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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实践的转向与舆论思想的演进
###论孙中山舆论传播观的形成!

罗永雄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广东 中山 J!KU"!&

摘B要!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终肩负着宣传革命和共和主张(引导舆论的重任&以聚

四万万人之力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家' 从上书论政(积极投稿到办报以开风气&从最初

的倚重革命演说到逐步倚重报刊宣传并结合演讲的传播实践&孙中山逐步形成了有关演说(报

刊的舆论传播思想和引导舆论(保障言论自由等舆论观点&并以此指导和推动着民主革命的进

程和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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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先驱!从

建立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到领导革命军推翻封

建帝制!再到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孙中

山先生毕生都在为其所追求的$民族#民权#民

生%而不懈努力" 在其革命的一生中!作为杰出

的宣传家!优秀的传播实践活动家!他把报刊宣传

和革命演说等传播实践作为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

手段!并将传播实践活动同革命和建设事业密切

结合起来!努力实践并不断总结改进!不仅使其舆

论传播实践有益于革命和建设的成功!而且逐步

形成了$报刊是革命利器%!$报界是舆论之母%!

重视舆论引导!保护言论自由等舆论传播思想!为

后人留下宝贵的舆论镜鉴和精神财富"

一'从论政投稿到办报以开风气

孙中山传播思想的形成!同他的成长经历#教

育背景#人生境遇和革命实践密切相关" 孙中山

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其

思想体系中尤其是传播思想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诸多因素" 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

度是)$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

古人所奴%

/#0

!在其投书报刊和革命演说的传播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依

据以拓展其思想的轨迹"

#KHE 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在兄长孙眉

的资助下!先后在美国夏威夷#香港#广州等地的

学校就读!并于 #KE! 年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创

办的西医书院毕业" #E 世纪末的英#美等国家!

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综合产物,,,大众

报刊!新闻第一次真正进入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

生活!新闻事业开始成为大众传播事业 *R,::

6*RR'(36,=3*(+"

/!0目睹这种变化并深受其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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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亦深深感到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思想#开启

民智之锐利!自觉地投书报刊甚至自己创办报刊

以扩大其政治主张的传播"

早期孙中山的传播思想受到了同时代较早开

眼看世界的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人的启蒙" 较

早接触了西方现实社会的王韬认为!$其达彼此

之情意!通中外消息者!则有日报%!办报可以满

足$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 彼时的郑观应!

把报纸看作是$通民隐#达民情%之工具!$欲通之

达之!莫如广设日报矣"%认为允许自由地创办各

种报纸!是中国变法自强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

孙中山的办报思想也未脱离时代!他倡设报馆的

目的也是$以开风气%" #KE" 年!孙中山在香港西

医书院读书期间!在课余$常常往来于广州澳门

等地!发表反清言论%!经常同远在上海的资产阶

级改良派代表人物郑观应通信!畅论时局" 在郑

观应的影响下!他经常撰文鼓吹政治改革!并将政

论文章投寄到香港#上海的许多报刊" 此时的孙

中山生尚未走出校园!尽管对报纸在革命中所起

的作用并不明晰系统!但凭直觉利用报刊鼓吹政

治理想"

#KE! 年孙中山在澳门报纸上发表了他写给

洋务派官员郑藻如的一封信!在这封写成于 #KE"

的谏议信中!!U 岁的孙中山将振兴农业#禁绝鸦

片#发展教育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三件大事对待"

#KEU 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坦诚阐明自己

已通过在西方的经历思考中国的未来!希望李鸿

章能接纳他的改良谏议"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

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

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此

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0孙中山

在其上书中直陈清政府治国大政上的弊端!提出

了自强的四点建议!但并不被当政者所接纳"

#KEU 年孙中山将这篇上书发表在-万国公报.上!

公诸舆论" 两次上书均告失败!迫使孙中山借助

报刊之手阐发其改良主张以达民心!并直接催生

和引发了孙中山后来的办报实践"

#KE$ 年孙中山与葡萄牙印刷商法兰斯哥2

费南第在澳门合作创办-镜海丛报." -镜海丛

报.实际是葡萄牙文周报-澳门回声.的中文副

刊!每期出 % 个版!其内容有社论#国内新闻#外电

及广东新闻#澳门新闻#杂俎及广告等栏目!每期

头版均有针砭时事#鼓吹反清革命的言论" 由于

-镜海丛报.是周报!出版周期较长!且孙中山在

其中担任匿名编辑!并非实际的控制人/U0

!报纸

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虽是孙中山踏入职业报人

的起始!但对孙中山而言!它并非一块完全属于自

己的宣传阵地"

#KEJ 年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明确宣

布)$本会拟办之事% 凡四!首在$设报馆以开风

气之先%!办一份属于革命党自己的报纸是重中

之重的首要任务" 但是!由于人才缺失#资金匮

乏!加之革命活动屡遭清政府镇压!革命早期孙中

山的办报计划未能实现"

/J0

二'从倚重革命演说到对报刊宣传的

深度介入

早期孙中山领导革命派采取的宣传形式主要

是口头演讲#翻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

小册子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书籍来宣扬反

清#倡导革命" 小册子和书籍印数有限!宣传对象

面较窄!效果不大" 由于早期的革命宣传声势小!

国人同情革命者不多!支持革命者更少" #KEJ 年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回忆彼时惨状曰)

$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

诅谩骂之声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

为毒蛇猛兽!而莫感与吾人交游也"%

/K0演讲游说

就成为当时孙中山寄予厚望的宣传方式"

清末民初!演讲在整个社会中极为盛行" 这

种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要求听众文化水平#成

本较低#可实现传受者即时互动的传播方式在社

会底层颇受青睐" 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多利用这

一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鼓动民众!

以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 街头演讲在当时已蔚然

成风"

演讲不仅强调通过语言陈述的形式提供信

息!而且还要求演讲者展现个人的外在形象和个

人魅力!他们的眼神#表情#动作传递的信息和语

言一样重要" 这对于具有英语#日语#粤语和国语

*普通话+四种语言能力!同时外在形象气质俱佳

的孙中山来说!恰恰是个人所长" 但即便如此!起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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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他亦同样遭受了挫折" #KE% 年孙中山第一次

到檀香山进行革命宣传!经常在华侨中演讲!但

$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

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

/%0作为职业的革

命宣传家和政治家!孙中山不放弃任何演讲的机

会!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使这种传播革命主张的形

式成熟起来" 依据-孙中山全集.统计!自 #E"$

年到 #E!U 年!孙中山有存稿的正式演讲计 #EK

次!而他实际的演讲次数则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孙中山的演讲!充满激情和鼓动力量!其生动活泼

的口头语言和坚定有力的肢体语言为革命主张的

传播增益良多!通过一场场的现场革命演说!孙中

山为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发展了大量的会

员!也使自己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尤其是当孙中

山的革命演说与他的报刊传播结合在一起时!由

群体传播所产生的劝服效应和由大众传播产生的

告知效果有机融合!立刻在宣传革命#制造舆论和

引导舆论方面显现出巨大的威力"

#KE% 年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辗转来

到伦敦" #" 月 ## 日!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使馆

诱捕" 他昔日的老师康德黎得知此事后!决定通

过报纸揭露清廷驻英使馆秘密绑架孙中山的经

过!引起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对清廷施加压力"

!! 日!伦敦的-地球报.获知此事详情后!迅速做

了详尽的披露并出了特辑!引起了英国朝野舆论

的极大关注!紧接着!英国多家报纸也大篇幅报道

了孙中山被囚禁的新闻" 在英国政府的干预和英

国报界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驻英使馆被迫于 #"

月 !$ 日释放了孙中山" 除了英国各报刊外!美

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报刊也

转载或者报道了孙中山伦敦蒙难!孙中山用英文

写作的-伦敦被难记.很快被翻译成俄#日等文

字!广为流传" 这些都使孙中山声名大噪" 伦敦

的死里逃生!使孙中山$对于报纸左右社会之力

量!至能达成政治力量所未能完成之任务!有身受

其惠之深切认识!而觉革命主义之借报纸宣传!收

效必能速于置邮!是无疑也%"

/H0伦敦蒙难对孙中

山以后的革命生涯发生了深远影响" 自此!孙中

山将新闻#政论和演说等传播活动的综合运用作

为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此后!宣传!尤其是利用演说和报刊传播革命

思想#引导舆论成为孙中山千头万绪的革命工作

中的重中之重" 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反复强

调!确保革命成功的关键之一是要保障宣传的通

畅和传播的自由" 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晚期!他

甚至认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

成!武力只可用一成%

/K0

"

从 #KEJ g#E"" 年的五年间!孙中山认为是

$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KEE 年孙中山$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

国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

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

开始把革命宣传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

/U0报刊宣

传在孙中山认为$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

似!希望几绝%的情况下成为转机的希望之源!此

时的孙中山更坚定了报刊作为革命利器的认识!

也深化了其$报界是舆论之母%的传播思想"

革命的思想需要牢固的宣传阵地和有力的思

想武器来传播" 孙中山早年的很多政治思想都是

以报刊为阵地散播开来的" 自 #KE$ 年在澳门创

办-镜海丛报.开始!他一生直接创办或者领导创

办的报刊有十多种!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中国

日报.和-民报." 他还领导了三次较为有影响的

新旧思想的报刊论战!有$中国最伟大之主笔%之

美誉/E0

" 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他将报刊作为宣

传革命的有力武器" #E"$,#E"J 年!自日本起!

孙中山开展了一次环球舆论之旅!#E"$ 年他在檀

岛大戏院发表三次演说!每次演说听众数千人!观

众反响热烈" 在美洲大陆!孙中山足迹经历 #" 余

州!每到一处!必聚众演说!接受当地报刊的访问!

各地革命报刊同时配合刊登他的文章及演说!造

成极强的革命宣传攻势和舆论力量" 最终!保皇

派和革命派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全胜而告终!使

得$革命主义!如日中天%" 革命舆论的形成也为

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0这让孙中山更深刻地体会到报刊这一革命

利器和演说结合后带来的舆论威力"

三'新闻自由思想的延伸及舆论传播

观的完善

满清时期大兴文字狱!传统的知识分子连最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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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的著书立说的权利都被严加看管限制!稍有

不慎便有被杀头之厄运" 在鼎盛的康#雍#乾时

期!大小文字狱多达百起!仅庄廷龙-明史.一案!

$所诛不下千余人%" 满清统治者对文人思想的

禁锢为革命者所愤恨" 孙中山认为!诸如集会#结

社#言论#信仰等项自由是国民在$共和自由%下

应当享有的!但满清政府剥夺了国民的这一系列

权利并实行言禁!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民众变得更

加愚昧!使$支那文人著作有涉于满洲侵略暴虐

事实者!皆焚毁灭绝!使后世无所考%

/##0

!以便推

行封建专制统治" 由此!倡导言论自由也成为孙

中山先生建立民主共和国理想中的一面旗帜!他

积极主张放开新闻传播和言论自由!这一诉求在

#KE% 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使馆绑架获释后

表现得更为强烈"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制定

法律来保护公民自由权!保护言论自由!进而保护

在此基础上的新闻自由" #E#! 年 $ 月 U 日!南京

临时国民政府制定了-暂行报律.!旨在规范新闻

事业" 这部法规却遭到新闻界的一致反对!孙中

山在得知消息后!随即发表言论!$该部所布暂行

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

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

谓也%!表示支持并采纳新闻界的意见与建议!于

$ 月 E 日下令撤销-暂行报律."

/#!0以唯物史观的

视野来看!$暂行报律事件%虽反映出孙中山尊重

舆论!主张新闻自由的思想!却也可看作是孙中山

在早年遭受清廷舆论钳制切肤之痛后的一种思想

反弹" 然作为革命者倡导的言论自由和作为国家

管理者对新闻自由的合理规范不可同日而语" 当

时新生的革命政权临时政府刚刚建立!亟待巩固

和加强!革命思想的统一是头等大事!在那个特殊

过渡时期制定报律对新闻界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约

束如同战时新闻信息管制一样是必要的"

晚清政府的-大清报律.出发点是为了限制

言论自由!而-暂行报律.的颁布是为了规范新闻

媒介!本质上是为巩固政权以保护新闻自由" 而

从$绝对新闻自由%的观点!反对任何报律!实际

为反对者利用报刊破坏革命提供了方便" 暂行报

律风波后政党报纸蜂起!并相互攻讦甚至互殴就

是明证" $绝对的新闻自由反而无法保障基本的

自由%!袁世凯为实现复辟帝制的企图!实施专制

统治!迫害持不同政见的报人! #E#$ 年底全国的

报纸只剩下 #$E 家!比 #E#! 年初的 J"" 家少了 !F

$!造成了近代新闻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 受

惠于反清革命时期传播自由之功的孙中山在与报

界精英的矛盾中选择了妥协!牺牲了法律对新闻

自由的规范" 孙中山先生的出发点是希望在建立

稳固政权后捍卫自由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0

受梁启超$报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舆论观

的影响!孙中山认为!报刊能在舆论上引导人民前

进" #E#! 年 J 月 U 日在广州报界举行的欢迎会

上发表演说时!他殷切寄语$舆论为事实之母!报

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今日认定宗旨!造成

健全一致之言论"%由此提出了他关于舆论最著

名的一个观点)$报界为舆论之母%

/#U0

" 他认为)

社会舆论反映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

局势的发展" 而当时的报界则是控制和掌握舆论

的最强大的力量" 对报界对革命之功和报刊的舆

论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孙中山所处的时

代!中国的报刊事业已进入了较成熟的时期!而广

播#电视及今日盛行之网络等大众媒介尚未发端!

报刊是当时具有垄断性的唯一的大众媒介!所以

对今人而言!孙中山提出的$报界为舆论之母%可

等同于$大众媒介为舆论之母%!即要高度重视大

众媒介在制造舆论和影响民众方面的巨大作用"

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孙中山曾经多次

面对面地与中外记者交流!召开记者招待会#接受

记者的采访或答记者问" -孙中山全集.十一卷

本中!谈话及答记者问多达 !U! 篇" 演说#讲话

#E$ 篇!对报馆杂志致函或题词十余篇" -孙中山

集外集.中有演说#致词或讲话 E" 篇!尚未包括同

题异文!谈话 !KU 篇!对报纸杂志的题词有 #" 余

篇"

/#J0在制造和引导舆论方面孙中山可谓是经验

丰富#不遗余力"

在孙中山晚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力主国民党

在各地设立大量的通讯社#派出大量宣传员!在部

队和群众中宣传革命的主义!从地方到中央的宣

传机构都日趋完备" 及至 #E!J 年 $ 月 $# 日孙中

山在-国事遗嘱.中仍提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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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

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

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依然对

革命宣传寄予厚望!把通过宣传和舆论力量唤起

民众看成是引领革命成功的主要途径"

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中

国的民主#富强!在革命实践中对革命宣传#舆论

引导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总结" 孙中山的舆

论传播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一起!丰富了近代中

国的思想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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