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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比较看中国当代“二元化”新闻事业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比较，比较近代日本与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起源，发展

过程。共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起源，发展过程两部分作为背景资料，从而引发对

于中国当代“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的现实思考。总体来说，本文是回顾，是总

结，更是探索。 

关键词：“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自上而下，近代，当代 

 

中国和日本同属亚洲，中国盛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在意识形态领

域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和中国的封建社会都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在此之后，

日本和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我们所熟知的，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走

上了富强之路，并在19世纪末成为列强之一，而中国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的阴影下苦苦挣扎，这挣扎似乎遥遥无期。在清政府自

诩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大地，新闻事业在水深火热中艰难发展，为何和日本的新

闻事业有了那么大的差别？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了呢？让我们来做一番探究。 

 

第一部分 见微知著--相似起源中的主动与被动    

1848年，欧洲革命。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其间这段历史，是为近代

史。在这多事之秋，或许还要更早，在外报的影响下，日本和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事

业拉开了帷幕。 

严格来说，日本和中国的近代新闻事业都没有从本国古代新闻事业中直接发展

而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汉代的邸报，唐代的“进奏院状”，到宋朝的民间非

法报刊--小报，再到明清时期的“京报”，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御沙汰书”，

“封回状”，这些上层统治阶级用来在内部交流信息的传播媒介，都没有担负起奠

定两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基础的历史使命。这不可不谓是一个断层。历史的车轮，

并不会因为清王朝和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锁国令”而停滞不前，在矛盾激化

到一定程度，原有的新闻传播体系必然被打破，正如美国佩里舰队打开中国门户，

英国炮船轰开中国大门一样。 

和日本略有不同，更早的时候，外人就已经通过在东南沿海办报，在中国国内

发行，传播基督教义，对清王朝统治下的国土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输入，英国传

教士马礼逊创办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1839年，外人来华

创办了6家中文报刊和11家外文报刊，开办者大都为传教士。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

国政策与禁教政策，其办报活动局限于南洋及东南沿海一带（1）。同时期在日

本，幕府官办的外事翻译机构“洋书调所”，出版两种带有强烈近代传媒色彩的官

方信息传播工具，就是《荷兰传闻书》和《官版.巴达维亚新闻》。 

·"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  

·中国稿酬史略  

·传媒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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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相比，日本或多或少的和外界保持着一些联系，且是由官方的旨意，责

令翻译机构进行的，而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更为封闭，在被动的或许一无所知的情

况下由外人慢慢将近代报业带入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锁国的德川幕府时

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政府是主动了解有关世界的信息的，以《官版.

巴达维亚新闻》为例，虽然仅在统治机构内部传阅，但它被称为日本近代报业的先

驱，是当之无愧的。（2） 

同样是为外报所影响，一个较为主动，一个完全被动，在更深的层次，从民族

个性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说，这细微的差别，注定了两个邻居的新闻传播事业，

一个走向强大成功，一个在黑暗中慢慢摸索的不同命运呢？ 

 

第二部分 近代日本报业自上而下的成功与中国报业屡失良机的不同进程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第13年，即1853年，被美国佩里舰队打开门户之后，慢慢有

外人根据日美间不平等条约（《日美和好条约》《安政条约》《五口通商章程》

等）创办外文报刊，第一份就是英国人汉莎德于1861年在长崎开办的《长崎通讯》

（3）。随后出现了为外人服务的《日本快邮》《日本商业广告新闻》，《日本时

报》等外人报刊，第一家由个人创办的日本报纸《海外新闻》。中国这一时期，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外人在华办报有了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从1840年到19世

纪末，外人报刊一直占垄断地位，数量和语种不断增多，发行范围越来越大。 

可以说，这段时期是中国和日本近代报业的学习模仿时期，不同的是，日本的

新闻传播事业在明治维新之后，走上了迅猛发展的道路，两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

的区别日益明显，进而在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日文报刊也成为进入中国并产生

深远影响的外文报刊行列。我们来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产生日益明显差别的根本原因集中在1868年“明治维新”这一历史事件上，

1868年4月，明治天皇推翻德川幕府政权，颁布诏书，“明定国是”，昭告天下，

推行“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广泛吸收学习外来文

化，全力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4）。在扫空了已具雏形的近代日本政党报刊之

后，加上为己派摇旗呐喊的报刊，明治天皇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御用报刊体系”。

新政推行的过程中，很多报刊被创办，这些报刊都同政府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人们

称这一时期为政府和报刊传媒的“蜜月期”。 

反观中国，日本进行明治维新，从上而下建立“御用报刊体系”和报刊与政府

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期，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5），洪秀全

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另一领袖人物洪仁轩制定了一个企图自上而下实行资本

主义性质改革的基本政纲《资政新篇》（办报思想是其中的重要部分）。（6）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洪秀全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并成功反抗了列强对于中

国的压迫，取得统治权，由洪仁轩按照《资政新篇》自上而下建立新闻传播体系，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仍将处在同一发展水平，至少不会相差很多。但历史已经成型，

无法修改，我们只能按照史书上的结论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清政府和列强势力太

强，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存在阶级局限性。 

19世纪70年代，中国早期改良派开始创办报纸，王韬的《循环日报》出版时间

最长，影响最大。但都没有革命性的力量，王韬本人也在清政府对报业的的压迫下

四处流亡，又25年过去了，日本已经悄然富强，并以“弹丸之国”的舰队打败中国

北洋海师，一批国人猛然惊醒，原来这个昔日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近邻已经欺负到了

我中华大国的头上。维新变法运动开始了，至此，维新派大量办报以期扩大政治影

响，中国进入第一次办报高潮。这是国人第一次有意识的运用新闻传播工具开展政

治运动。并涌现出一批既是维新派领袖又是出色报人的康有为，梁启超。无奈，改

良的希望，在“戊戌六君子”的慷慨就义中灰飞烟灭。中国又一次失去了改变命运

的机会，报业随之进入低潮。 

回头看去，19世纪前中国人试图改变被压迫局面的种种尝试中，只有维新变法

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可比性，中国维新派人士希望通过资产阶级改良是



中国走向富强之路，新闻报业是他们的工具和武器，但他们手中没有权力，而清政

府早已腐朽不堪。光绪皇帝虽有心改良，却难以左右局面。因此，后来的人们意识

到，自上而下进行的改良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也不可能如日本一

样，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改良色彩的报刊体系，也无法建立民间报业

和政府的良好关系。 

 

第三部分 日本近代报业“二元化”之路和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 

或许您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何把日本近代的新闻事业和中国当代新闻事业放在

一起比较？是因为分析到现在，我们渐渐发现，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报业

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和同时期日本报业的可比性，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变法”没

有改变中国国情和报业现状之后，已经远远的落后了。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今天，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正经历着和近代日本报业“二元化”之路极为相似的道路，前

后已经相差百年，但因为社会体制的不同，又产生了种种可能性。这一部分将以近

代日本报业“二元化”之路为参照系，试着分析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何谓“二元化”结构？以日本为例，最为简略的概括是：

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对立和并存的社会结构（7）。具体来讲，就是以往的封建元

素和近代的资本元素在近代历史中长期并存与对立的现象。那么，报业和政府的

“蜜月期”之后，近代日本报业是怎样走上“二元化”之路了呢？明治新政权建立

之后，日本近代报刊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发展了起来。然

而，一旦新闻传播媒介得以壮大，在外来文化和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参照刺激下，

便自然的要求报刊走上自由发展的逻辑轨道，必然与明治政府一厢情愿的国家工具

要求有所冲突。报界开始批判政府，要求新闻自由，谋求同西方一样的新闻传播事

业社会独立地位的道路（8）。 

       明治政府显然不会允许这种趋势的扩大，因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没有消除

明治天皇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当中的封建集权色彩。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政府开始

严格管制新闻事业，1873年，政府颁布“报纸发行条例”，以及之后一系列限制报

刊发行的条例出台，日本新闻史上“黑暗恐怖”时代来临了，新闻报业开始在夹缝

中生存。19世纪末20世纪初，原先的政治性“大报”和猎奇性的“小报”（街头巷

议，逸闻趣事为主的报刊）向盈利性的企业化经营报刊—“中报”转变。 

       新闻传播事业内在规律性的作用，传播工具的革新，促使日本新闻事业资

本实力的不断增强，随着大政时代（1912年到1925年）的来临，日本新闻事业又掀

起了一场新的新闻自由浪潮，新闻界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

果，例如通过揭露高级官吏贪污案件“西门子事件”，迫使山本内阁辞职。但是好

景不长，终于在1918年8月发生了著名的“白虹贯日”事件（9），日本新闻界从此

一蹶不振，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二元化”体制终于在政府的数次强力矫正下最终

成形了（10 P166-167）。 

总的来说，日本“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新闻传播事业的“二元”特性，

那么，究竟是哪“二元”呢？笔者的理解是，这“二元”是推动和制约日本新闻传

播事业的发展的两种力量，一个是新闻传播事业内在规律的推动性，一个是封建集

权因素对于新闻事业的制约性。 

弄清了近代日本新闻事业“二元化”的特性，我们回头来分析一下中国当代新

闻传播事业，是否也具备这种“二元化”特性呢？ 

且不必着急，我们不妨先对从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

国共产党取得领导地位这半个世纪来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一个概括。孙中山推翻清政

府的统治，创立中华民国的过程中，也是以政治报刊作为舆论先导的，并引发了国

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革命派报刊），但是好景不长，随着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

取，昔日为革命派摇旗呐喊的进步报刊受到残酷打压，以“癸丑报灾”为标志，中

国报业进入最黑暗时期。随后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的政

府，这个时期的新闻事业有三种力量组成，除了当局眼中共产党的“非法报刊”

 



外，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喉舌，再就是商业性报刊，此类报刊多为民族资产阶级创

办，如《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等。商业报刊受到很严格的管制，进步报刊

受到查封，进步人士遭受迫害屡有发生，如杨杏佛，史量才遇害事件。不难看出，

从商业报刊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经具备“二元化”特征，只

是此“二元”已经和近代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二元”略有不同：它们一方面在新

闻传播内在规律的推动下进步，另一方面又受着官僚资本主义政府的压榨。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取得统治地

位，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民党政府时

期的“非法报刊”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

喉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统一在党的领导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创造了并正

在创造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精神财富。然而，历史总在发展，社会在发展，党也

在发展，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斗争性，或者说，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

力，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和政治紧密相关的新闻传播事业中，产生了许

许多多问题和矛盾，并且亟待解决。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一部分开头提出的对于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现实思

考，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当代的新闻传播事业是否是“二元化”的新闻传播事

业？如果是，是哪“二元”，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二元”当中的其中一元始

终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内部规律，即：对于新闻自由的不断追求，新闻传播事业

谋求独立地位的要求。如果存在另一元素，那么究竟是什么？ 

如我们熟知并再三强调的，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

是人民的喉舌。这两部分是统一的，不可割裂的，那么，为什么还会产生许许多多

的矛盾，比如人们认为当代中国新闻自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政府控制新闻机构，

并有相关新闻出版法规，新闻事业作为监督政府的一种力量如何得以充分保证？西

方三权分立之外的新闻事业作为第四种势力的体制是否适应中国呢？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中国共产党确实完全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里指的是完全代表，党和政府管理下的新闻传播事业能够自觉地充分地对党和政

府进行监督，党和政府自觉地接受监督，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那么，中国的新闻

传播事业将是完美无缺的。更深层次来讲，大众传播和党和政府的宣传得到完美的

统一，大众传播的规律被充分尊重，党和政府的决定和大众传播的规律丝丝合拍，

那么，所谓的“二元化”体制的两个因素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大众传播规律不断发

挥推动作用，党和政府不断做出完全正确的决议，这两种力量将大力推动新闻事业

的发展。换句话说，这种状态下，党和政府的引导和管理和大众传播的内在规律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新闻自由得到完美的保障，那么，是否可以说，新闻传播事业

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从此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显然，和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现状作一番比较，这种假设过于完美了，现

实总是不尽如人意，党和政府的引导是否永远正确？新闻自由是否得以充分保障？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我们无法保证

这种假设的完美性，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们的新闻事业会走向何方呢？ 

让我们再来想一想近代日本报业的“二元化”之路，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

来实现的，是通过一个英明的君主，或者说历史选择了对日本而言这样一位伟大历

史人物来完成了一个出色的使命。细心思考，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中国，历史同样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自上而下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历史的发展充满

偶然，或许我们可以说偶然中之必然，一种事物的出现，是有其背景和历史因素掺

杂进去的，按照唯物主义的原理，物质决定意识，内在客观规律决定着事物的发

展，这是很客观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能保证作为上层建筑的某个政党，某个阶级永

远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们只能通过自我的不断调整来适应规律，新闻事业

也一律。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必然要不

断地前进来适应客观规律的发展，言论自由是新闻事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没有达



到这个目标之前，它是在不断斗争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仍然是“二元化”的，除了其内在地

要求新闻自由和独立地位之外，另一个制约因素仍然存在，那就是作为上层建筑的

党和政府的局限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作为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新闻

事业也沉积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这需要党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断地巩固并发展自

己的先进性，从而带动新闻传播事业的体制改革，向更合理的方向迈进。 

如果说，中国当代新闻事业仍然是“二元化”的，那么它会走向何方？有很多

种可能，乐观的讲，正如上文提到的完美假设，如果党和政府能够尊重新闻传播事

业的内在规律，帮助新闻事业走上自由发展道路并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那么，我

们最终会实现新闻自由。显然这注定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违背规律的行动和决议

会带来严重后果，也注定会有许许多多曲折。尊重客观规律，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是我们党长期努力的任务。这对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对新时期党领导下新闻传

播事业的严格要求，如何改进自己，如何巩固先进性，如何尽最大努力克服自身局

限性，最大限度消除对于新闻事业的阻碍因素，将是我们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问

题。 

                                                                    

                --2004年12月2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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