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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戍变法后又号更生，广东南海县

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之一，是戊戍变法运动中著名领袖，也是

清末民初中国资产阶级报业的先驱。他的学生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若夫他日有

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述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

所自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他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

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梁启超和毛泽东对康有为的评价，说明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

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他的维新改革思想和活动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中国的思

想、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康有为主要不是以一个报人而名垂青史的，但

是，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却有重要的地位，从1895年《万国公报》创办到1917年《不忍》杂志

的复刊，康有为的报业活动长达23年之久。他一生亲自创办的报刊在7种以上，如著名的《时

务报》《知新报》《清议报》等。康有为的报业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不是作为某一家报

刊的经理和主笔从事具体的办报工作，而是作为统帅者，从事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的领导和指

挥活动。因此，康有为的新闻思想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为变法维新、自强救国而办报的思想 

人们做任何事情，往往首先要确立一个目标，即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王韬当年办《循环日

报》时说，他办报是为了“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康有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办报的动

机是什么？简言之，就是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目的。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改良

派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为《万国公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接

受和支持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的政治主张。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

“以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而京师无人敢创报以开知识，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

公大臣始不可。乃与送京报人商，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纸墨银二两，自捐此款。令卓

如、孺博日属文，分学校军政各类，日腾于朝，多送朝士，不取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

议一变焉”。这段自述告诉我们：《万国公报》是康有为有感于“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

的现状，免费送给别人看的。私人出钱办报，并请人送给达官贵人阅读，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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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康有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怀抱着强烈的救世情怀，用他自己的话

说：“既会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康有为《康

南海自编年谱》）。终其一生，在他２３年的报业活动中，的确是只有政治目的而毫无商业动

机的。 

从《万国公报》开始，在康有为亲自领导下创办起来的报刊，如《中外纪闻》《强学报》《时

务报》《知新报》等改良派报刊,，都是他们推行变法新政、开展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这一

时期创办的报纸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视政论，重视宣传，政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新闻，

这也是政治性报纸的重要特点。如在《强学报》创刊号上，康有为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强学会

序》。在这篇文章里，他指出庞然大物骆驼、大象、骡子、马和牛，形体比人大几倍，然而却

被人宰割，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弱”和“愚”。我们中国土地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比欧

洲多一倍，“可谓庞然大魁巨矣，而吞割于日本”，原因就在于“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

过”。因此，他认为，中国要摆脱愚弱的状态，必须自强，要自强就必须学习和团结。“学则

强，群则强，累亿万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为达“合什百亿兆人共学”之目的，就必须创

办《强学报》。文章言简意赅，感情沉挚，激发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爱国热情和对国

家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从1895年创办《万国公报》开始，康有为的创办和指挥的报纸、杂志

无一不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来看待的。他的办报动机和报业活动，主观上是他实现自己救世

理想、宣传政治思想的举措之一，但在客观上提高了人们对报纸政治宣传功能的认识。 

二、关于报纸的四种作用 

康有为对报纸作用的看法主要反映在《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一文中。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

了著名的“四端说”。“臣窃考之，报馆之盖，盖有四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

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其善一也；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其善二也；翻译万国近

事，借鉴敌情，其善二也；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其善四

也”。（《康有为政论集》第322页）康有为在论述报纸的作用时，主要是站在朝廷的角度看

问题的。他着力考虑的是报纸对于政府和政治的影响，而报纸与社会和民众的关系，则不在他

的考虑之内。这是康有为新闻思想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康有为关于报纸的四种作用，较之于前人有无新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将它与王韬的思想进

行比较。 

  王韬认为报纸的作用，一是广见闻，即扩充读者各方面的见识；二是通上下，即“上下相

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三是通内外，即“达外情于中朝”，“布中情于远

地”。四是辅教化，即“俾众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 

   康有为认为报纸的作用，一是匡政府所不逮，即通过撰写论说和陈述时事，为政府作参

谋，备朝廷之采择；二是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即反映各地情况，利于朝廷了解下

情；三是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即让朝廷了解外国的情况；四是宣传新政，即让朝廷了解

新政的推行情况。两相比较，康有为对新闻功能的认识与王韬有两点比较相近，即达民隐、鉴

敌情与王韬的通上下、通内外的内容基本一致。但匡政府所不逮与宣传新政的看法则是康有为

独特的思想。有人认为“康有为的新闻思想比王韬的新闻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新闻界人

物•康有为》孙文烁著第66页）就是因为康有为把报纸看成是替政府拾遗补缺和推行新政的工

具。客观地说，在报纸功能的范围上，康有为的思想的确比王韬有了新的扩展，注意到了新闻

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强调了新闻在政府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新闻与民众的关系上，即

新闻对民众的影响问题上，康有为不及王韬认识得充分。 

   康有为的新闻思想较之于王韬，既有新的补充又有自身的缺限。这是由他们各自的政治地

位和个人经历所决定的。王韬虽久有用世之志，但不仅一生未受到清政府的青睐，相反因上书

太平天国事件被清廷辑拿，在香港过了23年的流亡生活，直至晚年才回到上海定居。他称自己

是“ 弢园老民”、“天南遁叟”、“淞北逸民”，正反映了他一生的辛酸坎坷和英俊沉下僚



的处境。而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中，声名大振，曾受到光绪皇帝的亲切召见，被赐与“总理衙门

章京行走”的官职，有“专折奏事”的权利。康有为一生都念念不忘光绪皇帝对他的知遇之

恩。虽然因为103天的维新变法的失败而流亡海外达16年之久，但他始终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

份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这与作为政论家的王韬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他们从各自的

社会地位和现实的需要考察了报纸的作用和功能，加深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其功劳都是不可磨

灭的。 

三、设官报裨补新政的主张 

  官报就是由“国家设立”的报纸，是与民办报纸相对而言的。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上了

一道奏折——《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他希望光绪皇帝下令将《时务报》改为《时务官

报》，并成立官报局，管理各省民间设立的报馆，并建议由梁启超“总持其事”。 

   在这份奏折里，康有为着重阐述了办官报的必要性和大体的做法。他认为之所以要办官

报，一是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榜样，“昔日本维新之始，遣伊藤博文等游历欧美，讨论变法次

第，及归，则首请设官报局于东京，报章一依西例，而伊藤自著笔记，乃至举西人一切富强之

原皆归功于报馆”。他还列举了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地球报》、法国的《巴黎时

报》、俄国的《圣彼得时报》、日本的《东京报》等，认为这些报纸“皆国家所立，虽为官

报，风行天下”。当然，说这些报纸都是官报是不准确的，但康有为不过是借西方报纸来论证

办官报的必要性。二是变法维新的现实需要：“自古创业定难之君，必赖广听兼纳之益，况今

万国交通，时局大异。变法之始，条理至繁，虽皇上圣明天禀，然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舍阅报

无由；中外诸臣，半属守旧，不谙外务，无以奉行新政，欲变法而诱导之，亦舍阅报无由；至

于各省学堂生徒，造就之为他日之用者，必以周知四国为当务之急，又不待言矣。”外国的经

验和现实的需要都充分说明办官报之必要。康有为的这种认识在当时的确是比较先进的。 

   官报应如何办？康有为心目中的官报自然不同于历史上专登上谕、奏折、官吏任免的邸

报。他主张现在办官报，就是要像《时务报》一样，“一依西报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明。

其中论说，皆按切时势，参酌中外，切实可行。所译西事，详言兵制、学校、农矿、工商各

政，条理粲然”。限于当时的认识，康有为只强调新办的官报要“议论明达，翻译详明”两

点，这对于近代的报纸显然是不够的。 

康有为的官报思想并非他的首创，一方面因为官报在中国早已有之，正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

史》中所说：“我国之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

我国乃与官阅也。……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

无影响”。另一方面，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提出的“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

价低昂、事势常变”和“兴各省新闻官”的主张，实质上也是主张官方办报。但康有为官报思

想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提高了官报的政治地位和强调其在“奉行新政”中的巨大作用，而用

明确了“一依西报体例”的新的办报方法。这是变换了脑质、开阔了眼界之后的先进的中国人

对中国封建官报的否定与超越。 

四、党报思想 

    如果说康有为的官报思想是他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为了“宣上德而通下情”，使“上下一

心，君臣同德”（《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而提出的话，那么，他的党报思想则主要是

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为了本党的利益而提出的。康有为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政

党也，甲午东败乃始倡之于京师，曰强学会……戊戍拓而大之为保国会，……己亥开之于海外

则曰保皇会，丙午诏定立宪，则易名为帝国宪政会，其遍行之内地十五省，则名为政闻社，

……经十七年而后有今政党之光明出现也”。康有为把他组织的强学会、保国会、保皇会、帝

国宪政会、政闻社等都视为政党，而且在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中，他常常是把办报作为其政党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形成了他的党报思想。 

 



第一，调报纸在政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就认识到

“思开风气，开智识，非合大群不可”，“合大群非开大会不可”，而开会“非有报馆不可，

报馆之议论既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康南海自编年谱》）他说的“开会”，就是

组织团体，这也是其政党思想的萌芽。基于举会“当以报先通其耳目”的认识，康有为创办了

第一份政党报刊——《万国公报》，“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变”，京城的官员

“渐知新法之意”。（《康南海自编年谱》）自此以后，康有为根据形势的变化，每成立一个

新的组织，都将办报作为一项不可缺少的大事来抓。1895年他在强学会章程中，把“刊布报

纸”作为强学会的四大任务之一。1897年，成立圣学会时，他说“桂林僻远，尚无报馆，何以

开耳目而增识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98页。）；1900年建立保皇会时，他要求“开

印报纸，传于各地，发明大义，鼓舞大众”（《保救大清皇帝会例》）；1906年建立中华帝国

宪政会时，又要求“党中各报”都要刊发新会名、会章之事，“以公众听，而慰众望”，这充

分说明，康有为从来就把办报看成是其党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要求“本党机关报”要大力宣传“本会主义”，成为政党的喉舌。康有为的办报活动自

始至终都具有明确而强烈的政治目的。从强学会 到宪政会，他始终把报纸当作宣传政党纲领

主张的工具。在《强学会章程》中，他要求“今之刊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详新闻，凡于

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臣细毕登，会中事务附焉”。当时的强学会的宗旨就是“求中国自强之

学”，故报纸“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臣细毕登”。1897年，他在《圣学会会章》中要求

“今之刊报，专以讲明孔道，表彰实学，次及各省新闻、各国政学，而堂堂      美举，会中

事务附焉”。1900年，康有为建立了保皇会，把保救大清皇帝看作是保皇会的最高目标，因

此，他要求“开印报纸，传于各地，发明大义，鼓舞大众”。所谓“大义”，其实质就是“忠

君爱国救种”。在1906年的《国民宪政会简要章程》中，康有为更为明确地提出：“吾会报馆

十余，遍于海内外，以此实力发本会主义，更当筹款增设各报于各省，此为推广会事要着”。

这里的“本会主义”指的是“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党报思想一个明显

的特点，就是政党的机关报必须充当政党宣传其主义的喉舌，以宣传政党的宗旨纲领为己任。 

第三，党报要服从政党的统一领导。康有为认为，作为政党的宣传工具，在政治目标、宣传宗

旨、宣传内容等方面应该适应政党的需要，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形成强大的宣传攻势。在

1898年4月制订的《保皇会章程》中，他要求“本人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

宗旨，其它不得旁及”。1906年10月制订的《国民宪政会简要章程》规定：“以上章程为吾党

第一大事，凡《维新报》、《文兴报》、《新中国报》、《华东报》、《总汇报》、《新民丛

报》、《国事报》，一律立登勿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

个政治派别，其影响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创办了一批政论报刊，其政论报刊宣传

声势的形成，又得力于康有为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得力于其党报思想的影响。 

五、报业管理思想 

康有为的报刊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设立“京师时务官报局”统一管理全国

的新闻业。他在《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中向光绪皇帝建议：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

报》，设立“京师时务官报局”，“每月提拔五百两为京师官报局之用”，由政府拔款办官

报，这样使“天下官吏士民，莫不濯磨于新学，劝厉于实用”；同时，官报局的职责，不仅要

办好官报，而且还要管理审查“各省民间设立之报馆”，“撮其精善进呈，以备圣览，具有悖

谬不实，并令纠禁”。康有为提出这些主张，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全国舆论，推进变法维新事

业。虽然，由于维新运动的失败而未能实现，但他提出设立官报局来统一管理全国新闻业，这

对于政府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二是制订报律来保护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在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呼吁制订报律的是郑观应。

他在《自强论》率先提出“定商律、报律、开报馆”的主张，希望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言

论自由。继郑观应之后，康有为又提出了“定中国报律”的主张。 



1898年8月9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了《请定中国报律折》，他说：“惟是当开新守旧并立

相扎之时，是非黑白未有定论。臣以疏逖卑微，忧时迫切，昌言变法，久为守旧者所娼嫉，谤

议纷纭。……然他日或有深文罗织，诬以颠倒混淆之罪，臣岂能当此重咎”。就是说，在没有

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任何“昌言变法”的言论都可能被守旧派“深文罗织，诬以颠倒混淆之

罪”。当年的《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就是因为杨祟伊的参奏，以“植党营私”的罪名被封

禁。康有为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为此，他对光绪皇帝说：“臣查西国

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可否由臣将其书译出，凡报章中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

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缮写进呈御览，审定后，即遵依办理”。

康有为的“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的主张，是对封建制度下随心

所欲压制报刊言论的否定，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争取出版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举措，虽然，因

为变法运动的失改而未能产生这部法律，但却反映了康有为对新闻舆论与法律保障之关系的深

刻认识。 

三是加强报刊内部管理，提高其竞争能力。1897年他在给广西圣学会领导人的信中，集中地谈

到了他的报刊管理思想，其内容有：1、各种报纸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会中报必须妥定条

例，勿与《时务》、《知新》两报有重复之诮”。2、各种报纸应该面向全国，具有广泛的影

响：“会中报必须征引详博，议论宏通，匪特为粤西戏诫，且将为天下观瞻耳。”3、报纸的

编排必须做到版面内容明确，便于读者阅读：“会中报必须条理秩然，若棼乱无纪，则一二报

后，读者将拟言讥谲之，不能行远矣。”4、报社应有足够的人才：“会中报必须多请一二人

相助为理，……是为第一义，当速行。” 

康有为的报刊管理思想对当时改良派报纸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有效地促进了改良派报刊的

繁荣发展，提高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水平，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新闻理论的宝库。但

是，作为一位政治家的康有为，毕竟没有亲自办过报，他不是一个职业报人，因此，他的新闻

思想更多地是从报纸的政治宣传功能和党派利益出发而进行思考的，而对于报刊自身的特点、

规律和业务理论的探索则显得不足，这既是康有为新闻思想的特色，也是其明显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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