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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新闻之父”ꎬ王韬不仅创办了近代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份日

报«循环日报»ꎬ而且系统阐释了新闻理论ꎮ 他认为报纸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三:一是让中

国与世界相互沟通了解ꎻ二是沟通统治者与普通民众ꎻ三是引导正确的舆论ꎮ 他倡导在

中国发展新闻事业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ꎮ
〔关键词〕王韬ꎻ«循环日报»ꎻ新闻理论ꎻ变法自强

在 １９ 世纪资产阶级思想改良运动中ꎬ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ꎬ实践了自己

的新闻理论ꎬ是第一个利用报刊这种现代传媒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宣传资产阶

级改革的思想家ꎮ 他所提出的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业、实
行“君主立宪”等主张ꎬ对资产阶级改革思想的传播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发展

起到很大推动作用ꎮ 他所提出的新闻理论ꎬ开创中国新闻理论之先河ꎬ在其后梁

启超、郑观应等人所提出的报刊理论中都可以看到受其新闻思想的影响ꎮ

一、从邸报到日报:中国近代报业的兴起

中国的新闻事业起步比较晚ꎬ邸报是最早出版的报纸“雏形”ꎮ 邸报最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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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唐朝ꎬ由各地派驻都城的邸务留后使负责传发ꎬ故称“邸报”ꎬ又名“邸钞”、
“阁钞”、“朝报”或者“京报”ꎮ 其后ꎬ宋、元、明、清几个封建王朝都沿袭了这一

编辑发行邸报的方式ꎮ 邸报刊登的主要内容是皇帝的诏书和封建王朝颁布的政

令、政府官吏的升迁与任免的通告、各级官僚的奏疏和皇帝的朱批等等ꎬ不刊登

一般的社会新闻ꎬ也不对重大社会事件发表评论ꎮ 可以说邸报是封建王朝的政

府机关报ꎬ是完全由政府控制、以发布政令为主的内部参考消息ꎬ其发行所针对

的对象是各级政府官吏ꎬ平民百姓是没有机会看到邸报的ꎮ 邸报的消息传递是

单向的ꎬ即由最高政府下达到地方政府ꎻ地方政府官员需要向中央政府表明他们

的意见和看法ꎬ则只能通过上奏折的方式进献ꎮ 应该说ꎬ邸报还不能称为真正意

义上的现代报纸ꎬ它更接近于政府发布的内部通告ꎮ 作为报纸的雏形ꎬ邸报还处

于报纸发展的最初级阶段ꎮ
鸦片战争前后ꎬ一批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ꎬ以创办报纸作为传教的辅助

手段ꎬ近代意义上的报纸由此传入中国ꎮ 西人所创办的报纸根据其使用语言和

发行对象的不同ꎬ可以分为中文报刊和外文报刊两大类ꎮ
外文报刊针对的对象是在中国的或者西方各国的西方人ꎬ主要向西方各国

介绍中国的自然和人文情况ꎬ为本国政府采取相应的对华政策出谋划策ꎬ制造舆

论ꎮ 应该说ꎬ西文报纸对于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ꎬ某些报纸甚至

曾充当本国政府制定对华侵略政策的帮凶ꎮ 因为当时精通外文的中国人屈指可

数ꎬ因此ꎬ«中国丛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ꎬ１８３２ 年 ５ 月创办于广州)、«北华捷

报»(Ｎｏｒ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ꎬ１８５０ 年 ８ 月 ３ 日创办于上海)等英文报纸虽然是在中

国国内创办的ꎬ但是对国人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ꎬ对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也

没有产生相应的促进作用ꎮ
真正影响国内新闻业发展的是西方人创办的、以中国读者为阅读对象的中

文报纸ꎮ 为了实行对中国的文化侵略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天津、北京、广
州等大中城市相继创办了一大批以中国人为读者的报纸ꎬ一方面宣传国家的对

华政策ꎬ一方面引导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看法ꎮ 这些报纸大部分是由教会和传

教士创办的ꎬ有的是由洋行、洋商为了赢利的目的创办的ꎬ前者如 １８６８ 年 ９ 月 ５
日创办的周报«中国教会新报»(１８７４ 年 ９ 月 ５ 日改名为«万国公报»)ꎬ后者如

１８６１ 年 １１ 月由字林洋行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ꎬ等等ꎮ
其中ꎬ１８７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英国商人美查(Ｅｒｎｅｓｔ Ｍａｊｏｒ)、伍华德(Ｌ.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普
莱亚(Ｗ. Ｂ. Ｐｒｙｅｒ)和瓦其洛(Ｊ. Ｗａｃｈｉｌｌｏｐ)等四人联合创办的«申报»ꎬ是上海历

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中文日报ꎮ 初创时为隔日出版ꎬ四个月后改为日报ꎬ除星期

天外每日出版ꎮ «申报»采用活字印刷ꎬ开始所载多诗文之类ꎬ间及中外近事ꎬ也
如传奇小说般信笔点缀ꎬ对此不甚重视ꎮ 为了吸引读者ꎬ报纸上开始刊登一些社

会新闻和西学知识ꎬ原来作为点缀的新闻报道内容趋于翔实ꎬ这反而促进了报纸

的发展ꎬ销售量大增ꎮ «申报»创刊时销售量只有 ６００ 份ꎬ到 １８７６ 年迅速增加到

２０００ 份ꎮ 这些报纸的创办形式与发行方式对其后中国新闻业的产生起到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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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启迪、示范作用ꎮ
最早提出在中国设立报馆、创办报纸的中国人是洪仁玕ꎮ 作为太平天国干

王ꎬ咸丰九年(１８５９ 年)他曾经在给天王洪秀全提出的改革方略«资政新篇»中
提出在中国设立报馆(洪仁玕称之为“新闻馆”)的建议ꎮ〔１〕 洪仁玕认为ꎬ通过报

纸可以了解人民的意愿ꎬ可以将它作为“沟通上下”的工具来使用ꎻ另外通过报

纸还可以了解各地物价行情ꎬ促进工商业的发展ꎮ 他认为太平天国中央政府应

该在每一个省会都设立独立于其他的官员之外的、有职无权的新闻官ꎬ搜集有价

值的新闻供天王阅览ꎬ这样就可以做到一切了然于胸ꎮ 洪秀全非常欣赏他的建

议ꎬ曾作朱批“钦定此策是也”ꎬ不过并没有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ꎬ因为他担心如

果当时创办的报纸被敌人利用散布谣言ꎬ反而会成为他们对付太平天国的工具ꎬ
“此策暂不可行ꎬ恐遭妖魔离间ꎬ俟杀绝残妖后未迟也ꎮ”洪仁玕曾经在上海墨海

书馆学习圣经ꎬ和很多英美传教士密切交往ꎬ并曾在香港英华书院与理雅各共事

从事翻译工作ꎬ受到西方文化很大影响ꎮ 他创办报馆以通民情的想法很显然是

从西方报馆得到的启发ꎮ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创办报纸的建

议ꎬ由于当时太平天国面临与清王朝对峙的严峻政治局面无暇他顾ꎬ中国报业产

生的第一个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ꎮ
创办中国的第一份日报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王韬的肩上ꎮ 在中国报刊史

上ꎬ王韬被尊为“中国新闻之父”ꎮ 这不仅是因为他所创立的«循环日报»是近代

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份日报ꎬ而且因为他系统阐释了新闻理论ꎬ倡导在中国发

展新闻事业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ꎮ

二、«循环日报»:国人独立办报 发出中国声音

王韬办报的设想毫无疑问源于对于西方媒体的了解和研究ꎮ 王韬曾经于

１８６７ － １８６９ 年长达两年的时间侨居英伦与汉学家理雅各合作进行中国古代典

籍的翻译工作ꎬ因此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ꎮ 在研究西方历史和

文化的过程中ꎬ他发现西方报刊媒体的舆论公开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培养

健康的政治生活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ꎬ“日报之于泰西诸国ꎬ岂泛然而已哉? 所

载上关政事之得失ꎬ足以验国运之兴衰ꎻ下述人心之事ꎬ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ꎮ
凡山川之形盛ꎬ物产之简番ꎬ地土之腴瘠ꎬ邦国之富强ꎬ莫不一览而了然ꎬ其所以

见重于朝野ꎬ良有以哉!” 〔２〕西方国家创办报纸的情况说明日报不仅有助于当政

者了解国内外形势、了解人民生活疾苦ꎬ而且开阔公民视野ꎬ帮助公众了解各国

情况及形势变化ꎬ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王韬敏锐地意识

到ꎬ如果中国也像西方国家一样ꎬ创办报纸ꎬ让国人了解国内外的形势ꎬ可以达到

上下同心、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目的ꎮ 在旅居欧洲时ꎬ王韬还特别考察了西方

国家印刷业发展的情况ꎮ 他参观了爱丁堡一家印刷厂ꎬ发现印书馆“屋宇堂皇ꎬ
规模宏敞其中男女作工者ꎬ约一千五百余人ꎬ各有所司ꎬ勤于厥职ꎮ 浇字、铸
板、印刷、装订ꎬ无不纯以机器行事ꎮ 其浇字盖用化学新法ꎬ事半功倍ꎬ一日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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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数千百字ꎮ” 〔３〕英国报业印刷速度惊人ꎬ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印刷ꎬ与原来

王韬佣书上海墨海书馆时用牛作动力印刷书籍相比当然更为先进ꎮ “苟中国能

仿而为之ꎬ则书籍之富可甲天下ꎮ” 〔４〕印刷工具的革新对于文化的传播具有很大

促进作用ꎬ如果中国抛弃传统的手工雕版印刷ꎬ采用现代化的机械印刷工具ꎬ就
能短时间内印刷刊行包括西学书籍在内的大量书籍报刊ꎬ而这正是当时的中国

所迫切需要的ꎮ 报纸印刷发行方便ꎬ价格低廉ꎬ可以抓住更多的读者ꎬ与翻译西

学书籍相比是更为快捷、更为有效的一种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的方式ꎮ 既然报

纸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ꎬ对王韬来说ꎬ创办报纸以宣传资产阶级改革、促进国

内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就成为最具诱惑力的设想ꎮ
王韬选择创办报纸作为安身立命的职业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印刷出

版业以及报刊的编纂积累了相当的经验ꎮ 在墨海书馆从事西学书籍翻译期间ꎬ
他曾经负责«遐迩贯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ｒｉａｌ)的文字校对和发送工作ꎬ初步接触到杂

志的编辑工作ꎮ １８６４ 年他兼任«孖刺西报»(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的中文附录

«近事编录»编辑ꎬ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ꎮ １８７２ 年ꎬ他担任香港«华字日报»
“主笔”ꎬ撰写发表了大量时事文章ꎬ对中日知识阶层产生重大影响的«普法战

纪»最初就是在这里连载的ꎮ 同一时期的«申报»在介绍«华字日报»时对王韬的

编辑工作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其(注:指«华字日报»)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

诠ꎬ飞毫濡墨ꎬ挥洒淋漓ꎬ据案伸笺ꎬ风流蕴藉ꎬ盖二君留心世事ꎬ博通中外之典

章ꎬ肆力陈编ꎬ宏备古今之渊鉴ꎬ政刑措置ꎬ尽托闲谈ꎬ朝野见闻ꎬ总归直笔ꎬ不第

供夫乾巽志夫虞初而已也ꎮ” 〔５〕 王韬的文章立论精辟ꎬ文笔酣畅淋漓ꎬ得到了业

内人士的赞许ꎮ 他通过二十多年断断续续在新闻界工作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办

报经验ꎬ为独立创办报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１８７３ 年ꎬ理雅各返回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ꎬ香港英华书院解

散ꎬ王韬与英国传教士合作翻译西学书籍的生涯被迫中断ꎬ处于生活无着的状

态ꎮ 王韬果断决定联合该院买办黄胜(字平甫)等人集资一万墨西哥银元买下

了该院的印刷设备ꎬ成立了中华印务总局ꎬ他的一些著作如«普法战纪»等就是

首先在这里出版的ꎮ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经世致用思想的知识分子ꎬ王韬对治国

安天下的政治理想一直念念不忘ꎬ对自己在科举考试中落第没有机会施展治国

安邦之才而引以为憾ꎮ 通过上书向政府当局陈述自己的见解ꎬ影响范围毕竟有

限ꎻ但是如果自己创办报纸ꎬ就可以随时发表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ꎬ制造舆

论ꎬ影响当局的决策ꎬ这成为王韬达到参与清政府改革这一目的的最佳选择ꎮ 至

此ꎬ王韬已经从实践、理论、物质基础乃至技术层面等方面都完成了创办报纸的

准备ꎬ１８７４ 年 ２ 月 ４ 日ꎬ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ꎬ这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

第一份中文日报ꎬ在中国新闻史及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ꎮ
«循环日报»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日报ꎬ除星期天外坚持按日出版ꎮ «循环

日报»第一版为“香港目下棉纱、花布头、杂货行情”及“各公司股份行情”ꎬ第二

版为新闻版ꎬ基本的栏目有“京报全录”、“中外新闻”、“羊城新闻”三部分ꎬ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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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和第四版为船期和广告ꎬ排版形式同«华字日报»相近ꎮ 但是ꎬ它有一个与众

不同的特点ꎬ那就是王韬经常用“弢园老民”、“天南遁叟”、“遁窟废民”、“欧西

寓公”等笔名撰写政论文刊登在“中外新闻”专栏中ꎬ“该报有一特色ꎬ即冠首必

有一篇论文ꎬ〔６〕多出自王氏手笔ꎬ取西制中适合我国者ꎬ借以讽刺清朝的改革ꎮ
«弢园文录外编»即为集该报论文之精华而成ꎮ 其学识之渊博ꎬ眼光之远大ꎬ一
时无与甚ꎮ” 〔７〕王韬曾经谈到ꎬ从创办报纸以来ꎬ他几乎每天把所有的时间和精

力花在政论文上写作上:“自撰日报以来ꎬ境比丝纷ꎬ事同渭集ꎬ终日握管ꎬ手为

之疲ꎬ几于万言倚马虽笔墨之间ꎬ不求刻画ꎬ而才尽之叹因之ꎮ” 〔８〕 每周定期

出版的报纸成为王韬的催命符ꎬ他不得不专注于写作政论以便赶上报纸的编辑

印刷ꎬ有时候难免产生江郎才尽之感ꎮ
对于«循环日报»的发行王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ꎮ «循环日报»创办的

第二年ꎬ他创立了每月增刊ꎬ将重要新闻和评论编辑成月报出版ꎬ单独发行ꎬ售价

每月一港元ꎬ这是«循环日报»的独创ꎮ 这项改革措施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ꎬ
新闻具有很强的时效性ꎬ如果编辑重要的新闻每月出版一次ꎬ等到了读者手中ꎬ
绝大部分新闻已经成了“旧闻”ꎬ读者当然没有兴趣购买ꎬ所以月报后来因为销

路不畅而停刊ꎮ １８７８ 年起王韬再次对报纸进行改革ꎬ将«循环日报»改为晚报ꎬ
这样就比同时期的其他报纸提前十二小时将当天的新闻提供给读者ꎬ抢占了时

间的先机ꎮ 作为香港出现的第一份晚报ꎬ«循环日报»大受人们欢迎ꎮ 但是ꎬ由
于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ꎬ而且大量销往大陆内地ꎬ受当时运输条件的限制晚报的

编印赶不上发往广州和澳门的末班船ꎬ仍然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运走ꎬ后来他只

好放弃了晚报的发行ꎬ１８８２ 年重新改为晨报ꎮ
«循环日报»的发行范围非常广泛ꎬ“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ꎬ凡我

华人所驻足者ꎬ皆有专人代理”ꎮ〔９〕 据不完全统计ꎬ广州省城有数处ꎬ沙面、河南

各一处ꎬ澳门二处ꎬ国内还有佛山、东莞、虎门、厦门、福州、牛庄等处ꎻ国外有横

滨、安南、星加坡(新加坡)、边能埠、旧金山、新金山、雪梨埠、庇鲁埠等处ꎮ 此

外ꎬ招商局还代理«循环日报»在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

以及日本长崎、神户的报纸发行业务ꎮ 可以说ꎬ«循环日报»办得相当成功ꎬ很多

文章为«申报»等国内中文报纸所转载ꎬ对读者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循环日报»
本身的发行范围ꎮ 当他晚年返回上海定居时被推举为格致书院的山长(注:相
当于现在的院长)ꎬ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源于«申报»转载的政论文为他赢得了

精通西学的美誉ꎮ
«循环日报»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报纸ꎮ 它在开张布

告上声明:“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ꎬ皆我华人操权ꎬ非别处新闻纸馆可

比ꎮ” 〔１０〕报纸的“总司理”陈言(字蔼廷)ꎬ“正主笔”王韬ꎬ均是由中国股东共同选

举产生的ꎮ 其他协助办报的也都是中国人ꎬ如中国最早留美学生黄胜ꎬ留英学习

法律的伍廷芳、何启ꎬ广东秀才洪士伟ꎬ担任西方资料翻译的张芝轩、胡礼垣等

等ꎮ 王韬对由中国人独立办报这一点非常重视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表独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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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ꎬ而不是处处由西方人控制ꎮ 他认为ꎬ香港、上海所创办的一些报纸ꎬ担任主笔

的虽然是中国人ꎬ但是报馆是由西方人开设的ꎬ所以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ꎮ
“主笔之士虽系华人ꎬ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ꎬ其措词命意ꎬ未免径庭欲

矫其蔽ꎬ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ꎮ” 〔１１〕 既然开办报纸的是西方人ꎬ报纸刊登的内

容或者其思想倾向当然由他们定夺ꎬ担任主笔的华人没有决定刊登内容的自主

权ꎬ因此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情况和中国人的看法与思想ꎮ «循环日报»革了

这一弊端ꎬ以中国人自己独立办报作为创办宗旨ꎬ坚持从中国人的立场看问题ꎬ
发表对于当时的中外交涉事务提出的见解ꎬ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ꎬ影响了舆

论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三、新闻理念:沟通中外上下 引导正确舆论

王韬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表文章倡导新闻理论的学者ꎮ 他先后在

«循环日报»“中外新闻”专栏发表«西国日报之盛»、«倡设日报小引»、«日报有

裨于时政论»、«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

西文日报之利»、«书日本新报后»等政论ꎬ论述了办报的目的、报刊的职能和作

用、报刊应该坚持的立场以及主笔的遴选原则等ꎬ全面阐发了自己的新闻理念ꎮ
其中报纸的社会作用和职能是王韬关注的重点ꎮ １８７８ 年 ２ 月ꎬ他发表«论各省

会城宜设新报馆»ꎬ系统论述了报纸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ꎬ认为报纸可以“知地

方之机宜”ꎬ“知讼狱之曲直”ꎬ“辅教化之不足”ꎬ“指陈时事无所忌讳”等ꎮ 其

后ꎬ在«论日报渐行中土»中ꎬ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ꎬ他全面地分析论述

报纸在西方国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ꎬ指出清政府当局应该重视报纸的作用ꎬ创办

发行报纸ꎬ让报纸成为辅助国家走向富强的有力工具ꎮ
王韬认为ꎬ报纸主要有三个基本职能与作用ꎮ 第一个作用是“通中外消

息”ꎬ沟通中外ꎬ让中国了解世界ꎬ并让世界了解中国ꎮ 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导

致国人对世界其它国家缺乏了解ꎬ夜郎自大ꎬ盲目轻视其它国家ꎬ在外交中处处

陷入被动局面ꎮ 即使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解世界形势的必要性ꎬ人们不可能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走遍世界ꎬ在这种情况下ꎬ报纸就成为了解世界形势的有效途

径ꎬ因此通过阅读报纸ꎬ国人可以了解国内外形势ꎬ改变过去闭目塞听的局面ꎮ
尤其在战争中ꎬ还可以将对方的情况详细刊载在报纸上ꎬ这样就可以做到“知己

知彼ꎬ百战不殆”ꎮ 王韬认为清政府应该设立“西文日报”(而不是由西方人创办

西文日报)ꎬ面对西方国家发行ꎬ改变在国际论坛上西方国家控制舆论的局面ꎬ
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ꎮ 尤其在发生中外交涉事宜的时候ꎬ西方国家从

自己的利益出发ꎬ颠倒黑白ꎬ混淆视听ꎬ造成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ꎬ令中国处于

不利地位ꎮ 所以ꎬ中国应该通过设立报纸ꎬ揭露事实真相ꎬ让西方民众了解中国

的真实情况和中外交涉的真相ꎬ取得国际舆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ꎬ从而在中外

交涉中获得主动权ꎮ
报纸的第二个重要作用是沟通统治者与普通民众ꎬ消除隔阂ꎬ既可以做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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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下达ꎬ又可以做到下情上达ꎮ 对于实现国家民主来说ꎬ沟通直接关系到统治者

能否得民心的问题ꎬ而能否得民心实则关系着清王朝统治的生死存亡ꎮ 王韬将

报纸被提高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ꎮ 西方国家的报纸在将国家政令传达到民间

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西人凡于政事ꎬ无论巨细ꎬ悉载日报ꎮ” 〔１２〕 作为借鉴ꎬ清
政府当局应该在各省会都设立报馆ꎬ在报纸上刊登政令ꎬ及时把朝廷的法令政策

传达给民众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吏治腐败ꎬ政府最高统治者根本不了

解人民的生存状况ꎬ因此应该在报纸上开辟“民情栏”ꎬ登载社会新闻ꎬ让统治者

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ꎬ“以达民情于上”ꎮ 这样就可以做到上令下达ꎬ民情上悉ꎬ
使得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ꎬ在国家中外事务中采取一致的对策ꎮ

报纸的第三个作用是引导正确的舆论ꎮ 报纸在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西国最重日报ꎬ有时清议所主ꎬ足以维持大局ꎮ 主笔之

士ꎬ位至卿相ꎮ 国家有大战事ꎬ橐笔从戎ꎬ随营记录ꎬ视其毁誉以为胜负ꎮ 英美两

国每日印至二十万纸ꎬ分布遐迩ꎮ” 〔１３〕尤其是英国的«泰晤士报»ꎬ几乎成为国内

人人必读的报纸ꎬ起到了引导舆论、教化人心的作用ꎮ 中国政府也应该鼓励创办

报纸ꎬ让人民在了解国家大事的同时ꎬ形成正确的对待国家事务的态度ꎬ影响民

众的看法和观念ꎬ从而发挥新闻媒体应有的作用ꎮ “若夫闾阎细事ꎬ或得诸目

睹ꎬ或得诸传闻ꎬ采而录之ꎬ亦足使阅者生惩动之思ꎮ” 〔１４〕 通过阅读报纸ꎬ人民可

以了解是非曲直ꎬ这样就达到了扬善抑恶ꎬ“辅助教化之不足”的目的ꎮ 另一方

面ꎬ报纸还可以通过舆论影响政府的决策ꎮ 报纸是民心的反映ꎬ国家重视民心就

必须重视报纸ꎻ一个不重视报纸的社会ꎬ自然不重视民众的看法ꎬ是国家政治腐

败和吏治腐朽的表现ꎮ 在王韬看来ꎬ报刊的创办是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的ꎬ
大量报刊的出现意味着一个事实:国家的政治生活走向自由、民主ꎮ 政府应该提

倡言论自由ꎬ鼓励民众言政议政ꎬ国家才会走向繁荣富强ꎻ如果政府压制民众ꎬ堵
民之口甚于防川ꎬ导致老百姓噤若寒蝉ꎬ国家离覆亡之日也就为时不远了ꎮ

四、循环之道:变法以自强 持论须公正

王韬的新闻理论是其自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关于«循环日报»命
名中“循环”一词的含义ꎬ后世研究者有多种说法ꎮ 戈公振认为ꎬ“‘循环’云者ꎬ
意谓革命虽败ꎬ而藉是报以传播其种子ꎬ可以循环不已也ꎮ” 〔１５〕 方汉奇则认为ꎬ
“王韬以‘循环’名报ꎬ当然有‘循环不已’的意思ꎬ但是它所期待的那个‘终而复

始’、‘若循连环而无穷’的东西ꎬ绝不是‘革命’ꎬ而只能是他心目中的亘古不变

的‘三王之道’ꎬ和他所尊崇的正在东渐之中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政治思

想ꎮ” 〔１６〕从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的论述可以看出ꎬ他认为

中国应该通过“渐变”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ꎬ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ꎬ所以“循环”
不可能是革命的意思ꎮ 方汉奇也认为戈公振“循环即革命”的观点站不住脚ꎬ但
据此推出“循环”就是“亘古不变的‘三王之道’”ꎬ并没有充分的证据ꎮ 王韬指

出ꎬ诸多论者认为中国社会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ꎬ这一观点是错误的ꎬ中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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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成不变ꎬ“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ꎬ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ꎬ三代

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ꎬ〔１７〕“变”是中国的常态ꎮ 时至 １９ 世纪晚期ꎬ国内外形势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ꎬ中国正处于“天地之一大变”的紧要历史关头ꎬ“三代之

法不能行于今日”ꎬ〔１８〕王韬明确指出无论三代之法多么令人称羡都不可能在当

时的中国付诸实施ꎮ 由此可见ꎬ王韬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相当准确ꎬ虽然他非

常推崇三代之治ꎬ但是他非常清醒ꎬ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ꎬ根据当时的形势

进行相应的变通才是上策ꎬ“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ꎬ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ꎬ
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１９〕 只有与时俱进ꎬ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采取相应的对

策ꎬ才能与欧洲诸国相抗衡ꎬ“变”是当时中国的唯一选择ꎮ 既然中国不能再回

归“三王之治”ꎬ那么应该如何“变”呢?
其实ꎬ王韬本人在文章中对«循环日报»中“循环”一词的含义反复进行阐

述ꎮ “或谓有国家者ꎬ弱即强之机ꎬ强即弱之渐ꎬ此乃循环之道也ꎮ” 〔２０〕 所谓的

“循环之道”ꎬ就是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ꎬ国家的强弱也是如此ꎬ虽然当时欧

洲诸国纷纷强迫中国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ꎬ中国处于危难之中ꎬ但是中国一定会

再次崛起ꎬ“吾知中国不及百年ꎬ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ꎮ” 〔２１〕 就中外而

言ꎬ风水轮流转ꎬ百年之后中国会超越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强国ꎻ就中国国内而言ꎬ
“循环”的历史规律同样发挥着作用ꎮ “时在咸丰初元ꎬ国家方讳言洋务ꎬ若于官

场言及之ꎬ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ꎮ 以是虽有其说ꎬ而不敢质之与人ꎮ
不谓不及十年ꎬ而其局大变也ꎮ 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ꎮ 凡属洋务人员ꎬ例可

获优缺ꎬ擢高官ꎻ而每为上游所器重ꎬ侧席咨求ꎻ其在同僚中ꎬ亦以识洋务为

荣噫嘻! 是何一变至是也ꎮ 是岂天道循环ꎬ人事变迁ꎬ应出于是哉!” 〔２２〕 中

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ꎬ“一变”而成为人人谈洋务、人人谈变法的局面ꎬ
这个巨大的变化恰恰体现了天道循环的规律ꎮ 王韬的循环论和其变法自强思想

是辩证统一的ꎬ中国必须通过自强ꎬ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ꎬ这是其循环史观的最

主要的内容ꎮ 王韬的循环史观ꎬ是包含着变化的循环ꎬ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

想ꎬ肯定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合理性ꎬ具有历史进化的合理内核ꎮ 其实ꎬ他所说的

“循环”已经远远超越了“周而复始”的含义ꎬ是否定之否定ꎬ但是由于当时尚未

产生新的词汇来表达这一思想观念ꎬ“循环”一词实际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对王韬变法自强思想的不甚恰当地表达和概括ꎮ 王韬之所以将自己创办的报纸

名为“循环日报”ꎬ很显然是希望以这份报纸推进中国由弱变强、成为堪与西方

国家比肩而立的富强的新中国ꎮ
既然报纸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此重要ꎬ对新闻从业人员就要提出更高要

求ꎬ其必须做到立论公正ꎬ以揭示事情的真相为己任ꎬ避免以自己的好恶进行价

值判断ꎮ “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ꎬ必精其选ꎬ非绝伦超群者ꎬ不得预其列ꎮ 
其立论一秉公平ꎬ其居心务期诚正ꎮ” 〔２３〕当时报纸的主要负责人称为“主笔”ꎬ此
词内涵非常丰富ꎬ就负责整个报纸文章的编定来说ꎬ与主编的意思相近ꎻ但还包

含另一层意思ꎬ即报纸的主要撰稿人ꎬ类似于专栏作家ꎬ这层意思是目前广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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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主编”这个词所包含不了的ꎮ “主笔”这个词现在没有恰当的词语可以代

替ꎬ故为了尊重作者的原意起见ꎬ在本文保留“主笔”一说ꎮ 主笔在报刊舆论导

向上起决定性作用ꎬ其人除了富有才华ꎬ持论公正无私ꎬ不以个人的恩怨影响其

观点的公正性ꎬ因为他的言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看法ꎮ 媒体工作者将

事情的真相及其代表的意义ꎬ透过报导呈现于大众媒体之上ꎬ协助媒体达成守

望、教育、讨论等功能ꎬ依然是如今新闻从业者的基本职责ꎬ记者因此获得了“无
冕之王”的称号ꎬ这与王韬对于“主笔”职业操守的界定无疑是一脉相承的ꎮ

王韬作为我国新闻史上的开山人物ꎬ在创办«循环日报»的实践中总结出自

己的报刊功能理论ꎬ创立了舆论意识十分强烈的新闻理论ꎮ 不惟如此ꎬ他还利用

一切机会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大声疾呼ꎬ不遗余力推动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

产生和发展ꎬ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ꎮ

注释:
〔１〕洪仁玕所提出的建立报馆的建议具体内容如下:“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ꎬ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ꎬ

事势常变ꎮ 上览之可以资治术ꎬ士览之可以识贯通ꎬ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ꎬ服法律ꎬ别善恶ꎬ教忠孝ꎬ皆借

以行其教也ꎮ 教行则法著ꎬ法著则知恩ꎬ于以民相劝戒ꎬ才德日生ꎬ风俗日厚矣ꎮ 一兴各省新闻官ꎬ其官有

职无权ꎬ性品诚实不阿者ꎬ官职不受众官节制ꎬ亦不节制众官ꎬ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

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ꎬ以资圣鉴ꎬ则奸者股慄存诚ꎬ忠者清心可表ꎬ于是一念之善ꎬ一念之恶ꎬ难逃人心公

议矣ꎮ 人岂有不善ꎬ世岂有不平哉ꎮ”«资政新篇»现收藏在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ꎬ由许地山先生传抄ꎮ 转

引自谢无量先生的论文«王韬———清末变法论之首创者及中国报道文学之先驱者»ꎬ«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ꎮ

〔２〕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二一)ꎬ光绪庚寅(１８７３)仲春淞隐庐刊ꎮ
〔３〕〔４〕王韬:«漫游随录»(卷三)ꎬ“走向世界丛书”第十九种«漫游随录扶桑游记»ꎬ长沙:湖南人

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１２７ 页ꎮ
〔５〕«本馆自述»ꎬ«申报»１８７２ 年 ５ 月 ８ 日ꎮ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 (上)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

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６８ 页ꎮ
〔６〕其实王韬所发表的政论文一般刊登在«循环日报»第三版的中部或左侧ꎬ刊登在最上部的是“京

报全录”ꎮ 估计戈公振先生并没有看到«循环日报»ꎬ他根据现在报纸的一般把社论放在第一版上部的排

版格式推断王韬的政论也刊登在报纸的上部ꎮ
〔７〕〔１５〕戈公振:«中国报学史»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５４、１１９ 页ꎮ
〔８〕王韬:«弢园尺牍»(卷十)ꎬ汪北平、刘林编校ꎬ“上郑玉轩观察”ꎬ北京:中华书局铅印竖排本ꎬ１９５９ 年ꎮ
〔９〕〔１０〕«本局布告»ꎬ«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ꎮ
〔１１〕«倡设日报小引»ꎬ«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ꎮ
〔１２〕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ꎬ“洋务下”ꎬ北京:中华书局竖排标点本ꎬ１９５９ 年ꎮ
〔１３〕王韬:«弢园尺牍»(卷九)ꎬ“代上黎召民观察”ꎮ
〔１４〕«日报有裨于时政论»ꎬ«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ꎮ
〔１６〕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ꎬ山西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６８ 页ꎮ
〔１７〕〔１９〕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ꎬ“变法中”ꎮ
〔１８〕〔２１〕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ꎬ“变法上”ꎮ
〔２０〕〔２３〕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ꎬ“强弱论”、“论日报渐行于中土”ꎮ

〔２２〕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ꎬ“洋务上”ꎮ 〔责任编辑:黎　 虹〕

—９０２—

沟通与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