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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东方杂志枠与清末立宪思潮（１９０５ －１９１１）

郑　月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枟东方杂志枠是晚清最后几年最有影响力的立宪派报刊之一，它在这时期最主要的政治倾
向就是宣传立宪思潮，以推动立宪运动。 枟东方杂志枠在立宪运动的报道中， 能保持不正面谈政
治的立场，着力地方自治的宣传，并始终保证立宪言论的品质，形成了区别于“党报党刊”和其
他立宪派报刊的独特风格。 它善于把握政治大势，注重积极参与，正面引导；同时不直接参与党
派政论，通过高质量的“选报”来表达政治态度，对当下我国地方报刊如何保持发展特色也具有
一定的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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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败后，维新派创办枟万国公报枠、枟时务
报枠、枟国闻报枠 等报刊宣传变法维新，新闻报刊日
益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手段活跃在历史舞台。 １９０５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对中国社会产生深
远影响。 立宪思潮在日俄战争之前声势不大，战
后迅即高涨，骤成全国性的运动。 在清末立宪思
潮活跃的 １９０５ 至 １９１０ 年间，立宪派组织社团， 创
办或拉拢报纸，依靠新闻报刊的力量大行宣传。
与革命派论战，扩大影响力；构建舆论体系，让民
主改革、君主立宪之说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着立
宪运动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除了枟民报枠、枟新民丛报枠等“政

党报刊”，政治上倾向于温和改良、立宪救国的报
刊杂志也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中
文报刊史上唯一创办逾百年的报纸枟大公报枠在
创办之初就明确支持立宪。 而在中国新闻史上连
续发行时间最长的综合性刊物枟东方杂志枠，也具
有鲜明的、支持立宪的政治倾向。

１９０５ 年 １月至 １９１１ 年５ 月，枟东方杂志枠经
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改版，开始了由“选报”向综
合性学术杂志的身份转变。 这期间，它因受到立
宪思潮的影响而发生嬗变，同时这种嬗变又影响
了立宪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宪运动乃至政
治社会的进步。

一、枟东方杂志枠对清末立宪思潮的政
治取向

方汉奇教授认为，１９１１ 年 ３ 月之前的枟东方
杂志枠是一份比较明显的带有“选报”性质的文摘
杂志，其所选之内容也多为支持其政治观点［１］ 。
笔者通过对这段时期内该杂志内容进行的系统分

析，也发现了这一倾向。

表 １　枟东方杂志枠中立宪运动报道统计
Table １　＂Oriental Magazine＂reported in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年份 有关立宪运动的报道 总篇数

１９０５ 年 ６８ 8８４３ 6
１９０６ 年 ４０ 8６３４ 6
１９０７ 年 ３０ 8４９０ 6
１９０８ 年 ７ !３００ 6
１９０９ 年 ８ !５０６ 6
１９１０ 年 １ !２２３ 6

１９１１ 年（至 ５月） ４ !１７２ 6

　　根据笔者统计，在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至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的杂志中，枟东方杂志枠共刊发 ３１６８ 篇文章，其
中有关于立宪运动的报道共 １５８ 篇，占总报道数
的５．０１％，就一个事件的报道来讲比率是非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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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枟东方杂志枠立宪报道频次走向图
Fig．１　＂Oriental magazine＂const itutional reported frequency trend chart

高的。 枟东方杂志枠的创办者张元济，曾是维新运
动的参与者。 戊戌变法失败后仍一直致力于维新
思想（后称立宪思想）的宣传，他最初创办这个杂
志，与他的政治理想有很大关系，这也注定了枟东
方杂志枠自出生之日起就是一份“维新———立宪”
派报刊 。

同时，通过对表格和折线图的分析也不难发
现，从 １９０５ 年 １月至 １９１１ 年 ５月，枟东方杂志枠对
立宪运动的报道频次总体来说呈一个明显的下降

趋势。 这与当时的现实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１９０５
年 ８ 月，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清政府正式派五大
臣出洋考察政治。 立宪派仿佛看到了朝廷“决
心”改革政体的诚意，大受鼓舞，接连刊登系列文
章继续推进立宪改革思潮。 至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
清政府正式颁布上谕“预备仿行宪政”，各立宪团
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立宪运动进入了它的第
一个高潮。 从 １９０８ 年开始，各立宪团体、个人开
始络绎不绝地向清廷上书、请愿，要求确定召开国
会的年限，可是清政府却一再推诿。 １９１０ 年的四
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越来越多原本支持立宪
的团体、个人、报刊杂志对清政府丧失信心。 结合
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枟东方杂志枠在
１９０５ 至 １９０７ 年间宣传力度较高，至 １９０８ 年之后
逐步衰退的原因了。

“新政”时期，清政府被迫承认了报刊的合法
地位，允许朝政新闻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这客观上
给了民众议论朝政的权利，整个社会风气有利于
新闻业的蓬勃发展。 新政时期（即立宪运动初
期） 内新办的 ８００ 多种报刊，活跃在政治上的刊
物半数以上是由立宪派所创办［２］ 。 枟东方杂志枠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并逐步成为最有声
望的代表之一。

此外，枟东方杂志枠支持立宪、积极参与和正
面引导的政治态度，也符合其谋取自身发展的内
在要求。 根据笔者统计，在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至 １９０８
年 ４ 月的 １４０篇关于立宪运动的报道中 ，有 １１６
篇刊登在社说版，其余２４ 篇刊登在内务版。 全部
３５ 篇刊登在头版的本刊社论中有 ２７ 篇有关于立
宪运动，多属本社撰稿，篇幅全部在 １０００ 字以上。
１９０８ 年 ７月第一次改版后，虽然削弱了对立宪运
动的宣传，但其立宪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因为“ 选报”文摘的定位无法保证长久的竞争力，
拥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高质量的时政评论才能在

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枟东方杂志枠对清末立宪思潮的报
道特点

１．“不正面谈政治”的立场
根据表 ２，通过笔者对枟 东方杂志枠在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至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中立宪运动宣传报道具体内
容的统计，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立宪运动的哪个时
期，枟东方杂志枠对立宪运动的宣传都以必要性和
可能性的引导型宣传为主。 在对其报道类型所做
的定量统计中发现，１９０５ 年的 ６９ 篇关于立宪运
动的报道中，有 ４９篇是属于引导型报道 ，不带批
评或褒扬的评论色彩。 １９０６ 年的 ３９ 篇立宪运动
报道中， 引导型报道高达 ３７ 篇，１９０７ 年的 ３０ 篇
立宪运动报道中，引导型报道也高达 ２５篇。 这个
统计结果，很好地印证了枟东方杂志枠最重要的特
点：“不正面谈政治”。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可贵
的特点，也是其区别于那个时期极为盛行的“政
党报刊”的一个重要指标。 虽然它有自己明确的
政治态度，但是仍然能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能用一
种理智的态度看待事件本身。枟东方杂志枠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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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枟东方杂志枠对立宪宣传内容类型统计
Table ２　＂Oriental magazine＂for constitutional promotional content type st atistics

年份 必要性宣传可能性宣传 步骤规划 官制改革 法制改革 地方自治 教育改革 进程报道

１９０５ 年 ４８ ç１５ ^２ �１ Í０ ª１ å１ ]０ .
１９０６ 年 １８ ç１１ ^２ �０ Í４ ª２ å１ ]２ .
１９０７ 年 １６ ç１ H３ �１ Í２ ª５ å１ ]１ .
１９０８ 年 １ w０ H０ �１ Í０ ª０ å０ ]５ .
１９０９ 年 ０ w０ H０ �０ Í０ ª０ å０ ]８ .
１９１０ 年 ０ w０ H０ �１ Í０ ª０ å０ ]０ .
１９１１ 年 ０ w０ H０ �２ Í０ ª０ å２ ]０ .

坚持价值中立 ，与敏感的政治话题保持距离［３］ 。
事实证明，这种明智的办刊理念，为枟东方杂志枠
后来的发展赢得了更多的空间和机遇。

２．地方自治的着力宣传
在立宪运动的内容宣传中，枟东方杂志枠以对

地方自治的宣传最为出彩。清末地方自治运动是
立宪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１９０８ 年清政府在全
国上下的一致呼声中颁行新的政策措施，在全国
推行地方自治。 至 １９１１年初 ，全国大部分城镇都
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 而中央资政院和各省咨议
局的产生，也强化了新式士绅在地方政治中的分
量，促进了政治性团体的发展。 清末地方自治是
近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 。 虽然由
于民众对地方自治的误解和冷淡，加之财政困难，
特别是清廷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没有改变，从而
限制了地方自治运动的作用， 但这仍然是中国政
治现代化的一次进步。

枟东方杂志枠对地方自治宣传报道集中在
１９０６ 至 １９０７ 年，报道数量并不多，一共 ８ 篇，只
占立宪运动总报道数的 ０．０５％，但报道内容质量
却很高，切实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 当时，民众对
自治运动的认知出现了两个极端，一部分人将其
与秦汉以前的诸侯割据自治混为一谈，一部分人
对其毫无概念，造成了立宪运动中的一些困难。
对此枟东方杂志枠撰文枟论地方自治有专制立宪之
别枠和枟中国地方自治制考枠，指出“地方自治乃立
宪时代与民共治之名词，而非专制国所能梦见，亦
既为天下之公言矣。 虽然自治二字，果为立宪国
之专有名词哉。” 此外，枟东方杂志枠还刊发了枟论
地方自治为预备立宪之根本枠、枟论立宪当以地方
自治为基础枠、枟解释地方自治之意义及分类枠、
枟论地方自治宜先行之都市枠、枟论今日宜征地方
税以为实行地方自治之用枠等一系列文章，分别
从地方自治重要性，自治含义普及，地方自治步骤

规划等角度展开宣传，论述精辟，面面俱到，推动
了地方自治运动的迅速发展。 不过由于上层分子
对权力的把控，以及民众的冷漠、无知，自治运动
最终并没能取得立宪派预想的效果。
向来，政治之开明，民众之思想革新，都远非

一朝一夕之事。 在认识到这个事实之后，尤其是
到 １９１１ 年初，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建设完成地
方自治机关之后，枟东方杂志枠逐步放弃了对地方
自治运动的宣传，但它曾经产生过的意义和影响，
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消散的。

３．高质量“选报”提升报道层次
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认为，枟东方杂志枠

能够始终保持刊物的高品位和高质量，首先得益
于它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主编队伍。 徐珂、孟森、杜
亚泉、胡愈之，都是当时代深有学术造诣，能将学
科融会贯通的大师［４］ 。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枟东方杂志枠转载稿件出

处这个角度窥探出它在保证刊物质量、提升报道
层次方面做出的努力。 根据表 ３ 笔者的定量统
计，枟东方杂志枠转载最多的报刊依次是枟时报枠
（７８ 篇）、 枟中外日报枠 （５９ 篇）、 枟南方报枠 （３８
篇）、枟新闻报枠（２９ 篇）和枟外交报枠（２５ 篇）。

枟时报枠是 １９０４ 年创刊于上海的，由维新派
领袖梁启超主编的一份著名的立宪派报刊。 具有
鲜明的爱国主义、支持立宪改革的政治立场，并且
最早喊出了“立宪战胜专制”的时代最强音。 正
是它的清新活力，带动了各报的业务改进。 枟中
外日报枠和枟新闻报枠是与枟申报枠齐名的，并称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上海新闻界的三大巨头的著名报
刊。 一般认为，枟中外日报枠是由晚清维新派著名
领袖汪康年创办与经营的；而枟新闻报枠虽一直宣
称“不偏不党”、“经济独立”、“在商言商”的办报
方针，但政治主张上实际反对义和团运动和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维新———立宪”倾向。

·０７·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８卷



表 ３　枟东方杂志枠转载出处统计表
Table ３　＂Oriental magazine＂ reprint source tables

１９０５ 年

枟时报枠（４８篇） 枟中外日报枠（３６篇） 枟外交报枠（１５ 篇） 枟新闻报枠（１４ 篇） 枟南方报枠（１０ 篇） 枟大
公报枠（９篇） 枟汉口日报枠（７篇） 枟商务报枠（４篇） 枟南洋日日官报枠（３ 篇） 枟时敏报枠（３ 篇） 枟羊
城日报枠（２篇）枟嶺东日报枠（２篇） 枟中华报枠（２篇） 枟同文沪报枠（２篇） 枟警钟报枠（２篇） 枟新民丛
报枠（１ 篇） 枟福建日日新闻枠（１篇 ） 枟东方协会会报枠（１篇） 枟汇报枠（１ 篇） 枟罘报枠（１篇） 枟晋报枠
（１篇）

１９０６ 年

枟时报枠（１９篇） 枟中外日报枠（１６ 篇） 枟南方报枠（１４ 篇） 枟北洋学报枠（１０ 篇） 枟商务官报枠（９ 篇）
枟外交报枠（７篇） 枟申报枠（４篇） 枟新民丛报枠（３篇） 枟羊城日报枠（３篇） 枟新闻报枠（３篇） 枟教育世
界枠（３篇） 南洋日日官报（２篇） 枟经济丛谈枠（１篇） 枟南方日报枠（１篇） 枟国粹学报枠（１篇） 枟领东
日报枠（１篇） 枟政艺通报枠（１篇） 枟北洋官报枠（１篇）枟中华报枠（１篇 ） 枟中国学生报枠（１篇） 枟教育
公报枠（１篇）

１９０７ 年

枟南方报枠（１４篇） 枟时报枠（１１篇） 枟中外日报枠（７ 篇） 枟神州日报枠（７ 篇） 枟津报枠（７ 篇） 枟京报枠
（６篇） 枟商务官报枠（５篇） 枟申报枠（４篇）枟外交报枠（３篇） 枟新民丛报枠（２篇） 枟北洋法政学报枠（２
篇） 枟天津日日新闻枠（２篇） 枟大公报枠（１篇） 枟新闻报枠（１篇） 枟北洋官报枠（１篇） 枟南洋官报枠（１
篇） 枟学部官报枠（１篇） 枟领东日报枠（１ 篇） 枟法政交通社杂志枠（１ 篇） 枟环球中国学生报枠（１ 篇）
枟云南杂志枠（１篇）

１９０２ 年创刊于上海的旬刊枟外交报枠同样是一份
蜚声政坛的立宪派报刊。 内政上明确主张君主立
宪，外交上主张文明排外，然后用内政与外交相结
合的方式振兴中华。 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枟东方杂志枠为“让内地人士，无力遍阅各报
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情”而转载的文章，多
出自这样一些质量非常之高的刊物之中，向先进
者靠拢的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 枟时报枠“立宪
胜专制”的言论一出，枟东方杂志枠也反应迅速，刊
出枟论日胜为宪政之照枠等文章，产生巨大反响。
枟外交报枠抨击清廷外交“以苟安为习惯，取巧之
故智，施之于国际”，指出官员媚外被动，根源就
在专制［５］ 。 枟东方杂志枠就发出社评枟论此后外交
之方针枠相呼应。 “外交之方针何在？ 曰：在逆探
各友邦未至之要求。 而预为之，防则事之。 见夺
于强权者，少在利用四百兆万新之民气而阴助之
长”，中国外交之败，败在专制根源，也败在有民
气而未能用。 枟东方杂志枠这样一种谦虚向学，严
格自我要求的态度，是其能够始终保持高品位高
质量的重要因素。

三、枟东方杂志枠对清末立宪思潮的报
道影响

１．对晚清政治社会的影响
受创办者的影响，早期的枟东方杂志枠是比较典

型的“维新———立宪”派报刊，它在这时期最主要的
政治倾向就是宣传立宪思潮，以推动立宪运动。

总的来说，清末立宪运动时期，枟东方杂志枠
在爱国主义情怀的促使下，以自身的政治倾向为
主线，用各种方式发表、转载文章，引导舆论，构建
自己设想的话语体系，也积极参与其时的报业之
争，争读者争舆论，以施加对当政者及政局的影
响，抒发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实践自身的政治
目的。 事实证明，其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力，也多
是正面的。

枟东方杂志枠揭露黑暗政治，批判封建专制，
倡言改革，推动政治革新的同时也推动社会革新，
从民间深处发掘力量。 它不断揭露丑恶的政治现
象，鞭挞事实，用合法之事实维护公正正义，极大
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说，
枟东方杂志枠在其社会舆论正向引导职责的履行
上，已经完全实现，对中国近现代史之功不可没。

２．读者群的变化与影响
历史证明，中国近现代史中在政治改良、产业

发展、法制建设、教育推广、文化更新、社会改良等
各方面的革故鼎新面貌，都深深受益于近代中国
新闻传媒“开民智”和“引导国民”等功能的发
挥［６］ 。 而枟东方杂志枠于 １９０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创刊
号刊首就明确该刊“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
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受众的分析来窥探
枟东方杂志枠立宪运动宣传产生的影响。 据枟东方
杂志枠早期编辑章锡琛回忆：枟东方杂志枠于 １９０４
年初创的时候，是一种标准的“选报”，剪集每月
报章杂志上的记事、论文，分类刊登，供留心时事

·１７·第 １期 郑月：枟东方杂志枠与清末立宪思潮（１９０５ －１９１１） 　　　



者查考，枟宫门抄枠和枟奏折枠占首要地位，其次才
是时论，只偶然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 因为编这
种杂志完全是剪刀浆糊的工作，他一人在几个晚
上业余时间就能完成，读者并不多［７］ 。
不过枟东方杂志枠几次结构改版及内容调整

之后，逐步实现了对自身“选报”身份的突破，读
者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１９０７ 年 ８ 月起开始的第
一次改版，着重调整了栏目结构，减少了转载比
例；１９１１ 年 ３ 月起展开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改版，
除了保持政治宣传，还大量登载政治、经济、历史、
文学、地理、物理、哲学、宗教等学科论著，正式开
始了由“选报”向综合性学术杂志的身份转变。
枟东方杂志枠能适时推出一些特殊的采编策划方
略，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 鼓励读者和社会思
考、实践，展开了一系列与读者和作者的互动和调
查活动，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追捧。
五四时期的最著名的杂志枟新青年枠每期发

行量约为 １．５ 万至 １．６ 万份［８］ 。 而枟东方杂志枠
在 １９１０ 年，每期的发行量就已经超过 １．５ 万份。
到了杜亚泉接手（１９１１ 年）前后不久，它的发行量
稳居同类刊物之首，巅峰时期的发行量甚至逾 ６
万份每期，发行范围遍及国内主要城市以及美洲
和东南亚的近 ２０ 个城市。 用枟东方杂志枠后来自
己撰文的数据来说，当时它的读者对象“政界约
十之二，高等教育界占十之三，中等教育界十之
二，其他各界及侨胞占十之三”［９］ ，堪称该领域中
的佼佼者。 枟东方杂志枠借助对立宪思潮的宣传
报道和几次重大改版，实现了读者群变化，并能对

大量知识精英施加影响，从而使自身成为清末民
初极具影响力的重要报刊。

四、结语

产生于晚清第一次办报高潮的枟 东方杂志枠，
是晚清最后几年最有影响力的立宪派报刊之一。
枟东方杂志枠在立宪运动宣传报道中鲜明的、区别
于其他立宪报刊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正面谈政
治”的立场。 它能够合理地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
见解，通过版面设计，报道频次，报道风格，报道类
型乃至报道内容的思想性来实现，而不是直接诉
诸笔端，口诛笔伐，用大声疾呼的方式唤醒民众之
思想。 不直接参与党派政论往往会有更多的发展
空间和机遇，通过高质量的“选报”来表达政治态
度一样能达到预期效果。 这种婉转而坚韧的方
法，有如春秋笔法，言尽而意未尽。 在政党报刊大
行其是的时代独树一帜，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
此外，通过对这时期立宪报道所在版面、报道

方式、报道内容、文章篇幅、文章来源以及报道类
型等具体内容的研究，我们发现，枟东方杂志枠在
立宪运动时期的报道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的主

线，它是一份有重点、有担当、有思想、有质量的报
刊，善于把握政治大势，注重积极参与，正面引导。
总之，枟东方杂志枠由“选报”向综合性学术杂

志转变的成长过程表明，拥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
高质量的时政评论才能在报业竞争中占有一席之

地。 这对当下我国地方报刊如何保持发展特色也
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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