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日益关注国内外时事，对即将召开的关系中国权益的巴黎和会、对涉

及国家前途的南北和会尤为关注。这就迫切要求报刊加强时事政治的报道和评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决定

另外创办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纸《每周评论》。它和《新青年》相互配合补充，《新青年》“ 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

论》“重在批评事实”。两者共同“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把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每周

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1919年8月31 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共出刊

37期。前25期由陈独秀负责主编，他和李大利都是主要撰稿人，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倾向社会主义。但从第26

期起，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出走，在胡适接手主持下，它改变了革命的政治方向，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成为宣

传实用主义的刊物。 

   《每周评论》大力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时事报道评述。陈独秀在发刊词中笼统地提出以“主张公理，反对强

权”为宗旨。他著文指斥中国的政治是军阀们的督军团和外国驻华使节的外交团互相勾结压迫人民的“两团政治”。《每

周评论》揭露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编练“国防军”，准备进行内战，武力统一中国的新阴谋，并讽之为“家

防军”。它还揭露了在上海召开的所谓南北和会上军阀门争权夺利的真面目。但是，创刊初期，陈独秀在文章中又流露出

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对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抱着怀疑观望甚至非难的态度。后来，随着巴黎和会的进

展，帝国主义侵略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海周评论》逐渐改变了这种错误观点，转而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罪行，歌颂十月革命。 

   《每周评论》配合《新青年》，支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斗争。第12号全文刊出林纤在上海《新申报》发表的影

射小说《荆生》，加按语指出：它是“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新文学运动。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的

《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正告顽旧势力：中国觉醒的青年断不怕荆生一类压制思想的“伟丈夫” 的摧残！ 

   《每周评论》不仅政治思想内容丰富，议论精辟，而且在报纸类型上也是一种创新。这张4开4版的小型报纸，栏目新颖

多样，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

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除正张外，有时还抓住重大事件，增出

“特别附录” 一张，随报赠送。如《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新潮》杂志评介称赞

《每周评论》说：“读它的人可用最廉的代价最经济的时间，知道世界上最新最要的事件。” 在《每周评论》的影响下，

当时全国各地曾相继出版了一批和它相类似的时事评述性周报，如湖南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浙江的

《钱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新闻界大力报道评论，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上空前一致，对推动运动的广泛深人

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始举行，国内报刊连续进行报道。4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社、北京晨

报社等83家新闻单位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呼吁新闻界消除党派歧见，结合群力，以期能做到“外为和会专使

之后盾，内作南北代表之指导”。5月2日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群情

激愤。3日晚上，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学生社团得知北洋政府拟让代表团屈辱签约的消息，连夜召开北京各大专

院校学生大会，《京报》社长、名记者邵飘萍在会上讲演，鼓动学生“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会议议决次日在天安门举

行群众集会，抗议卖国外交。第二天，伟大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5月5日北京《晨报》突出报道“五

四” 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示威的消息，刊发学生散发的传单、标语和外交委员会会长等向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学生的呈

文，并配发社论《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京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全力报道声援。一向保守的上海《申报》、

《新闻报》、天津《大公报》、北京《益世报》等均作醒目报道，一致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迅速传播了中国人民“外争主

权，内除国贼” 的呼声。全国报界联合会通令全国报纸拒登日商广告，显示报界一致对外的爱国立场。 

   在众多的报刊中，《每周评论》对于五四运动的报道，尤其起了舆论先导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著文痛斥巴黎

和会是“分赃会议”，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

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要想求得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他还把威尔逊讽

称为“威大炮”。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对运动作了连续系统的报道，及时评论，给予支持与引导。运动发生当

天出版的第20号一版《国内大事述评》栏，一面报道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狡诈态度，一面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

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对于山东问题，不要坚持到底”的消息，吁请读者注意“卖国贼”的阴谋诡计。从5月11日

出版的第ZI号起，一连5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有时还增出专页，详细报道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发表评论，引

导群众斗争。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

信誓”，号召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到底。陈独秀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

政府” 的口号。他以现实的教训为例说明：“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

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去做，你把他们怎样？”《每周评论》第一次把这场伟大

的群众爱国运动称为“五四运动”，赞扬它是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创举”。它第一次提出学习“五四运动”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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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即在关系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的“学生牺牲、社会制裁和民族自决” 的精神。 

   在五四运动中，围绕着如何对待群众爱国运动这一重大问题，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报刊阵容。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

阀的报刊，它们为反对和镇压群众运动制造舆论；另一方面是以《每周评论》为首的各种民主报刊结成的无形的反帝反封

建的报刊统一战线，它们为运动呐喊助威，进而引导运动深人发展。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

报》，公然诬蔑五四运动“胁迫治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的《公言报》攻击五四运动是“铲伦常，覆孔孟” 的“恶

果”。封建顽旧势力中有人主张把“学生事件交付法庭办理”，要学生自首“去遵服判罪”。这类满含杀机的言论，引起

了《每周评论》等报刊的强烈反应。《每周评论》出版特别附录专页《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转载选录了《晨

报》。《国民公报》、《益世报》等报纸的9篇评论，集中批驳法律制裁的谬论，赞扬学生运动，指出学生风潮出于爱国

心，光明磊落，青岛事件为全国人民所注目，学生运动得到各方舆论之同情。这些评论还警告反动当局：如果违反公意，

滥用法律制裁，必将酿成全国罢市罢工的更激烈的风潮。这种做法，团结了进步舆论，孤立了反动舆论，给五四运动以有

力的支持。 

   为了充分报道五四运动，海周评论》等报刊还进行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五四运动刚刚开始，北洋政府即接受日

本方面严加取缔中国报纸刊登反日文字的照会，由京师警察总监派员检阅监视《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五四”后

的十几天中，京师警察厅以违反《出版法》为口实，接连查禁《五七日刊》、《平民周报》、《爱国周刊》等进步报刊。

上海租界当局亦先后查禁《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陈独秀、李大到在《每周评论》、《新青年》上接连发表

《查禁“妨害治安”的集会出版之经过》、《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报道评论，予以揭露。6月11日，陈独秀园散发传单

被捕，北京北河沿箭杆胡同陈的住宅（即《新青年》编辑部）被军警搜查。全国报刊纷纷声援，上海《民国日报》指出：

“陈之被捕，益世报之被封，皆北廷最近之文字狱。” 全国各地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谴责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要求外

交公开及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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