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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报刊新闻检查制度’

何 萍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中文系，重庆合川，401520)

    〔摘要〕从唐朝开始，我国就诞生了报纸。作为世界上报纸最早发韧的国家，却不是世界上

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维护封建正统皇权的办报思想是其原

因之一。分析中国新闻发展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断闻检查制度，可以看到各种新闻检查制度

是如何遇制新闻事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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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检查”就是政府宣传机构对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 去了“传播、沟通”这一新闻的基本要义，只能对统治者效忠.

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内容所进行的检查。其目的不外乎是维护 在“定本制度”的严密检查下，很多重要内容是不准传报的，这

统治阶级、统治集团或执政党的利益，以及维护社会公德、社会文 就使得邸报刊载的内容几乎全都是为封建统治鼓吹呐喊的“迎合”

明，防止泄漏国家机密、保护国家安全等. 之作，却看不到人们关注的消息，尤其在北宋、南宋交替时期，时局

    新闻检查方法有“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两种，分别称之为 动荡、人心惶惶，但是人们却很少得到正确地消息.出于信息传递

“预防制”和“追惩制”.事前检查就是在传播之前，对其中违反传播 的需要，在北宋末年诞生了另外一种新闻传播形式— “小报”.当

政策的内容予以禁止.事后检查就是在新闻报道出来之后，对其中 时一部分进奏官、朝廷中的个别官吏和部分坊间书肆的主人，在“定

违反宜传政策的内容给予处罚或侧改.这两种手段往往是结合在 本”范围之外，把朝廷没有发表或不准发表的内容，以“日出一纸”或

一起的. “以小纸书之”的形式暗中发布出去。但是这种“小纸”并不是现代

    一、中国古代的新闻检查制度 意义的报纸准往就只有一页纸沈书各种简短的新闻消息股有报
  中国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是宋代的“定本制度:《宋会要辑稿头，更没有标题，其刊印与发行并不正规.
·刑法二上》说:“尚书省言:进奏院许传报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 小报出现于北宋，盛行于南宋.由于这种小报属私营性质，且
出文字，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不得传报.如违，以违制论:刊发的内容多是与朝廷相反的文字，因此自一诞生就遭到封建统治
尚书省是宋代的中央机构，其长官尚书令负责宰相职务.这就是说者的查禁，但是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禁绝。小报的产生和流行正是
没有经中央批准的内容，包括军机、边机、兵变、灾异等是不准见报政府封锁新闻的直接后果.
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贯彻他们不得传报的意图，宋代 二、清末的新闻检查制度

开始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一 “定本”制度W.宋真宗 清末，中国政治的发生了翻天理地的大变革，民办报刊在这场

咸平二年，宋王朝对传报的内容实行“定本”制度，即进奏院定期把 政治变革中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由此而引出了清末清政府

编好的官报样本送请枢密院审查，经审查批准的样本称为“定本”，的新闻检查制度.

进奏院向地方发布的官报，即以“定本”为准，不得植自增减. 首先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尽管这是一次政治改良运动，但

  动的蟋舷龄理“邸报”发行V4-9MWtk，目的雌 溅雌肠圳蜂城躺峨朋一撇撇蛇传、造
控制新闻发布，因为宋代的邸报与唐朝相比读者要多得多，再加上势.戊戌变法时期的报刊活动不仅冲破了封建言禁、打破了封建统

印刷术的应用，传播范围也广泛得多.在“定本制度”控制之下，新 治阶级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而且促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办报

闻传播就扮演了政府官方代言人的角色，一方面使皇权得到维护，高潮(1896-1898年)的到来.据统计，在1896-1898年的3年

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的言论受到限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强大势 中，国人新办中文报刊105家，是我国从第一家民办报纸《昭文新

力使得中国的新闻事业自一诞生起就沦为统治阶级的宜传工具，失报))(1873年7月由艾小梅创刊于汉口))[21到1895年这22年中办

  [收稿日期〕2007-07-12

  〔作者简介]何萍(1983-)，女.重庆璧山县人，重庆师范大学室外商贾学院中丈系祈闻专亚，教师。

万方数据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何 萍:中国历史上的报刊新闻检查制度 2007第5期

报总和的5倍，尤其以维新派一些骨干分子主持的《时务报》、《湘 籍或流放边班[5]

报》、《国闻报》等最有影响.如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天演论》，宣

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彻底颠硬了封建

阶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

并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

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图强，就会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律而

亡国灭种!

    维新派的报刊宣传发展得非常迅猛，很快就在全国掀起了一个

办报高潮，大大促进了变法、改革、维新思想的迅速传播.以慈禧太

后为首的封建保守派害怕这场维新运动真正攫取权力，便迅速发动

了政变，在以武力镇压维新派的同时，马上禁查维新报刊，封杀维新

言论.国内维新报刊几乎全被停刊。这次报刊活动虽然最终失败，

但是报刊作为一种有力的新闻舆论工具，却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

介人了国事，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戊戌维新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彻

底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报刊又一次地成为革命的舆论先

声.如民办《中国日报》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揭露和声讨清政府的

腐败以及卖国行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更鲜明地提出了“民族、

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1903年“苏报案”则吹响了推翻反封建

的号角.

    前后两次资产阶级报刊活动都是冲着清政府的封建专制来

的，后者更要求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从而深深地刺激了清王

朝.为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清王朝势必镇压革命，清除革命

宣传，恢复封建言禁.新仇加上旧恨，清政府在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七月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对报刊的注册、审批、处

罚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印刷物中含有“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慢或加

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者”，即构成“汕

谤罪”，科以10年以下监禁或5000元以下罚款.这是近代巾国第

一部有关报刊出版的管理法规.随着报刊日渐增多，清廷于同年又

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作为前一法律的补充，规定:凡新开报馆必

须经过巡警批准，严禁报刊刊登“低毁宫廷”、“妄议朝廷”、“妨害治

安”、“败坏风俗”和涉及“内政外交秘密”的文字〔3].清光绪三十三
年(1907年)又颁布T(报馆暂行条规).翌年(1908年1月16日)，

清政府参考日本报刊法规，由奕动、载滓、张之洞、鹿锤麟、袁世凯等

六大臣精心修改，制定了《大清报律》，规定:1、采取保证金制度，规

定创办报纸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2、实行事前检查制度.

“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

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该管巡警官署或

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大清报律》第七条)[幻,3、不得

揭载低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乱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

4、禁止发行未经官报、内阁发布的谕旨和章奏.5、在国外出版的报

刊违反以上规定者，由海关没收销毁.《大清报律》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部新闻法.据统计，从1899-1911年，至少有53家报馆被查禁，

2位报人被杀害，17人被监禁，10。多人被传讯、拘捕、誓告、押回原

    三、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对新闻事业的控制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结束了封建专制言论.为了维护民

主政体，“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1913年3月12日颁布了具有

宪法性质的《中国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

集会、结社之自由.rCs〕由此迎来了继戊戌报刊活动后的第二个办

报高潮177.民国3年(1914年))4月，袁世凯篡夺了国家大权，积极

进行复辟帝制的阴谋活动.当时“共和”的理念已经成为人们的政

治理念，因此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受到来自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梁

启超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坚决回击“只能

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复辟谬论.当时云南的《滇声报》在1916年

元旦发表《讨袁世凯檄》，历数袁世凯杀害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背弃

约法、断送利权、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行，还有《袁家尚欲做皇帝

耶》、《死无葬身之袁世凯》、《锄贼》、《以贼始以贼终之袁世凯》、《人

人得而诛之》、《筹安耶筹乱耶》等等，都是声讨袁世凯的文章.

    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复辟美梦，清除反对论调，控制民众的

思想，扼杀在第二次办报高潮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报刊以及限制

人民的言论自由，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例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

强对报刊的控制与管理。1914年4月，袁政府颁布了《报纸条例》，

其中规定: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25岁以下者办报;报纸出版必须

到警察机关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禁止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

治安”和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每天报纸在发行前须呈送

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同年12月，袁世凯又颁布了《出版法》，对出

版物作了十分苛刻的限制，明确规定报纸发行须经誓察机关批准，

并须缴纳保押金等.袁世凯的法律本已十分苛细，各地官府在执行

中又层层加码，如报纸发行前的送报备案，有的地方发展成了预审

制度;保证金规定100-350元，一些地方提高到700元，无力交纳

者即勒令停刊;规定25岁以上的人才能办报，有的地方则改为35

岁以上，对报纸编辑人、发行人、印刷人的条件作了严格的限制.

    袁世凯的新闻检查制度给我国的新闻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

难[C8].在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时期，全国报纸至

少有?71家被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军警捣毁.全国报纸总数维

持在130-150家上下，形成了持续4年的新闻事业低潮期.

  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国家恢复了共和政休，但

实际上大权落人军阀之手，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民国7年(1918

年),A1V月，段棋瑞掌权北洋政府政权后，宣布袁世凯时期的颁布的

新闻法律继续有效，在1918年10月又颁布了《报纸法》，继续对新

闻事业实行检查.

    四、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 .

    卜》十年内战时期

  从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就反对共产党.《中国青年》在1926

年北伐军攻占了武汉后，就撰文指出革命队伍内部的情况复杂，点
明蒋介石利用北伐投机革命.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对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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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言论实行查禁:共产党的报刊一概查封.

    “九一人”事变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不抵抗”和奉行“攘外必

先安内”政策，想借机消灭共产党，致使国土沦丧，人民怨声载道.

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救亡号召，聚集和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新闻工作

者和进步报刊，报道时事、宣传抗日.如挥代英主编的《立报》、张友

渔任主笔的《世界日报》等，都大力宜传抗日救国，《申报》也发表了

《日军突然占领沈阳》的长篇报道.1932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记

联”(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更是有力地揭露蒋介石的卖国行

径，宣传了抗日救亡.

    面对国内舆论的一致声讨，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坚持“不抵

抗”.为限制舆论，效法德、意法西斯，强化对新闻事业的控制，利用

政权力量和法律手段，制订新闻出版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

由，主要有:(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出版法)(1930) ,C出版法施

行细则)(1931),(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新闻检查标准)

(1933),《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

目办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以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有关部分))(1931)等等。其中《出版法》进一步对报刊做出严格限

制.如其第21条明确规定:“出版品不得为左列各款之记载:1、意

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违反三民主义者.2、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

害‘中华民国’利益者.3、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此外，国民党还

设置了一整套新闻检查机构，如“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中央新闻

检查处”、“首都新闻检查所”以及各省市“新闻检查所”，形成严密的

新闻检查网.

    民国23年(1934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而制

定的《检查新闻办法大纲》中规定:“新闻原稿必须送检”.国民党统

治区报纸上发表的任何文字，都要在刊出以前送交国民党的检查官

检查，检查官可任意加以删削和扣留，J.

    《二】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各进步报刊纷纷宣传抗日救国.8月

19日，邹韬奋创办《抗战》三日刊，以政论、述评和战地通讯为主，及

时系统地报道与分析抗战形势和国内外时局。9月，施复亮主持的

《文化战线》，章乃器、夏征农等主编的《前线》，柯灵主编的《民族呼

声》，金仲华、郑振铎等主编的《世界知识》半月刊和《国民周刊》，以

及《救亡漫画》、《烽火》等报刊相继创办。有10家小型报纸也联合

出版了《战时日报》.上海的二十多家通讯社，不论官办的中央通讯

社上海分社，还是民办的新声通讯社、大众通讯社、申时通讯社、大

华通讯社等，都为抗日宣传做出了努力.《导报》还全文连载毛泽东

的《论持久战》，还报道了新四军在江南的战绩1103

    面对全国抗日热情地高涨，国民党为达到消灭共产党、确立在

中国的统治地位的目的，在舆论上进行钳制:1932年5月31日国

民党颁布了《中央党部宣传品审查标准》，明确规定:凡“宣传共产主

义和鼓动阶级斗争”、“宣传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及其他危害党国

之言论者”，“对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恶意派毁者”，都作为

“反动的宜传”，审查时发现这类稿件，有权扣留或修改，疽自刊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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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肃惩罚，并规定了惩罚的办法.汪伪统治集团还制定了严格的

新闻检查政策，先后在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

  1938年7月7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
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法令.1939年2月16日，

国民党中常会议通过《修正印刷所承印未送审杂志原稿取缔办法草

案》，严密控制未送审的报章和各类出版物.1939年底，国民党又

相继颁布《新闻报刊通讯社登记办法》和《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

以加强对通讯社的管制和对通讯社稿件的审查[C}1]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当局利用所谓“战时新闻管制”，普遍实行新闻检查，规定报

纸杂志原稿送审，以此任意删改、扣压稿件.当时《新华日报》为暴

露国民党摧残言论自由的行径就采用“开天窗”的办法表示抗议。

对此，国民党又颁布了《杂志送审须知》，规定在刊物被删削处不准

“开天窗”，不准注明任何足以表示被删改的符号.

  1938年8月20日，国民党中央下令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

委员会”和各地方的同业审查机关，并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从1938年10月一1941年6月，其间共取缔、查禁书刊961种。另

据1943年《解放日报)披露,1937年一1941年10月全国报馆数量

从1031家减少为273家.仅在1941年1年内，国统区被查封的报

刊就有500种之多[121.为争取新闻自由，1945年8,9月在重庆国

统区还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8月17日重庆的16家杂志

社联名发表声明，宣布不再送检。接着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

出版社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联合总处”宣布坚决支持重庆

杂志界的拒检声明，叶圣陶等进步人士发表了《我们永远不要图书

杂志审查制度》等文章.在国内高涨的“拒检运动”和国际纷纷取消

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双重压力下，1945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

第10次常会宣布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

    《三)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玩弄和谈阴谋，破坏合作，发动内战.

为揭穿蒋介石的阴谋，1945年?8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写

的《新华社记者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的评论及蒋介石的“命令”》

一文，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

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

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人内战.”

“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

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8月16日，新华社播

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指

出:“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

    为钳制舆论，封锁消息，1946年5月19日国民党公布了《戒严

法，，规定在戒严地区停止集会结社，‘取缔讲学、新闻杂志、图片及

其他出版物之于军事有妨害者."12月25日，国名党政府公布《俄

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规定:“以文字、图片或演讲为匪徒

宣传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947年10月31日，国民

党政府公布《出版法修正草案》，规定报刊等出版物违法，均按《刑
法》规定惩处.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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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总结

    纵观我国的新闻检查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统治集团或执政党

的利益”是其首要的实施的目标.宋代“定本制度”的实施使得我国

的报纸自一诞生起就沦为统治阶级效忠的工具，在“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的封建统治思想的支配下，其目的就是要造就“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的忠顺臣民.无怪乎戈公振先生在谈及我国的报业为何

不发达时说:“其故，盖西方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

也”[131.所以，世界上最早诞生报纸的国家却不是报业发达的国

家，原因就在这里.清末曾出现两次资产阶级报刊运动，是我国报

业发展史上对报刊最成功的运用，可惜都结束在封建的势力里(前

者是结束于清末强大的封建保守势力，后者是结束于袁世凯复辟).

国民党虽然是新式政党，但却实行言禁政策，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

目的，反而导致民怨沸腾，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我国历史上的报刊新闻检查制度非但没有为人们提

供自由言论的保障，反而侄桔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加上各朝各

时期的新闻事前检查与事后检查制度的交替运用，对我们报业的发

展更是雪上加霜.其结果，便导致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缓慢，新闻

理论不健全，严重阻碍了我国的新闻事业真正成为真实可靠的大众

媒体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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