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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1822－1864）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族弟，1851年金田起义时，他因种种

原因没有参加，后来在广东组织起义失败，便逃到香港，在香港生活了六年。1859年6月他从

香港来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当时正值太平军由胜转衰的危机时刻，他被洪秀全封为“开朝精

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第二号人物。 

洪仁玕在香港生活的六年中，结识了许多外国朋友，对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土

耳其、日本等许多国家“因时制宜、度势行法”（洪仁玕《资政新篇》）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

的研究，接受了许多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当时的中国属于思想最开放最先进的人物之列。

容闳在《太平军中之访察》一文中评价说“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

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密钥所在”。到天京后，他

向洪秀全呈奏了一篇文章，称为《资政新篇》，主张仿效西洋，实行建工厂、开矿山、修铁

路、办银行、立报馆等等“与番人并雄之法”。虽然在当时的太平天国还缺乏实现这些措施的

客观条件，以至《资政新篇》成了一纸空文，但是，洪仁玕带有前瞻性的思想在近代史上具有

重要的地位，他是中国最早提出国人自己办报思想和新闻理论的人。 

《资政新篇》的开头说： 

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

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则自今而

至后，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国，自国而至万国，亦无不可行也矣。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时

而行而已。 

“因时制宜、审时而行”是《资政新篇》的指道思想，从这个指道思想出发，洪仁玕比较突出

地论述了新闻事业的作用和要求。 

第一，关于报纸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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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认为，报纸的功能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进行舆论监督。在谈到怎样防止“朋党之弊”时，洪仁玕说：“倘至兵强国富、俗厚风

淳之日，又有朝发夕至之火车，又有新闻篇（报纸）以泄奸谋，纵有一切诡弊，难逃太阳之照

矣。”在洪仁玕看来，对付“结盟联党”和“一切诡弊”的办法之一，便是让其“奸谋”“诡

弊”公之于众，使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

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所谓“人心公议”的力量就是舆论的力量。 

（2）传递各种信息。“如设书信馆，以通各省郡县市镇公文；设新闻馆（报馆）以收民心公

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时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

得以通有无。”洪仁玕认为，报纸在传递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民心民情、物价涨落、时

事变化都要靠报纸来反映，而且信息的传播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3）沟通上下情况。“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

篇或暗柜也”。“上下情通”就是上情能够下达，下情能够上传，上下相通，中无壅塞。利用

报纸来“通上下之情”，是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报人的普遍认识和呼声，而洪仁玕则是最早具有

这种认识的人。 

（4）进行道德教化。“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孝也。”洪仁玕把

“教”与“法”看作是治国的两大法宝，主张“立法”与“行教”要相辅而行，而“行教”又

必须借助报纸，所谓“借此以行其教也”，就是利用报纸来进行道德教化。只有法、教并行，

才能收到“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的政治效果。 

总之，洪仁玕对报纸功能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在中国历史上，他最早看到新闻与政治的密切

关系，明确提出“设新闻馆”“以资治术”的主张，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产生和繁

荣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关于报纸和报人的要求 

洪仁玕虽然没有办过报纸，但是他对报纸特点和报人道德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他认为，对报纸

最基本的要求，一是内容真实，二是文风朴实。他说：“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只

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倘有……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所谓“只须实写，勿着一

字浮文”就包括内容和文风两个方面，而内容真实和文风朴实又是相辅相成的。在《资政新

篇》中，他抨击了“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社会陋习，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士之短简长

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帖面陈，俱是谗谄赞誉”。极力提倡“实叙其事，……语语确

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的真实朴素的文风。这一主张可谓是对新闻之本质的真知

灼见。这说明，新闻真实性和文风的朴实问题在国人正式办报之前就已被提出并受到了关注和

重视。 

洪仁玕还提出了对报人的要求：“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

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

以资圣鉴。”新闻官的职位是有职无权的，但应该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不受众官节制，甚至赏

罚也不许众官褒贬，其职责是专收中外报纸，呈送朝廷；同时还应具备“诚实不阿”的品性，

忠于事实，不阿权贵是新闻记者最宝贵的品质。洪仁玕敏锐地认识到了记者品性对新闻工作的

重要性，才把“性品诚实不阿”作为“新闻官”最重要的条件，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有关新闻道

德的最早的表述。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总纲领，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其中创办

“新闻馆”、发行“新闻篇”只是这个总纲领的一部分。虽然由于太平天国的形势日趋恶化并

最终失败，而使这份施政纲领成了一纸空文，但是洪仁玕的新闻思想却没有因为太平天国的灭

亡而失去它的价值。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活动家对新闻事业（报馆）的认识，与洪

 



仁玕基本相同，但洪仁玕却早出了他们二三十年。有人认为，洪仁玕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为太

平天国提出的新闻事业的一系列设想，不但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条件下无法付诸实施，即使太平

天国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也很难完全行得通。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洪仁玕是一

个具有超前意识的先进的思想家，他对新闻事业的设想，是对现实的超前性的反映，是对社会

生活演变态势的预设和期望，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如果太平天国成功，这些建议是可以逐步

实现的。他所提出的设“新闻馆”和“新闻官”一些具体措施，并非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而

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洪秀全对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采纳的。事实上，政府办报、“富民”办报等

一些设想在国外、在香港早已成了现实，在不久之后的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大陆也基本做到

了。不能因为太平天国的失败，《资政新篇》未能付诸实施，就把洪仁玕的新闻思想看成是主

观性很强的空想。洪仁玕对报纸功能的认识及对办报的要求，是符合报纸的实际情况和自身发

展规律的，他在《资政新篇》中清醒地认识到“时势”与“方策”的关系，有些措施“有益于

后，不益于今”，关键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由于时势不利，他的富有务实精神的超

前设想只好留待后人去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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