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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公众舆论的勃兴与影响

高艳萍 杨红林

[提 要】北洋时期
,

由于北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力极为虚弱
,

加上 20 世纪之交中国

社会所出现的权力转移
、

公共空间的扩 大 以及新兴社会思潮的传入等因素
,

近代 中国的
“

市民社会
”
随之兴起

。

与此 同时
,

这些力量逐渐汇聚成 T 一股
“

合力
” ,

从而形成 T 中国

近代史上盛极一时的公众典论
。

尤其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
,

由于报刊等事业的兴起
,

公众

典论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 内政外交
。

[关键词】北洋时期 市民社会 公众典论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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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近代
“

市民社会
”

的崛起

自晚清以来
,

近代中国的
“

市民社会
” 日

益崛起
。

虽然有一些西方学者基本上否认 中国

存在现代性语境下的
“

市民社会
” ( 。 i v i l s o e i e

-

yt )
,

而只承认存在某些与
“

市民社会
”
相关联

的现象
,

即
“

公共领域
, ,

( p u
b l i

c s p h e r e )
。

① 然

而如果从中国的实情出发
,

我们就会发现
,

在

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口岸城市里
,

的

确存在一个 日益壮大的近代
“

市民社会
” ,

而近

代
“

市民社会
”
的崛起

,

其背景则是多方面的
:

科举制度的废除
。

19 0 5 年清政府发布的废

除科举制的上谕
,

所带来的历史成果和具有的

历史意义是巨大的
。

它不但导致了传统政治领

域的革命性变化
,

还引起了社会精英的流动
、

分化乃至结构的变化
。

而新型教育体系的建立
,

又很快催生了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群体
。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在 20 世纪初

期
,

由于封建王朝的覆灭以及随后的第一次世

界大战
,

都促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较大发

展
,

从而出现了许多学者所说的
“

中国资产阶

级的黄金时代
” 。

②

口岸城市的发达
。

作为不平等条约在中国

的特殊产物
,

到 20 世纪初
,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

得到了很大发展
。

商业勃兴
,

人 口集中
,

使得

像上海
、

天津
、

汉 口
、

广州这样的城市在整个

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而近代
“

市民社

会
”
可以说正是其直接产物

。

新思潮的传播
。

近代以来
,

西方各种新的

社会思潮纷纷涌进国门
,

无论是社会进化论
、

民主主义
、

无政府主义还是国家主义
、

社会 主

义等
,

都曾拥有相当数量的信徒
,

并在很大程

度上起到了启蒙民众的作用
。

中央政权的衰落
。

与西方社会恰恰相反的

是
,

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
,

由于国家的中央政权

变得衰落不堪
,

才为近代
“

市民社会
”

提供了

成长的空间
,

专制 的清朝末年如此
,

北洋时期

也同样如此
。

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
,

其

参见罗威廉 《晚清
“

市民杜会
”
问题 》

,

中国杜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编辑部编 《国外中国

近代史研究 》 27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9 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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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新式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规模

不断扩大
,

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群体
,

活跃于如

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
。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自然就导致了资产

阶级力量 的增强和社会角色的转换
,

传统的
“
四民社会

”
对商人的定位受到 日益严重的挑

战
.

凭借手中越来越强大的经济武器
,

借助于

内部所形成的社团组织如商会
、

同业公会等
,

加之中央权力的衰落这一外部环境
,

他们开始

谋求在国家事务中更多的
“

话语权
” 。

当时就有

文人不无妒意地感慨道
: “

民国以来
,

有两机关

最忙
:
一日电报局

,

一 曰商会
。

遇有问题发生
,

此两机关几无不效劳者
,

殆药中之甘草钦? ” ①

这种感慨无疑是对现实无奈的承认
。

据有关学

者统计
, “

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团体
,

在 1 912 ~

1927 年期间有了较大的发展
,

这种发展既表现

为组 织的扩展
,

又表现为社会作用 的增强
。

19 12 年
,

全国共有华商商会 794 个
。

而 1 9 1 9 年

5 月刊行的统计则表明全国华商商会实存数已增

至 123 8 个
,

其中总商会 55 个
” 。

②

中国市民社会群体最活跃时期是在 1895

年~ 1 9 22 年间
,

当时该群体曾领导和参与了一

系列国内的制度创新活动
。

③ 到 1 9 2 2 年之后
,

他们又开始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外交事务当中
,

并发挥了重大影响
。

在这方面
,

最典型的当属

上海资产阶级
。

192 0 年代前夕
,

上海的资产阶

级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

逐渐对整个国家的

内政外交都拥有相当的发言权
。

在内政方面
,

“

执掌上海总商会 (包括其前身上海商业会议公

所
、

上海商务总会 ) 领导权力的绅商头面人物

和绅商领导体制下的上海总商会
,

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内以其介于官
、

商之间的特殊社会身份
,

为消除有碍于商务发展的官商隔阂
,

沟通官商

联系
,

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

从解决历史进程中

的突出社会矛盾来说
,

这也是为近代化扫除障

碍
” 。

④ 1 9 2 0 年代初时
,

著名的商会领袖穆藕初

甚至提出
“

是以在商言商之旧习已不复使用于

今日
,

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

任
,

急起联合商界重要分子
,

用各种方法逼迫

政府改良内政
” 。
⑤ 在对外方面

, “

上海总商会在

积极组织各业厂商参加国际商品赛会或在上海

举办商品陈列的同时
,

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和民

族利益的原则
,

对于损害我国主权和民族利益

的国际赛会
,

则坚决抵制
,

并明确表示态度
,

丝毫不作迁就让步
” 。

⑥

由于外部控制的相对松动
,

各种社会群体

纷纷组成团体
,

以更有效地发挥力量
。

据统计
,

北京政府时期仅北京一地先后成立的团体就有

36 0 余个
。

⑦ 甚至一些传统的边缘群体
,

如妇女

界
,

也受新思潮的影响
,

开始在社会参与方面

寻求自己的位置
,

并得到 了时代的认可
,

到

1922年前后
, “

中国妇女利用各地军阀修改宪法

和制定省宪法的机会
,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

轰烈烈的妇女参政运动
” 。

⑧ 这样
,

到
“

20 世纪

初年
,

随着一大批新型 民间社团和 自治机构的

产生
,

中国城镇中传统公共领域开始发生某种

带有体制意义的变革
,

呈现出若干近代性特

征… …城镇公共领域开始突破传统慈善
、

教育
、

公益的狭小格局
,

扩张到某些原本属于国家权

力影响和控制下的领域
” 。

⑨ 可以说
,

整个
“

市

民社会
”

都开始
“

思出其位
” ,

从各个角落向世

界发出自己声音
,

最终形成任何执政者都不能

忽视的公众舆论
。

关于这一点
,

有学者曾较为

中肯地评论道
: “

早期共和政体的全国性政治名

流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

是新行业的成员—
教育家

、

律师
、

工程师
、

报人
、

现代商人和银

① 杨荫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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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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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艳萍 杨红林
:

北洋时期公众舆论的勃兴与影响

行家… … 他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逐步形成了拥

有土地的名流
,

成为新成员的来流及
`

舆论
’

根源
” 。

①

二
、

j七洋时期公众舆论的勃兴

近代
“

市民社会
”
崛起以后

,

作为其意志

反映的公众舆论事业也同时发达起来
。

尽管北

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之黑暗
、

社会之动乱
、

民生

之凋蔽诸种现象向为后人所垢病
,

但这一时期

公众舆论事业 的发 展却出现 了蓬勃发 展 的

局面
。

按照 西方 的标准
,

现代意义 上 的舆 论

( p u
b l i

e o p i n i o n )
, “

汇集了多数人的智慧和思

虑
,

因而它具有集合性 ; 从舆论形成后传播的

作用上看
,

它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

因而它

具有影响力
” ,

舆论的精神力量主要在于它不仅

影响
、

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

而且还会引发

或者导致改变社会面貌的重大的社会行动
。

正

因为舆论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

法国大思想家伏

尔泰曾称舆论为
“

世界之王
” ; 而现代一些西方

学者也称舆论为行政
、

立法
、

司法之后的社会

的
“

第四权力
” 。

著名的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就深刻地认识到

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

他在为舆论定义

时说
: “

夫舆论者何? 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

也
” ,

并认为在社会生活中舆论是至高无上的
,

“

舆论者
,

天地间最 大之势力
,

未 有能御者

也
。 ” ②到民国初期

,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认识到

舆论的力量
,

甚至乐观地说
: “

民国向例
,

凡悍

然不顾舆论者
,

其始为一部分之舆论所不容
,

其继为全国舆论所不容
,

其继为旅外华人之舆

论所不容
,

其继 为各 国之舆论所不容
。

于是
`

众口砾金
,

积毁销骨
’ ,

无病而死
,

不战自败
。

乃知中华民国未尝无舆论
,

而舆论之势未尝不

强
。

此亦快心之谈也
” 。

③

舆论形成以后
,

就会履行 自己应有的监督

职能
,

这正是它对社会控制作用的主要表现之

一
,

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
,

包括游行
、

集会
、

示威
、

组织社团等
。

整个北京政府时期
,

这些

形式表现得是非常充分的
,

而新闻传播媒体的

发达则为舆论监督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

曾专门研究过中国公众舆论史的林语堂认

为
,

近代中国新闻舆论界有两个黄金时期
,

即

18 9 5 年 ~ 19 11 年 和 19 1 5 年 一 1925 年
,

而
“

1 925 年的五姗运动就表现了自五四运动以后中

国公众舆论 发展 的高潮
” 。

④ 的确
,

尤其是在

1920 年代
,

无论就数量还是影响力而言
,

中国

的新闻舆论呈现出一派繁荣局面
,

这主要体现

在报刊杂志方面
,

因为
“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

化的具体表现之一
,

是报刊舆论的作用与影响

越来越显著
。

尽管由于 中国特殊 国情所致
,

报

刊舆论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难以产生决定性的

影响
,

但其独特作用仍不容忽略
” 。

⑤

我们不妨 以北 京
、

上海两地为个案进行

考察
。

北京作为当时北洋军阀的政府所在地
、

统

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

报刊业是 比较发达的
。

与

其他地区不同的是
,

北京报刊的发达是受到双

重因素的影响
,

内中既有政治相对民主化的作

用
,

也有军阀为争权夺利而导致的政局混乱和

生存空间的扩大
。

据统计
,

仅在 19 n 年 ~ 19 25

年间
,

北京就先后有 4 70 余种报刊出现
。

⑥ 当

然
,

北京的这种情形是有非常特殊的背景的
,

因为在大多数时期内
, “
政界混乱

,

新闻界也是

混乱的
。

许多军 阀为了吹捧自己
,

攻击他人
,

纷纷办报纸
、

开通讯社
。

据 《晨报 》 在 1925 年

底公布接受北洋军阀六个机关
`

宣传费
’

的报

社
,

通讯社就有一百多家
,

加上那些空立名目
,

市面上见不着报纸的报社和不发稿的通讯社就

更多了
。

大约总在二百家以上
。

那时北京的人

①

②

许纪霖
、

陈达凯主编 《中国现代化史》 第 l 卷
,

第 29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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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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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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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只有一百万左右
,

居然有这么多的报社
、

通

讯社
,

实在是畸形
” 。
① 相比之下

,

上海的情形

就更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
。

新闻史家认为
, “

在

我国近代报刊史上
,

上海的地位非常特殊
。

不

少类型的报刊从这里发韧
,

这里的报刊业在全

国最发达
。

究其原因
,

除了经济
、

文化
、

地理

因素而外
,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

就是上

海租界的存在
。

毋庸讳言
,

租界的存在对上海

近代报刊的发展
,

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

在租界的庇荫下
,

维新报纸报刊得以进行舆论

发动
,

政党报刊得以进行反政府的宣传活动
、

政见争论和理论斗争
,

商业报刊得 以稳定发

展
” 。

②结果使得上海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
,

占有特殊的地位
,

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新闻中

心
。

据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统计
,

所藏解

放前中国出版的报纸共 4 0 0 0 多种
,

其中上海出

版的有 1800 多种
,

上海创办的各类杂志
,

在全

国出版的期刊中
,

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
,

所

以有人把上海称之为中国新 闻事业 的半壁江

山
。

③ 在上海众多的报刊当中
,

最有名的当数

《申报》
、

《新闻报》 及 《东方杂志 》 等
。

这些报

刊历史悠久
,

发行量大
,

影响 自然也就广泛
。

尤其是在 1 9 2 0 年代
,

它们基本上都迎来了辉煌

时期
。

1 9 16 年~ 1 9 2 6 年间
,

《申报 》
、

《新闻报》

的发行量猛增
,

居然在短短的十年中增长了 6

倍
,

192 6 年达到 14 万份
,

以后几年又增加到 15

万份
。
④

更重要的是
,

这一时期报刊界的行动指南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走在了时代前列
,

足以制

造舆论并领导舆论
。

尽管它们都有不同的背景
:

《申报 》
、

《新闻报》 是较纯粹的商业化报纸
,

《东方杂志》 是 自由主义学者的阵地
,

上海 《民

国日报 》 则是当时较激进的国民党的机关报之

一
,

而工商业者也以 《上海总商会月报 》 为渠

道发表对国家事务的看法
。

北京方面
,

《京报》

也代表着激进自由主义者 (如邵飘萍 ) 的立场
,

《晨报》 作为以梁启超等为核心的研究系的机关

报对整个中国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

而 《现

代评论 》 更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精

英的传话筒
,

令当政者不无顾忌……但是总的

来说
,

各报刊的主持者在很多方面的认识却有

着惊人的相通
。

一方面
,

他们逐渐了解到外部

世界同行们的地位
,

羡慕
“

彼等之言
,

足以左

右外人舆论与其政府之外交政策
” 。

⑤ 另一方面
,

他们又意识到自身所应有的责任和地位
。

申报的

编辑葛预夫曾在 《视本报五十周年系之以论 》

一文中指出
,

办 《申报 》 的宗旨在
“

倡民权
,

迪民智
,

振民气
,

历国耻
,

启发国家思想
,

而

明政治之善恶也
” 。
⑥ 梁启超也认为

,

报纸最主

要的两大职能便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
, ⑦ 甚至

有点过于 自信地说
“

报馆者
,

国家之耳 目也
,

喉舌也
,

人群之镜也
,

文坛之王也
,

将来之灯

也
,

现在之粮也
” 。

⑧

三
、

报刊等公众舆论的社会影响

报刊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主要有两种途径
:

一是真实地报道新闻事实
,

一是客观地发表言

论
。

在这方面
,

1 9 2 0 年代的主要报刊分别发挥

了自己的优势
,

通过多元化的方式为公众舆论

做出了一定贡献
。

以 《申报 》
、

《时报》
、

《新闻报》
、

《世界 日

报 》
、

《大公报 》 等为代表的商业化报纸
,

其主

要优势在于大容量
、

迅速而真实的新闻报道
。

《申报》 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历史最悠久
、

规

模最完善的新闻报纸
,

又 由于它
“

是商业报

纸
,

不偏不党
,

能较客观
、

公正地反映中国近

代历史的真实
,

而 民众向以上海报纸的报道为

④

⑤

张友鸯等著 《世界 日报兴衰史 》
,

重庆出版社 1 982 年版
,

第 4 4 页
。

秦绍德
:

《上海近代报刊史论 》
,

复旦大学出版杜 1 9 93 年

版
,

第 156 页
.

马光仁主编 《上海新闻史 ( 18 50 一 19 4 9)
“

前言 》
,

复旦大

学出版社 19 9 6 年版
。

据秦绍德 《上海报刊史论》 数据
。

戈公振
:

《中国报学史 》
,

(台清 ) 学生书局 1 9 82 年版
,

第

1 3 9页
。

宋军
: 《申报的兴衰 》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 9 96 年版
,

第 n 。 页
。

胡太春
: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
,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 8 7 年

版
,

第 1 17 ~ 1 1 8页
。

梁启超
:

《饮冰室合集 》 文集第 3 册
,

转引自上书
,

第 1 18

页
。

110



高艳萍 杨红林
:

北洋时期公众舆论的勃兴与影响

准绳
,

故其从一侧面代表着时代与社会的变

迁
” 。

①而其主持者史量才认为
“

报纸是舆论机

关
,

具有劝导舆论和创造舆论的功能
” 。

②这些

商业报纸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

它们有 自己

的办报宗旨
, “

不像政论报纸那样
,

无须靠精

彩的政论征服人心
,

也不像政党报纸那样
,

不

必为宣传一党的理论
、

主张竭尽全力
。 ” ③ 尽管

即使国外研究者也认为
“

民国时期的报界和它

的英美同行相比
,

从未达到后者所具有的那种

政治影 响
,

甚 至和 日本同行也 无法 相提并

论… …史量才主办的 《 申报 》
,

在大多数情况

下在政治上是缺乏勇气的
” 。

④但我们同样应该

正视这样一个事实
,

据说在当时
, “ `

申报
’

这

一个名词
,

在 中国境内
,

几乎没有人不 晓得

的
,

无论这个人识字不识字
,

或者是老年的妇

人
,

年青的小孩子
,

他都晓得
,

他们虽没有见

过申报
,

但是他无论拿到一张什么样 的报纸
,

他不晓得
,

他就名之 日
`

申报纸
’ ; 也颇有识

字的人
,

他虽晓得别种报纸的名称
,

可是他往

往就随便称任何报纸为
`

申报纸
’ 。

这
`

申报

纸
’

三字
,

几乎在中国内地
,

是代表任何新闻

纸的一个名称了
” , ⑤ 因此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怀

疑其对民众所产生的影响
。

当然
,

报刊对公众舆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

还是通过犀利尖锐的言论来实现的
, “

这一时

期的报纸
,

言论的重要性及影响仍是巨大的
” ,

报人们
“

不仅强调报纸还是
`

国民喉舌
’ ,

甚

至提出
,

一部分报纸可 以赖倾吐公众感情与愿

望而产生和存在
” ,

认为
“

言论理应是国民公

共意志在报纸上的体现
” 。

⑥ 最明显的是一些政

党和立场较为激进的报刊
。

北京政府时期
,

曾

先后活跃过不少政党
,

不管它们的立场背景力

量如何
,

毕竟都代表了相当群体的呼声
。

19 2 0

年代 比较有影响的这类报刊有上海 《民国 日

报 》 (国民党 )
、

北京 《晨报 》 (研究系 )
、

《向

导 》 周报 (共产党 )
、

《醒狮 》 周报 ( 国家主义

青年党 ) 等
。

此外那些 自由主义色彩的报刊
,

其中的言论部分往往也很具有时代感
,

大胆而

敏锐
,

足可担当领导公众舆论之重任
。

比如

《京报 》 是进步报人邵飘萍 (振青 ) 主办的报

纸
,

该报在创刊词中坚决表示
: “
必使政府听

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

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
” 。
⑦

而当
“
19 25 年五册惨案发生后

,

《京报 》 从接

到消息的 6 月 1 日起
,

连续 20 余天报道事实

真相
,

募捐支援
,

并且不惜 巨资发 了三次特

刊
。

邵飘萍写 了 20 余篇评论
,

揭示事件发生

的原因是
`

不平等条约
’ ,

呼出了
`

打倒外国

帝国主义
’

的 口号
。

在他的主持下
,

《京报 》

真正成为北方革命舆论的阵地
” 。

⑧ 即使像 《东

方杂志》 这样的非政治色彩刊物
,

重要时刻也

勇于振臂高呼
, “

五册惨案发生后
,

上海各大报

刊摄于帝国主义压力
,

不敢揭露事实真相
,

更

不敢对群众运动表示支持
。

可是在中国历史上

刊期最长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 《东方杂志 》
,

独

树一帜
,

出版了充满爱国热情的 《五姗事件临

时增刊》 特大号外… …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

的严正要求
” 。

⑨

即使在军阀统治较稳固的北方地区
,

舆论界

的生存环境总的来说也比较有利
。

值得一提的是
,

当
“

袁世凯败亡
,

黎元洪
、

段棋瑞等执政后
,

北

京政府下令解除报禁
,

废除 《报纸条例 》
,

以
`

宣

达民隐
,

提携舆论 ” , 。。 而此后的近十年间
,

北京

的舆论界的确拥有相当一定自由度
。

因为统治相

对虚弱的军阀们为了获得有利的政治优势
,

也被

迫利用报刊
,

收买
“

舆情
” ,

这就给报刊的生存发

展提供了
“

空间
” 。

总之
,

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被

迫
,

1 92 0 年代北京政府的多数军阀
、

统治者基本

上都能对舆论界表现出一些民主和宽容精神
,

而

① 朱英主编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
,

华中师范大

学出版社 2 0 01 年版
,

第 3 21 页
。

② 胡太春
: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
,

第 269 页
.

③ 秦绍德
:

《上海近代报刊史论 》
,

第 n 7页
。

④ T
.

拉纳莫尔
:

《国民党与报界
: ( 申报 ) 个案研究 (l 927 ~

1 9 3 4 ) 》
,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 2 3
。

⑤ 张静庐
:

《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 》
,

现代书局 1 9 32 年

版
,

第 1 6页
。

⑥ 黄旦
:

《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 》
,

《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 0 00 年第 4期
。

⑦ 王文彬编著 《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 》
,

重庆出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l一s 页
.

⑧L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 第 2 卷
,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1 9 9 6年版
,

第 1 9 4
、

8 0 页
。

⑨ 马光仁主编 《上海新闻史 ( 1 8 5。一 1 94 9 ) 》
,

复旦大学出版

社 1 9 9 6年版
,

第 5 4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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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 0 0 9年第 l期

像张宗昌之流则实属罕见
。
①

或许正是受到这些现象的鼓舞
,

当时的舆

论界人士表现出了相当的乐观态度
,

他们均对

报刊寄予很高的期望
,

认为它们应该与政府国

民发生紧密的联系
。

戈公振就曾说
: “

报纸者
,

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
,

而成立舆论者也
。

故记者之天职
,

与其谓为制造舆论
,

不如谓为

代表舆论 ; 更进一步言之
,

与其令其起而言
,

不如令其坐而听
,

耳有所听
,

手有所记
,

举凡

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
,

莫不活跃纸上
,

如留

音机然
。 ’ ,②甚至有人将报纸之使命提高到一个

极点
: “

近世人类文 明最大之珍宝
,

日科学
,

曰德漠克拉西
,

而报纸者
,

乃为维护发扬此两

大珍宝之利器也 …… 报纸者
,

无微不包
,

无远

弗届
,

无孔不人
,

无人不需之物也
。

近世富有

权威之物
,

诚莫如报纸 之作用
,

则 尤 有加

焉
” 。

③

作为近代中国舆论中心的报界
,

一旦 自身

地位有所改善
,

就会紧跟时代
,

对国家的内政

外交事务表示热烈的关注
,

1 92 0 年代尤其如

此
。

时人指出
: “

自主体言之
,

欧战以后
,

报

界思想之进步
,

不可不谓一线曙光
。

如对内则

作为废督裁兵之主张
,

对外则有所谓废除不平

等条约之论调
,

苟循斯途以进行
,

则去中华民

族自决之期不远矣
” 。

④他们不断强调
“

报纸是

现代社会中一种最大实力
。

握有这种实力的

人
,

应该以其实力
,

去督责或抵抗强有力的政

府
” 。

⑤

报刊的发展只是为公众舆论的表现提供了

必要的载体
,

民国以来兴起的各种社会力量
,

基本上都拥有这种载体
,

再加上其他如发电报
、

向公众演讲
、

组织社团
、

请愿游行示威等渠道
,

最终汇集成影响力极大的
“

民意
” ,

而这种
“

民

意
”

是任何当政者都不敢漠视的力量
。

正因为

如此
,

它才能在北京政府时期的各种政治活动

演进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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