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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许多行业倡导“人文关怀”。新闻改革从传者本位回归受

众本位，也与时俱进地提出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邹韬奋在办刊过程中体现的“平民视

角”，全心全意的服务意识，注重树立刊物的“公信力”，追求刊物的创新和特色等，都是现

阶段新闻界在倡导“人文关怀”中所推崇的, 重读其新闻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韬奋精

神”并从中得到启发和榜样的力量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邹韬奋 新闻思想 人文关怀 

九十年代以来，许多领域都积极倡导“人文关怀”。新闻改革从传者本位回归受众本位，也与

时俱进地提出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来源于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潮,它的核

心即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与历史境遇，关注人性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邹韬奋在他二

十年的办刊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一种真挚而深沉的“人文关怀”。胡愈之曾经说：“韬

奋的影响是伟大的，他的影响普遍深入于苦难人民大众中间。他不是什么大作家，可是他的作

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

大众文化运动史上有极重要的位置。”以下我们主要通过邹韬奋所提出一系列新闻思想来透视

其新闻事业的整幅画卷。 

一、 平民视角。 

新闻传媒的关怀方式，应该是在尊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实现这种关怀，采用符合受众 

“文化——心理结构”的方式实施这种关怀。对于邹韬奋，民族苦难是他永恒的兴趣中心，不

仅吞吐着他的文化激情，也吸附了广大百姓的热切目光。邹韬奋认为，人民报刊的基本任务

“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一方面在能反映社会大众的公意”，“一个报纸对社会能起引导的作

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够灵敏地意识社会大众的真正的要求，代表

着社会大众的真正的利益……换句话说，我们要极力使我们的文化工作能影响到大多数人，影

响的范围越广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大。”要成功地“教育大众，指导大众”，就要设身处地为

大众着想，了解、同情大众，以这种责任感为源动力，才能实现真正的“平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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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在刊物的内容选择、文字运用、栏目设置上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内容上：“农人的苦

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都是本刊已载过

的材料，也就是本刊替民众里面最苦的部分，对于社会的呼吁。”对于理想中的《生活日

报》，他谈到，“必须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必须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

必须是五万万中国人（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要用敏锐的

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怎样的‘精神食粮’”在

《生活日报》创刊词中，他郑重地宣布，“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

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文字上：“力避

‘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一九三六年，在《我们需

要的稿子》中更明确地宣布：“我们所要求的是表现的具体，精致，真实，通俗，不是抽象的

公式，无内容的滥调，高不可解的文字，流俗的形象。”他认为专家应训练自己能把专门的知

识用通俗的方法灌输给大众。不但要“有价值”，更要“有趣味”。栏目设置上：邹韬奋主持

的“小言论”介绍、客观评论国内外大事，不偏于一党一派，不少读者常常一有大事发生就等

着看邹韬奋的这一栏目；“读者信箱”从青年前进的方向到选择职业，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

上的问题都加以关注，影响也很大，常常结集出版。在《生活日报》上，他强调“本报以后要

竭力注意学术版，尽量设法介绍各种新思想新知识，以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 

二、 全心全意的服务意识。 

“为人民服务”这个响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最先提出来的。邹韬奋生前不是共产党员，但却

一直为这个口号奋斗。毛泽东同志曾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邹韬奋“与读者的悲欢离

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这些都与他的责任感、爱心与奉

献的精神相契合。《生活》周刊刚办时，“只是两个半的同事干着”，邹韬奋“自己拆信，自

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遇到必要的时候，还须代为请教专家。拿笔之

外，还须跑腿”。他曾打比方说，“做编辑的人好象是读者所用的厨子，所差异的，不过厨子

所贡献的是物质食粮，编辑所贡献的是精神食粮。”在“生活书店”的《店务通讯》中，韬奋

要求同人“发展服务精神”，“服务不仅仅是替人做事，而是要努力把事做得好。所以我们不

但做事，而且需要做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等等。而最要紧的是能认识服务的意

义，存心不要怕麻烦。”1944年初，病榻上的邹韬奋在写《患难余生记》一书之际，仍不忘提

出“服务精神”。他说这是生活书店最可宝贵的八种传统精神之一（一曰坚定，二曰虚心，三

曰公正，四曰负责，五曰刻苦，六曰耐劳，七曰服务精神，八曰同志爱）。“由于这种疲而不

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生活的读者也就把他视为最可靠的最亲爱的‘好朋

友”。我想，现在，只要我们时刻不忘记我们的受众，处处为受众着想“人文关怀”的倡导就

不会只停留于口号和理论探讨之上。 

三、科学对待采访、批评和广告，树立刊物“公信力”。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媒介的竞争一定是“公信力”的竞争。《南方周末》以其深邃的思辩力

量和坚定的民生立场，拥有广大的知识型受众，在广告词中，它自信地说到，“我们的读者有

思想，我们的读者有责任感，我们的读者占有社会资源，我们的读者影响中国发展。”“公信

力”是办刊“事业性”的结果，也是办刊“商业性”的基础。首先，“人文关怀”的采访。时

下有人戏说“防火，防盗，防记者”。早在1929年，邹韬奋就曾撰文《猫捉老鼠的新闻记者》

同情名人面对无孔不入的记者不能“来去自由”，其中一例让人忍俊不禁，“据说美国名记者

君常常怀疑名人这样装作写字备摄的时候，到底写些什么，有一次他‘捉’住上议院议长在办

公室中这样摄影，摄毕有意斜着眼看他写了什么，却见纸上写着‘滚蛋’‘Go to heel!’” 

邹韬奋说，“其实新闻记者不惮的对名人实行‘猫捉老鼠’的手段，也是为社会的读者，社会

是应该感谢的，不过依我愚妄之见，觉得倘与国家或社会无重要关系的事情，似乎可以放松

些。”这一点对于今天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虽然名人作为公众人物，相对普通人而言，隐私

少一些，但名人也是人，也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如果记者能如邹韬奋所说把握好度，戴安娜

 



这样的悲剧就不会重演。其次，立足于“治病救人”的批评。报刊媒体因其宣传的广泛性、权

威性，开展舆论批评非常有效。邹韬奋在1932年发表的《对于批评应有的态度》一文中对于报

刊上的“批评”有科学的看法，“就批评者方面言，有两点最为重要，一为动机要纯洁，二为

是非要清楚，”“所以批评者宜视所欲批评的问题与社会大众福利有何关系，其目标非对受批

评的个人或一二事实的本身存何挑衅的意味，……则意在为社会造福，或为社会除害，……方

不愧于所谓‘民众喉舌’”“谩骂徒养成浅薄浮躁之风，而真正合理的批评则可使人养成冷静

的头脑，缜密的心思，与辨明是非的能力。”同时，他也认为，“真理愈辨而愈明，民间即有

所误会，其消除方法，莫善于说明，说明能启其思想，开其茅塞，而坚其信仰之心”因此，受

批评者也应虚怀若谷，正视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再次，选载广告的责任心。为了保持

出版物的独立精神，邹韬奋并不一般地反对赚钱，相反，他和他的同人还很擅长经营和管理。

但从《生活》周刊到生活书店，邹韬奋一直坚持不赚不义之财。他对广告收非常重视，但对刊

登广告的限制却非常严格，规定“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

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凡不忠

实或有伤风化之广告，虽出重金，亦不为之登载”。对于《生活日报》的广告登载及选择上，

他认为，“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入，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

益，……报纸为了广告费的收入，加以登载，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有要负重大责任。”由于邹

韬奋领导下的报刊和“生活书店”想读者之所想，把文化的食粮深入到每一个角落里去，它得

到了最广大读者的爱护与支持，黄炎培在抗战期间广游各地，当看到“生活书店”每一个分店

从早到晚都拥满着热心的读者和购买书报的人时，深深地为之感动。这应该是我们现代媒体全

力以赴追求的，有如此广大的受众作为推动力和基础，报刊哪能没有号召力？ 

四、追求创新与特色。 

创造精神来自于读者的高度责任感，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有所得，而不至于浪费时间与金

钱，这不仅是优质服务的表现，更是一种深沉的人文关怀。对创造精神的重视和追求，贯穿了

邹韬奋的一生。首先是要有创新，与时俱进。《易经》的精髓就是“变易”，变易就是“与时

偕行”、“适时而进”，就是“与时俱进”。邹韬奋的“与时俱进”表现在学识经验上，社会

进步的思想上，“继续不断的努力和继续不断的研究，是事业成功之母，是可宝贵的精神；有

了这种精神的人对于他所做的事情才能有心得，才能使自己的学识经验一天比一天的进步，才

能使他的事业发挥光大，与时俱进，不是那些因循敷衍，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人所能梦

见。”“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

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

会进步时代而俱进。”邹韬奋要求报刊的社论要起到“代表舆论”、“指导民意”的作用，

“至少也要给与读者对某问题获得多少知识或卓见”，反对“以不关痛痒的文章敷衍成篇”。

其次是刊物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反对“尾巴主义”。“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

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

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在他第一次流亡考察

英法等国的新闻事业时，很关注报纸特色的重要性，他说英国的报纸“第一可注意的是各报有

各报的特点，极少雷同”。谈到法国的晚报《巴黎时报》销路虽小却有影响力时说，“可见办

报必须有其特点，有了特点，销数虽少，还是有它的力量。” 

【结语】邹韬奋以对大众的责任感为动力，用“平民视角”办刊办报，不断追求创新，用“尽

忠代谋”的服务精神，逐步树立起刊物的公信力，从而拥有了忠诚于“生活”的读者。我们这

个时代不喜欢表演而崇尚自然，新闻媒介采取“平民视角”采访、报道能使媒介贴近大众，大

众才会信任媒介。从“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冰点”告别精英回归平民视角到“南

方周末”的“让无力者前行，让悲愤者前行”的民生立场，芸芸众生的命运，他们身上体现出

的坚韧、善良和正义感让普通百姓感到真实，并产生共鸣，在营造这种亲和力的同时，媒介也

拥有了自己的影响力。象《凤凰卫视》的栏目《小莉看时事》、《杨澜工作室》，《实话实

说》中的主持人，都是以个体展示在观众面前，更真实、更易于交流，这种变单向传播为面对

面交流的新形式常能培养起受众的信任感和忠诚度。谈话节目的盛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新闻



传媒日益关注于“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生活。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来

看，要建立起传媒的“公信力”，引导大众需求向更高层次发展，做到“代表人类文化前进的

方向”，对受众的“人文关怀”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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