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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才有自己的地位和特色 ——《我们不要皇帝》
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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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何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讲求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是每个新闻工作者应该

思考的问题。本刊特发表两篇文章，分别对《人民日报》的评论《我们不要皇帝》和消息《省长现场

办公》进行评析，从中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近现代报纸早已完成了“以政治为本位”到“以新闻为本位”的转变。但
是，最具有舆论影响力的评论，仍然是今天报纸上最富有指导作用的文
体。在历届新闻名专栏评比中，《人民日报》署名评论专栏——“人民论
坛”均榜上有名，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该专栏今年4月25日发表的《我
们不要皇帝》颇受读者欢迎，其原因之一也正是如此。 

请看，有位同行在来稿中写道：“皇帝意识”在侵害人们的问题，许多同
志都有感觉，但未能从政治、理论高度去认识，《我们不要皇帝》一文却
做到了。可谓挥洒出了人人意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所无。《人民日报》
多发这样的评论，就真正高出一筹，让同行服气。 

从题材上看，这篇署名评论可归入文艺类。作者高明之处在于，跳出文艺
而紧扣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和反映人民群众关心的迫切问题，从而为笔下
文字赢得了权威和生气。文章起笔是，九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
而九十年后的今天，皇帝幽灵仍在我们的影视剧和书刊中游荡。接着，作
者又从文艺说开去，写道：“不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僻的乡村，
以‘皇’、以‘帝’命名的宾馆、酒楼、娱乐场所到处可见。更为有害的
是皇帝意识还在侵害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特权思想、家长作
风、裙带观念、等级意识、帮派倾向、人治思维等等，无一不是皇帝意识
的衍生品，无一不是我们发展和进步的障碍。”行文至此，已是别有洞
天，但作者并未止步，而以这样一节文字来收束全文：“我们不要皇帝，
我们也不要皇帝意识。我们要的是主人地位，要的是民主意识。皇帝早已
被时代所唾弃，皇帝意识应该也必然要被我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堆。”真
可谓是“豹尾”或曰画龙点睛之笔。这样说不为溢美，其一是因为此文论
及的“主人意识”、“民主意识”是今天有关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和人民
群众关心的一个迫切问题；其二是因为在此之前，尚没有评论提到皇帝幽
灵仍在影视剧和书刊中游荡会危及我们的“主人意识”、“民主意识”。 

《我们不要皇帝》一文的成功，再次说明，《人民日报》的言论“要抓住
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迫切问题”⑴来发言，即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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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才有自己的地位和特色”⑵，而“扬长就是要在发挥优势上下功
夫”⑶。 

曾记得1986年6月15日，丁关根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在《人民日报》创刊
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时，明确指出：“人民日报在50年的奋斗历程中，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优势：在报纸地位上有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优势，有权威
性、指导性的优势；在自身素质上，有优良传统的优势，有人才济济的优
势；在新闻宣传上，有理论社论评论的优势，有层次高、分量重的优
势。”⑷可否这样理解：正是这些优势，使《人民日报》的言论可能而且
必须“抓住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迫切问题”来发言，且
不论是从“大江东去”切入，还是从“小桥流水”写起。 

注释： 

⑴⑵⑶⑷均引自丁关根同志《在人民日报创刊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新闻战线》杂志1998

年第7期。 

附录： 

我们不要皇帝 

□王义堂 杨锐 

九十年前的辛亥革命，将最后一个封建皇帝从龙椅上拉了下来。 

九十年过去了，皇帝的幽灵似乎还在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游荡。 

打开电视机，看看我们的影视剧，演了皇帝演皇后，演了皇后演妃子，演了妃子演太监……父父子

子，君君臣臣，正史、别传、演义、戏说，无穷无尽。到书店里看看，有关皇帝、皇宫题材的图书版

本多样，且花样翻新，有的鸿篇巨制，装帧之精美华贵，几可称“极”矣。 

这些“剧”，这些“书”，仅仅从艺术上看，也有一些精品。其中的一些艺术形象也受到读者和观众

的喜爱。然而，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内容不健康的作品，艺术性越高，危害越大。正是在这

种“喜爱”中，皇帝意识不知不觉侵蚀着我们的头脑，毒化着我们的生活。 

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度，皇帝之多，皇权统治的历史之长，在世界各国中都是罕

见的。如此多的皇帝，如此长的皇权统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并且肯

定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进步。我们也清楚地看

到：当欧洲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挣扎的时候，中华民族已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十五世纪之

前，中华文明始终是人类文明长河的导航船。但欧洲以文艺复兴为起点，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

创造了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我们现在在银幕和荧屏上表现最多的、统治达二百多年之久的清王朝，

虽有康熙那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仍无法改变制度的落后、腐朽、反动。恰恰是清王朝的帝王

们，最终使中华文明衰落了。一八○○年我国生产的财富，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三，到一九○○

年锐减到百分之六点八，使我国一步一步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使我们的民族饱受列强的欺凌。这

就是历史过于悠久的封建王朝的“伟业”，这就是我们一些人至今津津乐道的封建皇帝的“功德”！ 

为了推翻帝制、打倒皇帝，中华民族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儿女。但封建王朝灭

亡的时候，它的尸体并没有装进棺材被埋葬。尽管新中国已经建立五十多年了，但封建王朝的尸臭还

在毒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现实，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那样：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

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死人还在抓住活人不放。皇帝推翻了，但皇帝意识还沉淀在一些人意识

的最底层，一有机会就会沉渣泛起，酿成新的悲剧。不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僻的乡村，以

 



“皇”、以“帝”命名的宾馆、酒楼、娱乐场所到处可见。更为有害的是皇帝意识还在侵蚀着我们的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特权思想、家长作风、裙带观念、等级意识、帮派倾向、人治思维等等，无一

不是皇帝意识的衍生品，无一不是我们发展和进步的障碍。我们的文艺作品，承担的责任是扫除皇帝

意识，而不是强化皇帝意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满怀激情赞颂人民群众创造新世界的伟大实

践，而不应该为锈迹斑斑的封建锁链唱挽歌。 

我们不是皇帝，我们也不要皇帝意识。我们要的是主人地位，要的是民主意识。皇帝，早已被时代所

唾弃，皇帝意识应该也必然要被我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人民日报》2001年4月25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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