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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务实和浪漫：
“元老记者”于右任的舆论观

［内容摘要］ “元老记者”于右任长期被贴上党派色彩浓重的标签。 人们承认于右任

的舆论思想和舆论监督实践是激烈的，但又往往认为这种激进是以“政治目的”为出

发点。 事实上，于右任的舆论观和报刊实践比人们想象的要真诚、彻底也更加理想

化，他主张监督的不仅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还包括自己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政府；
他希望报刊所代表的是真正的“人民”，虽然这看上去仅仅是一种理想。
［关 键 词］ 于右任；舆论观；舆论监督。
［作者简介］ 刘 莹，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新闻学硕士，主要从事新闻史研究。

□刘 莹

作为政治家的于右任是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领袖，影响力媲美国家元首。 作为新闻

人的于右任，则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想和自由

色彩的， 将办报和革命结合的社会实践者，

享有“元老记者”的盛誉。 这样一个人，在中

国新闻史上贡献卓越，他的舆论观在当时中

国代表了最激进的思想，他的舆论监督实践

激进而又克制、务求实际而又充满浪漫的理

想化色彩。 激进、务实和理想化，这些看似矛

盾的特质统一在于右任的舆论观中。

一、激进和浪漫：以代表舆论和舆论监

督为报刊天职

于右任舆论观的基点是对报刊舆论作

用的高度评价。他办《民呼日报》时说过，报

纸“辟 淫 邪，倡 公 理，以 为 舆 论 之 代 表”①，

“监观社会之善恶，标示良楛，更从其后而

鞭之”是报纸天职之一。 他认为，代表舆论

并进行舆论监督是报刊的天赋权利。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在当今新闻界已

取得一定共识。 大众传媒在公共领域揭露

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阴暗现象， 形成社会

舆论来监督和制约国家及社会生活中违反

道德与法规的行为， 尤其是限制或减少政

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 维护社会公

平与公正，促进社会机制的有效运行，即为

新闻舆论监督。在于右任之前，梁启超已经

论述过“舆论监督”的概念；不同社会环境

下的许多近现代报刊也有舆论监督倡导和

实践，那么，于右任的舆论观与实践有何独

特之处呢?于右任认为，报刊舆论监督的主

体是国民，而监督的对象则是政府。 尤其，

舆论监督实践力度之大， 使梁启超等改良

派报刊活动家难以望其项背， 甚至可以说

远超过当今许多媒体的监督力度。

首先，于右任认为报纸是平民的代表，

坚信报刊舆论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

在于右任的论述以及“竖三民”的指导性政

论中，经常出现“民意”二字。 “夫报馆者，故

平民之代表也”②，创办《民呼日报》之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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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确提出报纸要以“为民请命”为宗旨。

实现代表民众舆论的途径之一是提供平台

使民情得以宣达。 于右任强调报纸宣达民

情、痛陈民生疾苦的宗旨；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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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接近于散漫之同胞

……”③于右任出身寒苦，注意反 映 民 间 疾

苦。 其笔下 “扰民”“病民”“剥民”“病商”

“死民”等字眼屡屡出现，表达了对百姓疾

苦的关心和同情。 “为民请命电”是常见标

题， 他用这种方式直接向政府传达百姓呼

声。 《民呼日报》创立第二天就刊出松江士绅

向官府请求“速颁新币”以使“官民两便”的

电报④，第三天又刊发镇江府旅沪同乡反映

地方官员变相收费、 民间深受加赋之 苦 的

电报⑤。 《皖人不认赎矿之急电》《旅沪湖北

同乡会公电》《晋商请缓印花税之哀声》等

文都直接反映民众呼声和民间舆论。

于右任利用报纸“吊民伐罪”，他撰写

了《亡国三恶因》《误国三种人》《贵族万能》

《议员现象》等一系列评论，鞭挞腐败的清

王朝及其无能的贵族和官吏；发表了《输入

外货之功臣》《外患发微》《告哀篇》等文章，

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及卖国

贼的可耻可恨。 于右任言辞犀利， 笔如利

刃，一针见血，代民众发难，说出了百姓想

说而不敢说的话。

“夫报馆者，故平民之代表也”申明了于

右任代表民众舆论的办报理念，而这话的后

半句则进一步指明“平民者，又与贵族立于

反对之地位者也”⑥。 既然报纸代表平民舆

论，那么必然就要与其对立面即贵族以及代

表贵族利益的政府即清廷相对立，顺理成章

的，必然过渡到于右任主持舆论的一个核心

点：政府作为报纸监督的对象而存在，报刊

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独立的制衡机构。

于右任认为，要防止“为上者”为所欲

为，必须进行舆论监督。当时所谓“为上者”

即清廷。他针对政府和各部门官员、贵族进

行口诛笔伐。 《神州日报》和“竖三民”抨击

官场和官员的文章不仅数量多， 而且力度

非常大。 比如通过论说、纪事、通电等多种

形式集中披露抨击，掀起对“卖路贼”汪大

燮的批评热潮，使政府迫于压力彻查汪氏。

于右任主持的报纸舆论监督的指向经

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官场———清廷（政府）。

首先不断指斥官场黑暗和官吏腐败， 继而

更深入地揭露整个朝廷的腐朽没落。 通过

对制度性问题的揭示， 说明清政府已病入

膏肓、不堪拯救，彻底否定清朝统治。 这种

监督对象的转移， 可能出自资产阶级革命

派应对客观形势变化和开展政治斗争需要

的考虑， 但更主要的是于右任思想认识转

变的反映。 他最初对官场攻击是为了鼎革

政治，一度寄望用清宦途、开官智的办法来

修漏补缺， 其后随着认识的深化发展为抨

击封建官僚制度，要求推翻满清王朝。

长期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 于右任被

认为党派色彩浓重以致以为他办报的唯一

目的就是鼓吹革命。 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

误解，对于右任的理念本末倒置了。他主张

监督的不仅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 还包括

自己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政府。 当南京临

时政府成立之后， 当于右任成为这个政府

的实权派官员之后， 当革命派报刊已经由

原来的“地下”状态转为公开之后，于右任

还是主张报纸应该独立地履行社会公器之

职责，批评报纸不应该以“一二党派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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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 自居， 而应迅速由党派性质蜕变为

“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⑦。这时，《民

立报》虽然名义上仍是革命派的机关报，但

其在精神上已经与机关报相去甚远了。 于

右任希望政党报刊能够抛弃一党之见，替

民众代言，监督政府。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民立报》在民国初年建都地点、汉冶萍借

款等问题上并不能和临时政府保持一致，

甚至持公开反对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于右

任真诚的浪漫想法， 反映了他激进的充满

理想色彩的报刊理念。

二、务求实际：讲求引导舆论和“制造

舆论”

于右任是一个实践家， 实干精神和实

用思想决定了其所办报刊具有经世致用的

品格。

于右任注重引导舆论推动革命进程。

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民立报》 就以头

号字刊出专电，并专门设立“武昌革命大风

暴”专栏，开辟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的相

关情况并配图片。 10 月 13 日，于右任发表

《长江上游之血水》， 以激动人心的笔墨写

道：“呜呼， 蜀江潮接汉江潮， 波浪弥天矣

……此三日间， 天地为之变色矣……革命

党者，万恶政府下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之

政府，欲求天下不乱而不得。 ”⑧辛亥革命中，

《民立报》“文字之功，为不可没矣”⑨。 在清

末社会转型的这一历史过程中， 于右任通

过报刊紧扣革命发展脉搏， 热情呼唤辛亥

革命， 直接为促成和推动各省独立以及中

国社会变革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

引导舆论是正面的说法， 若对舆论的

引导过度就会走向反面，变为操纵舆论。由

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革命派报刊有时在

引导和操纵之间失去了平衡， 极端表现为

制造舆论。

报纸可“制造舆论”，这在于右任的 舆

论观中可以寻到思想依据。 他曾评价报刊

与舆论的关系，认为：“盖报纸者，舆论之母

也， 造因之无上乘也， 一切事实之所由生

也。”⑩在这里，他颠倒了报刊和舆论之间的

关系，认为报纸可以是舆论的制造者。这种

思想反映到实践中，就出现了“制造舆论”

的报刊活动。 虽然于右任从西方资产阶级

新闻理论中汲取营养， 客观公正的新闻理

念也影响着其办报， 但是处于政治斗争浪

潮中的革命报刊不得不考虑到政治利益的

达成。为揭露官场，他有时会编造一些官吏

嫖娼、赌博、吸毒的消息。 随革命形势发展

更加紧编造“革命谣言”。武昌起义后不久，

《民立报》频现各地光复的消息，目的当然

是制造舆论以动摇清朝的地方统治。 1911
年 11 月 7 日《民立报》登“北京专电”：北京

已为大汉光复，清帝藏匿使馆。清帝退位是

在 1912 年 2 月 12 日， 这显然是一条虚假

信息。当袁世凯大举进攻革命军、革命党节

节退败之时，《民立报》北京专电称“袁世凯

已被侠士刺死”，还配发一篇短评《汉奸之

末路》，伪造袁世凯已死来稳定人心輥輯訛。

这种表现符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无所

不用其极进行宣传的传统， 政治家的于右

任 很 可 能 把 革 命 利 益 和 政 治 后 果 摆 在 首

位。先考虑新闻的后果，是不是有利于革命

的进程、是不是可以鼓动革命力量，而不是

考虑新闻事实的本身。这样的出发点，必然

与于右任在指责报刊道听途说等“四弊”时

所持有的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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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导致报刊实践陷入新闻事实和革命利益

的选择，在这两者的悖反中，革命报刊倒向

了政治目的一方。 这是于右任作为一个资

产阶级革命派报人的选择， 也是他经世致

用的实际思想的必然取向。

三、勇气：记者负有舆论之责

所 有 的 权 利 通 常 都 伴 随 着 相 应 的 义

务， 任何一个以存在权利为前提的言论表

达自由的制度， 都同时承认义务。 这些义

务，可以说就是新闻界的责任。既然代表民

意进行舆论监督是报刊的权利， 那么这也

相应成为记者要承担的责任。

于右任认为，报纸“以其性质监督人，

而非为人所监督者也，以其地位移人，而非

移于人者也”輥輰訛。一方面肯定报纸的重要性，

另外也表明舆论监督正是记者应尽之责。

他认为，记者要作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

使上情下达、 下情上知。 尤其处于外强环

伺、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记者要鼓舞民

气、 团结民心， 监察和引导整个社会的文

化、军事、实业等各个方面，从而使民族自

立，使国家自强。

在强烈的责任感指引下， 于右任的报

纸吊民伐罪，遭到很多酷吏劣绅的仇视，有

“布散谣言加害本报及访员”者，有“捉拿访

员之地”，面对压力和迫害，于右任凛然不

畏，决心“自今以往，当于此黑暗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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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表达了为国

民当喉舌、履行监督责任的决心。这样的豪

言壮语化作于右任办报的具体行动， 他创

办“竖三民”时几次被捕、坐牢、逃亡，却始

终不屈服的曲折经历， 使这种责任意识得

到了最精彩的演绎。可以说，于右任的报刊

舆论观以及在此指导下的舆论监督实践，

体现了他胸怀天下的强烈责任感， 激荡着

一个革命者敢于担当的魄力和激情。

综上所述， 于右任的舆论监督思想与

他之前的梁启超已有所区别， 资产阶级改

良派所谓的监督， 以一小批资产阶级上层

知识分子为主体，将报刊纳入政治层面，代

表士大夫阶层来监督政府。 于右任发展了

这一涵义， 把监督政府作为人民的一项神

圣权力， 而报纸是实施监督的有力武器和

工具， 代表范围更广的人民来实行这项权

力， 而不是代表某一政党或某一团体的利

益， 这样的监督是人民通过报纸进行的对

政府的监督。 当然，在当时条件下，这样的

以人民为主体的舆论监督不可能实现，主

要作为理念和思想存在， 在其报刊活动中

得以零星的实践。 作为一个有局限的资产

阶级革命者，在一个受制约的时代环境下，

于右任的舆论观已经超越了现实。

注释：
①②⑥⑩輥輰訛《民呼日报宣言书》，载《民呼日报》1909 年

5 月 15 日。

③《中国万岁 民立万岁》，载《民立报》1910 年 10 月 11 日。

④《为民请命之电报》，载《民呼日报》1909 年 5 月 16 日。

⑤《为民请命之电报》，载《民呼日报》1909 年 5 月 17 日。

⑦《民立报之宣言》，载《民立报》1912 年 2 月 23 日。

⑧《长江上游之血水》，载《民立报》1911 年 10 月 13 日。

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 第 350 页，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輥輯訛李良荣：《从“原始失实”到“官方谣言”》，载中华传媒

网 2006 年 7 月 13 日。

輥輱訛《想拿访员者看看》，载《民呼日报》1909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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