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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敛之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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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在位第28年，《大公报》在天津问世，公元纪年是1902年。 

从那时起，《大公报》饱览世事，历经百年沧桑，记下了1个世纪的国家兴亡，并由此成为世

界上寿命最长的中文报纸。穿越百年光阴，《大公报》由桀骜不驯，汪洋恣肆，渐渐归于平

静，而它留下的财富和思索，越来越弥漫于后人心间。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创办的1902年，看似平静，实则玄机重大。那是各种力量分化组

合，各自矛盾此消彼长的一年。这一年，八国联军撤离北京，慈禧和光绪返回紫禁城。两年

前，她听信满洲贵族之词，违反国际法原则，放任义和团攻打驻华使馆和教堂，结果被列强占

了首都。为实现对洋人的诺言，消灭领事裁判权，慈禧宣布改革。 慈禧通过经济改革，使中

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商会每年增加100家，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在教育体制改革中，

慈禧废除科举，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由于日本飞速发展，成为榜样，1902年成了中国人东渡

日本的高峰，王国维、黄兴、廖仲恺、邹容、陶成章、鲁迅均于本年去了东京。而梁启超在横

滨创办《新民丛报》，反对用革命、暴动、暗杀手段重蹈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覆辙。同是1902

年，孙文的《中国日报》与改革派的广州《岭南报》大论战，要求抛弃改革，进行革命。就在

这种百家争鸣的背景下，清末10年，成了传媒先驱们广泛办报的活跃期，《大公报》只是众多

自由报纸中的灿烂一枝。 

1901年，天主教徒英敛之，来到八国联军临时政府控制下的天津，拜会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

天宠。柴天宠虽是传教士，但却经营建筑材料，建教堂致富后，想到集资办报，与英敛之一拍

即合。随后，柴天宠负责集资，英敛之是经理、主笔、编辑，而王郅隆和大名鼎鼎的改革家严

复是出资股东。 

【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英敛之过去只是给一个老先生当书童。那年头文具也沉，什么砚台

呀，书——参考书——都得天天背着。给穷旗人的家里头的小姐补习，一来二去的就跟这小姐

俩人儿彼此有意，而且还写情书。因为中国线装书，中间儿都是折叠的，信就藏那里头…… 

在天津法租界，苦出身的英敛之择取1902年6月17号将《大公报》推上市场，而且第一天便业

绩不俗，竟一举销掉3800份，可谓“开门红”。 

35岁的英敛之政治上属于改革派，在创刊号上，他把办报宗旨定位为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

智，开风气之先，目的是移风易俗，富国强民。英敛之解释说：“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

公”，换句话说，“大公报”应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 

英敛之以“敢言”著称，创刊便大胆议政，对官场怪状和社会风气锋芒毕露，毫不留情，除了

皇帝，英敛之鞭挞一切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和暴发户。《大公报》创刊第2天，英敛之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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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西方报业公例，奉行“知无不言”。第5天，英敛之发表长文，盛赞“皇上有德”，进而

全面否定太后听政，呼吁还权于光绪，由皇帝亲自管理国家。英敛之此举，就连《大公报》第

2代领袖胡政之都认为是不顾性命，“大胆已极”！8月15号，八国联军临时政府把天津交还清

朝，英敛之连续发表社论，指责联军种种暴行。 

【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中国人那时候不是梳鞭子吗？他就把鞭子铰了——那是19世纪满清

的时候——然后呢，跑到天津租界，有日本裁缝，会做西装。做了身西装，回来以后全家是一

片惊慌，说这这这这这怎么得了啊，这出去不得砍头哇。他说，不行，我得示威！他穿上西

装，绕着我们家走一圈，走大街上，让人看看。然后回来了——胜利而归——一边儿脱着衣

服，一边儿说：“说实话呀，这西装是不舒服，真没中国衣服舒服。”后来才发现，他把衣服

架子穿在里头了。  

不仅如此，英敛之要全家都穿西服。苦于弄不清女式西服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便托人去哈尔滨

直接买来，请摄影师到家里拍照，放大后挂在客厅，后来才知道，那竟是俄国女人的睡衣。为

了全盘西化，英敛之还把神童儿子英千里12岁就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读就是十几年。其

间，英敛之与山东省长蔡儒楷政见对立，但无妨友谊，英敛之视官僚如泥沙，自然不把山东省

长放在眼里，但蔡儒楷却崇敬英敛之创办了华北第一大报，英才惜英才，终致指腹为婚。于

是，蔡省长的女儿蔡葆真，作为没过门的儿媳妇，也被很小就送进天津圣约瑟教会女校，接受

西方教育，为的是将来与英千里结婚后能有共同语言。  

英千里的儿子英若诚也是12岁被送进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每天用英语听课。 

【主持人陈晓楠：1905年，新任驻美公使要求与清朝谈判，严禁华工去美国，遭到上海商务总

会激烈反对。他们要求美国两个月内修改《排华法案》，否则抵制美货。美国当然不会向中国

低头，于是爆发了持续8个月的抵制美货运动。老罗斯福总统命令亚洲舰队集结广州，作出攻

击姿态，迫使清朝下令尽力平息运动。袁世凯率先响应，下令查禁反美报刊，导致中国历史第

一次抵制洋货运动，功亏一篑。 

所有人都低下头颅，唯有英敛之还昂着，他依然拒绝刊登美国广告，公开与袁世凯为敌。袁世

凯是直隶总督，总督府设在天津，他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为罪名，禁止邮寄《大公

报》，但《大公报》在法租界，英敛之又有法国主教支持，袁世凯只能在租界以外禁售。袁世

凯礼贤下士，其间曾希望与英敛之交好，但英敛之不为所动，仍对这位炙手可热的权臣整整顶

了10年，直到把他顶死。 

英敛之是满族人，英姓是慈禧所赐，而英太太爱新觉罗·淑仲，干脆就是皇族血脉。因此，

《大公报》对清朝的一切激烈批评，均是出于改革的考虑，而不是要革掉清朝的命。而英敛之

终生厌恶袁世凯，也不是因为袁世凯为满清效力，恰好相反，是因为袁世凯与孙文为伍，断送

了大清江山。 

1912年2月12号，溥仪皇帝退位，268年的大清帝国土崩瓦解，而袁世凯赞成共和，并接受孙文

举荐，继任临时大总统。英敛之办报兴趣全无，终于离开天津，回北京香山隐居。5年后，北

京和河北发生大水灾，淹了103县600多万百姓，英敛之在《大公报》游艺大会上天天登台募

捐，这便是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最后一次联系。水灾平息后，200名孤儿无人认领，徐世昌

总统便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将皇家静宜园拨给熊希龄和慈幼局局长英敛之，营建慈善学

校。在毛泽东1949年从河北西柏坡迁入静宜园双清别墅之前，香山的全部设施和全部园地，曾

全部归慈善学校所有。 

1926年初，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50岁，而山顶裸岩上留下了他的4个大字：“水流云在。”

这4个字，恰好可以明鉴创始人已经故去，但他创办的《大公报》仍在流传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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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敛之与《大公报》 会员评论[共 1 篇] ╠

是英达的曾祖父？ [emli23于2004-1-26发表]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提交 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