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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于右任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革命报刊活动家。从他的办报经历 、办革命报刊的原因 、办革命报刊的主要内容 、所

办革命报刊的作用看 ,他的办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维护资产阶级共和整体储备了部分力量 ,

在报刊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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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u You-ren was a famous revolutionary newspaper creator in modern China.My term paper will completely debate his creating

revolutionary newspaper from process and reasons , and characters , and roles of his creating newspaper:popularized revolution 、expanded

revolution party' s influences 、put forward revolution' s coming、made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in capitalization democracy revolution and

prepared revolutionary forces for zhonghua mingkuo' s protection and have a important part on newspaper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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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1879—1964年)陕西泾阳人 ,生于三原 ,原名于伯循 ,右任为后来投稿所用笔名。同盟会会

员 ,民国元老 ,曾先后创办《神州日报》 、《民呼日报》 、《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他一生刚正廉洁 ,名震寰

宇 ,为一代人杰 。目前 ,学术界对于右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政治活动方面 ,对他的报刊活动和报刊

思想及其在当时的影响的研究 ,是零散的 ,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些探索 。

一 、于右任办革命报刊的经历

1904年 ,于右任因《半哭半笑楼诗草》诗集讽刺满清政府和慈禧太后而遭到通缉 ,亡命上海 ,进入马

相伯任校长的震旦公学学习 ,化名刘学裕 ,肄业后 ,在中国公学教书。1906年 4月 ,赴日本考察报纸的

编辑和经营业务 ,并筹集办报经费 。在此期间 ,会见了孙中山 、胡汉民等 ,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春 ,返

回上海 ,于 1907年 4月创办了旨在推翻清朝 、建立民国的《神州日报》。
[ 1] (P2)

《神州日报》敢为天下先 ,不

用清朝君主年号 ,而用干支纪年 ,所登载的文章 、小说 、随笔及诗词等 ,也有很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思想的内容 。[ 2](P304)据于右任自述 ,他办《神州日报》的时候 ,离《苏报案》大狱案件不久 , 《国民日日报》和

《警钟日报》又相继被封 ,为了伸展张正义 ,激发民族意识 ,因而创办了此报。[ 3] (P259)《神州日报》的出现 ,

使革命党人在上海有了舆论代言人 。然而 ,好景不长。由于邻居失火 ,殃及报馆 ,于右任忍痛停办《神州

日报》 。《神州日报》虽然寿命不足三个月 ,但其清新的内容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 ,于右任开始筹办新的报纸 。1908年春夏之交 ,于右任以个人名义倡导办报 ,经人协助 ,终于

募集股金 6万元 ,于 1909年 5月 15日正式创刊《民呼日报》 ,于右任担任社长 ,宣称“大声疾呼 ,为民请

命” ,于革命运动上为一鲜明的旗帜 ,在文学技术上亦为大胆的创作。[ 3] (P260)“民呼”是“人民的呼声”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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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它抨击清政府的腐败 ,揭露了陕甘总督不顾人民死活 、三年匿灾不报的罪行 ,并号召各界人士募捐 ,

帮助陕甘人民度过灾难。“我国报纸参与社会赈济工作 ,由《民呼日报》始创。”[ 4](P97)由于《民呼日报》揭

露清政府的腐朽 ,鼓吹民族民主革命 ,遭到清政府的痛恨 ,尤其是陕甘代理总督毛庆潘的恶意诬告 ,租界

当局于当年8月 14日封闭了报馆。

报馆被封 ,不仅没有使于右任退缩 ,反而使他更加勇敢和无畏 ,很快又创办了《民吁日报》 。

1909年 10月 3日 , 《民吁日报》发行 ,这距《民呼日报》被封不到两个月 。关于报纸名称 ,按照于右任

的解释 , “呼”与“吁” ,字形字义相近 ,用以表示人民的愁苦阴惨之声 ,不能呼 ,惟有吁之。他还说 ,这其中

有幽默的意味 , “吁”可以理解为“于某之口”。[ 3] (P261)

《民吁日报》继承了《民呼日报》的革命精神 ,在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 ,还旗帜鲜明地反帝 ,重点揭露

日本欲侵占我国东北的野心 ,指出伊藤博文被刺而死为罪有应得 。日本对此极为不满 ,通过驻上海总领

事指使清政府官员 ,勾结租界会审公廨 ,于 1909年 11月 19日封闭了该报 ,并宣判“机器不准作印刷报

纸之用” 。这样 ,这份坚决 、英勇反帝的报纸仅仅出版了 48期 ,就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 。

《民吁日报》被封 ,对于右任创办革命报刊活动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但没有动摇他办报纸的信心和决

心。在民族资本家的大力支持下 , 1910 年 10月 11日 , 《民立报》创刊 ,由于资金比较充裕 ,所以版面增

多 ,内容增大 ,还网罗了邵力子 、宋教仁 、章士钊等革命党人 ,阵容强大 。

于右任吸取了《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创刊即锋芒毕露的教训 ,采取灵活的方式 ,先站稳脚跟 ,革

命性再渐渐显露出来 。

《民立报》站稳脚跟后 ,除了继续揭露清廷的腐败外 ,对革命的宣传为过去三报所不曾有。
[ 4] (P111)

他

斥责清政府为“倒行逆施之政府” 、清朝贪官污吏为“民贼” ;报道各地起义 ,歌颂英勇就义的烈士;对帝国

主义侵略表示极度愤慨 ,对各地的反帝斗争表示支持和声援;对世界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表示同情 ,号

召中国人民向他们学习。

《民立报》是同盟会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 ,在当时有“一支笔抵十万毛瑟枪”之称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 , 《民立报》一方面刊登有关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的文章 ,一方

面反对南北议和 。“宋教仁案”发生后 , 《民立报》以大量的事实揭露袁世凯为刺杀宋的元凶 ,号召人们与

袁氏政府斗争到底。于右任为宋教仁送了挽联和写了悼词。“二次革命”旋起旋灭 , 《民立报》也随之而

被迫停刊 。于避往日本 ,办报生涯结束 。但后人评价认为:“上海是当时全国报刊宣传中心 ,所出的革命

报纸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 、《民吁日报》 、《民立报》最有名 ,这四张报纸的创办人都是于右

任。”[ 5] (P221)

二 、于右任的办报思想

于右任认为报纸有三大功能:一是可以监督政府。他把报纸看作是实现舆论监督的重要方式 。“自

今以往 , ……加聘访员 ,实行监督之责任 ,宁使让官场恨我 ,不欲使国民弃我也。”[ 3](P29)二是可以定国

是。他认为 ,国家大事通过报纸诉诸全体国民讨论 ,然后再集中归纳 、总结 ,则可以确定国家的大政方

针 ,如果“离而二之 ,则国是不能定 。”
[ 3](P33)

三是捍卫民族独立 。于右任在坚持言论自由的前提下 ,强调

国家独立与报纸的相依相存的关系 。他说:“有独立之学问 ,始产生独立之民族 ,有独立之民族 ,始能卫

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 ,民族也 ,国家也 ,相依为命 ,此伤则彼亏 ,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
[ 3] (P36)

这是

非常独到的见解 。

如何才能实现报纸的这些功能呢? 于右任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主张和要求:首先 ,他要求投稿者的稿

件能够“效力于国民”和“补助社会” 。[ 3] (P75)其次 ,要求编辑人员“好学不倦 ,多有专门学识 ,并视其事如

身心性命耳。”[ 3] (P198)再次 ,要求新闻记者应该“存真是非于社会” ,[ 3](P72)不能制造假新闻 ,否则 ,“误国误

民 ,其罪更甚于劣等官吏” 。
[ 3](P85)

并要求新闻记者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相一致 ,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

恶恶之 。”[ 3] (P38)这是非常可贵的 。最后 ,要求社评的主笔既要“研究现代科学 ,周知世界大势” ,又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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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国学修养 。他说:“没有丰富的知识 ,不但写不出好的社评 ,也不会做出伟大事业来” 。他还对社

评提出了大众化 、革命化 、时代化的标准 。[ 3](PP259-262)于右任的这些主张和要求 ,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

指导作用 ,在今天看来 ,也是报刊活动者们应该坚持的 。

三 、于右任所办革命报刊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第一 ,坚持反封建立场。首先 ,他抨击清政府的腐败 ,揭露其对外妥协对内压迫的统治实质 ,对袁世

凯的尊孔复辟和制造的“宋教仁案”进行谴责 。其次 ,他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 。他明确地指出 ,真

宪法的产生 , “当望诸国民 ,不当望诸政府” 。[ 3] (P125)政府立宪 ,“不过欲借此名目收买人心 ,使不为党人所

煽惑” 。[ 3](P34)再次 ,他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政府和袁世凯的统治 。对清政府 ,他说:“吾民今日存亡生死

已与政府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 , ……人民与政府无俱存之理 ,亦无俱尽之理 。”[ 3](P154)号召人们起来“冒

万死以求一生” 。对袁世凯的反动复辟 ,于右任大加挞伐 ,呼吁民众与这“貌记共和之名 ,阴行专制之实”

的窃国大盗斗争到底 。最后 ,于右任所办的报纸 ,对各地的反清起义和保路 、抗捐斗争进行了坚决支持。

第二 ,坚持反帝的立场。于右任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是他一生坚守的立场 。对帝国主义攫夺

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 ,他表示极为愤慨。《民吁日报》报道伊藤博文被刺事件时 ,痛骂伊藤博文为“大

混蛋” 、“可怜儿”等 ,认为他死有余辜 ,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欲进一步侵占东北 ,并预言这将“非东亚之和

平 ,亦非世界之和平” 。[ 3](P191)对沙皇俄国与日本一道阴谋攫夺我国东北的锦州 —齐齐哈尔铁路路权 ,先

后发表《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中俄交涉痛史》 、《两百年来之俄患篇》等文章和资料 ,

进行了揭露和评论 ,提醒中国人民切不可对沙俄的侵华野心失去警惕 。对沪商捐款 、抗俄救国和成立拒

俄义勇队表示颂扬。他还发表了《哀片马》 、《片马交涉之失败》 、《论国民争权利当有真精神》等文章和评

论 ,对英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我国云南领土的罪行表示愤慨 ,对河北 、河南两省民众抵制英国公司掠夺矿

权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和声援 。值得一提的是 ,于右任办报还注意对各国民族民主运动 、反帝爱国运

动 、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的报道 ,对他们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 。这扩大了中国革命者的视

野 ,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斗争并不孤立 ,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同时 ,于右任揭露帝国主义的外交是强盗

式的外交 ,“无所谓人道 ,无所谓天理 ,更无所谓面皮 ,只求成功而已” 。弱国要摆脱受辱的地位 ,必须自

立。如果想要依靠强国 、依恃强国和哀求强国怜悯 ,只能是“自速其亡” 。
[ 3](P86)

第三 ,用法律作武器 ,维护办报权益 。在资本主义国家 ,办报自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任何组织或个

人非经法定许可 ,不得干涉 、封闭或取缔报馆 。于右任办报 ,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很强 。资政院议员干

涉于右任的报纸出版 ,于右任质问:“试问议员据某条报律 、据某条院章 ,而能随便咨行民政部设法取缔

报馆?”他讽刺议员不知法律 , “方是中国之羞” 。[ 3](P114)并警告议员和政府官员 , “倘再行私拿(访员和记

者),本报当提起正式交涉 ,不假借也。”[ 3] (P29)这一点是于右任办报最明显的特色 。

第四 ,服务三民主义 。这是于右任办报最重要的内容。从其办报宗旨和刊登内容看:《神州日报》以

“辟淫邪而振民气”为宗旨 ,反对封建专制 、鼓舞革命斗志。《民呼日报》“实行大声疾呼 ,为民请命” ,刊有

《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因粤汉路借款问题责卖国误国之臣民》等文 ,重点揭露清朝各级官吏的腐败暴

虐 ,为民众伸张正义 。《民吁日报》“以提起国民精神 ,痛陈民生利病 ,保存国粹 ,讲求实学为宗旨” ,刊有

《中国外交之愈迫》、《国民之自觉》等文 ,重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同时揭露清政府立宪骗局 ,号召人民与

专制政府对抗。《民立报》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 ,坚持反帝反封的立场 ,追求国家和人民的独

立 、自由 、平等;谴责袁世凯的卑劣行径 ,号召民众维护共和;对民国的法制建设 、资产阶级政权建设等方

面 ,进行了初步探索 。可见 ,于右任所办报纸 ,坚持反帝反封建立场 ,宣扬革命 ,赞成共和 ,关注民生 ,扩

大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 。

四 、于右任创办革命报刊的作用

第一 ,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 ,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于右任办报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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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抨击清政府的腐朽 ,揭露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指出了立宪党人的枉费心机和阻碍革命 ,廓清了人们对

清政府和立宪派的认识 ,使部分立宪党人转向了革命。另一方面 ,对革命党人刺杀满清官吏和起义的报

道 ,对英勇就义烈士的赞扬 ,对革命党屡败屡战精神的敬佩和歌颂 ,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 ,使民主共和观

念深入人心 ,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第二 ,为维护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储备了部分力量。辛亥革命后 , 《民立报》的社长 、主编 、编辑人员和

记者中的一部分人参加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坚持舆论阵地 ,他们都坚持民主共

和 ,反对袁世凯的复辟专制。如:宋教仁 ,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 ,亦参与《民立报》工作 ,1912年出任南

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 ,因坚持民主共和 ,推行议会政治 ,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 ,成为震惊中外的“宋教

仁案”并引发“二次革命” 。章士钊 ,辛亥革命时归国 ,主持《民立报》 ,后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张季鸾 ,曾参加上海《民立报》工作 ,后到北京办《民立报》 ,1913年因反袁被捕 , 1915年在上海办《民信日

报》 ,任主编 ,常著文抨击袁世凯政府。

第三 ,在中国近代报刊界有重要影响。于右任创办革命报刊 ,虽说时间不长 ,但是 ,他创办的报纸坚

持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立场 ,宣传革命 ,服务三民主义 ,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呼日报》 、《民吁日

报》和《民立报》被那时的人称为“竖三民” 。《民立报》的日销量最高峰时达 2万多份 ,超过其时《申报》的

日销量 ,成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高的一家报纸 ,也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一家革命报纸 。[ 2](P312)

综上所述 ,于右任办报 ,紧跟时代潮流 ,顺乎民心 ,合乎民意 。他创办革命报刊 ,坚持反帝反封建立

场 ,服务三民主义 ,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 ,报道革命党人的英勇起义和各地群众的抗捐 、抗粮 、保

路斗争 ,揭露清政府的腐朽和立宪骗局 ,促使一批立宪党人和幻想清政府立宪救国的人转向革命 ,壮大

了革命派的力量 ,扩大和深化了革命派的影响 ,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于右任的创办革命报刊活动 ,

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不可抹杀。他的办报理论

和对办报的具体要求 ,对于今天办报纸的人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 ,他为办报而屡挫屡起 、不

屈不挠的精神 ,也影响了同时代及后来的革命报刊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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