表面上看 ,它似

乎是一个党的秘密机关 ,是一张隐藏了真身的机关

报 ,但实际上在于右任的主持下 ,它根本就不急于宣

传和鼓吹 “党义 ”, 而是将 “监督政府 ” 、“为民请

命 ”,以及讽喻时政 、主张清议等作为办报宗旨而公

开凸显出来。这张所谓的 “机关报 ”与当时绝大多

数 “党报 ”热衷和执著于与 “敌党”报刊展开论战有

着明显的区别 ,为当时一大奇观 。

于右任在 《民立报 》主笔政时 ,就一再指斥 “党

见 ”带来的腥秽局面 。他说:“……夫吾国政界 ,本

为一大烘炉 ,一入其间 ,未有不与之俱化者 。朝廷日

网罗此辈 ,以孤吾民之势。吾知自今以往 ,假政党之

名义 ,以为博取功名富贵之阶梯者 , 方接踵而竞

起 。”他厉声痛斥:“吾民岂尽木石 ,而乃甘为此辈之

傀儡乎 ?!”
[ 6] 965
辛亥革命后 ,他敢于再次责难 “党报

思想”,指摘其不应以 “一二党派之言论机关 ”自居 ,

并凌驾于民众之上 ,阻碍 “自由 ”。报纸是 “四万万

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 ,应该蜕去其党派色彩 ,为民

所有。于还认为:“党见有则人才沦落 ,故不敢有党

见 。”以致遭到《民立报 》的批评 ,说他对 “党报不提

携 ”。”

于右任对西方政党报刊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 ,

能很快变成大众化报刊的经验启示 ,确是心有所动

而且十分神往。他的这种眼光让他与同时代的绝大

多数报人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 ———即使这种距离的

悲剧性意味十足 ,但其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史上 ,确实是值得重视的 。特别是革命的全能主义

政治对自由主义构成的威胁 ,他深怀的一种理性的

恐惧和警惕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5、“文人论政 ”。 1941年 5月 , 《大公报 》获得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 ,这是一个世

界性的荣誉 。张季鸾在社评 《本社同人的声明 》中

说:“中国报 ,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

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 ,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

政的机关 ,不是实业机关 ”。同年 ,中国新闻学会的

成立宣言也指出:“我国报业之有与各国不同者 ,盖

大抵为文人发表政见而设 ……此种风气 ,今犹遗

存。”
[ 7] 52

“文人论政” ,或曰政治家型报人办报 ,主要是

指报人应具有政治家的一些重要素质 ,如政治头脑 、

政治眼光 、政治智慧 、政治勇气等 ,这在我国有着很

深的历史渊源 。他们优良的政治素质 , 对于他们当

时的政治作为 , 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 对于后世的报

人 , 也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 。近代中国不以功业而

以思想 、言论报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 , 王韬为第一

人。

于右任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 “天下兴亡 ,匹夫

有责 ”的社会责任感 。他办报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

救国救亡 、富国强国 。他敢于发表政见 ,敢于写触及

社会政治弊端的文章 , 深受儒家 “威武不能屈 ”和

“成仁取义 ”精神的熏陶 ,敢于用一枝笔 、一张纸向

强大的旧势力宣战 。

1909年 10月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访俄途

中来到中国东北 。 《民吁日报 》的短评指出其目的

在于 “调查中国内情 ,监督中国财政 ”。后又发表社

论《伊藤满洲旅行之阴谋 》,详细地剖析了伊藤此行

的目的 ,提醒中国人民对伊藤的阴谋活动要保持高

度警惕。伊藤博文被刺死 , 《民吁日报 》又连续发表

了 20多篇评论和报道 ,赞扬朝鲜革命者的英勇行

为 ,认为伊藤是罪有应得 。此后 , 《民吁日报 》又发

表了 《论中国之危机 》、《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 》等署

名文章和评论文章 ,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和沙俄一

道共同攫夺我锦齐铁路路权的阴谋活动 ,进行了揭

露和抨击 。这一系列文章直接导致 《民吁日报 》被

查封 ,显示了反动派的恐惧。

于右任懂得利用报纸宣传革命思想 ,重视报纸

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懂得报纸在引导舆论 ,鼓动群

众的作用 ,因此他利用报纸宣传民族民主革命 ,为推

翻清政府专制统治这一政治目的大造舆论 ,着力开

展有关反清民主革命的宣传;同时 ,大量报道有关各

地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消息和革命党人被捕被审讯

期间与反动当局作斗争的情况 ,赞美革命党人的志

向 ,扩大他们的影响 ,在读者中造成了革命火种遍布

全国的印象 ,给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以很大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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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支持。

于右任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是与新闻活动紧密

相联的 ,但是于右任首先是一位民主革命的领袖 ,许

多重大事情等待他参与 ,不允许他长期从事新闻工

作 ,但仍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在某种程

度上 ,社会政治理想构成了于右任自由主义新闻思

想的根基 ,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转换 ,成为他的自由主

义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于右任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实质是民主主义和

爱国主义 ,他衷心希望记者可以利用手中的笔和纸

这个武器在新闻战场上厮杀 ,为民主革命作舆论先

导 ,早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

综观于右任的一生 ,他从未放弃过对自由主义

和民主主义的追求 ,对我国早期新闻理论和新闻业

务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革新 ,为我国早期的新闻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 ,并在办报实践中形成了自己比较

成熟的办报思想 。他的办报活动和办报主张对中国

自由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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