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2年3月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也随之结束。袁世凯打着共和的旗号，却用

残暴的手段实行专制统治。他迫害新闻界，捣毁、查封报馆和殴打、逮捕、驱逐、杀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北京，袁

政府的内务总长赵秉钧指使军警捣毁 忡央新闻》报馆，绑走经理、主笔和工作人员11人。在大津，又勾结租界当局将《民

意报》逐出租界。在武汉，副总统黎元洪捏造罪名相继查封了《大江报》、《民新报》、《民听报》、《帝民报》、《群

报》、《民哭报》和《民言报》等6家报纸。《大江报》主笔凌大同被扣上“专取无政府主义”的帽子，由黎元洪下令斩

首，并将头颅挂在城门口示众。在湖南，长沙《大汉民报》因对军人有所批评，报馆被旧军人捣毁；《岳阳日报》因对当

地筹饷局的政策有所异议，就被当局查封，主笔被捕。在福建，福州《民心日报》因在消息中揭露了当地官吏的不法行为

而被查封，发行人被通缉《群报》也由于同样原因被封，总编辑被杖责收押，两名记者遭暗杀。在成都，《四川公报》、

《中华国民报》、《蜀报》。《蜀醒报》被当地军阀查封或唆使军人捣毁，《蜀报》记者朱山被扣以“企图炮轰都督府”

的莫须有罪名斩首。令人不解的是，即使在同盟会一国民党掌权的地区，一些骤升高位的当权者也动辄封报杀人一．原师

国日报》记者、民军总长黄世仲因对遣散民军问题有所不满，即被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杀害；广州《公言报》、《伦城

报》为黄世仲被杀鸣不平，发行人陈听香被杀害。王金发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后，纵容士兵将批评他的《越华日报》砸

毁，殴伤该报工作人员17人，其中一人伤重不治而死。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谓新闻自由是行

不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让出政权以后，企图靠报刊和舆论来维护共和，通过议会来监督政府、分享权力，无异于与

虎谋皮。不久，他们的幻想就在袁世凯的专制淫威下破灭了。 

   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进行的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袁世凯看到自己的

独裁统治受到威胁，便唆使赵秉钧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案情的真相被报刊揭露后，以孙

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终于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这年6月，袁世凯又撤销了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

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并派军队南下镇压。为了推翻袁世凯的统治，再造共和，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又称

“癸丑之役”）。江西、南京、上海、福建、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市或宣布独立，或起兵反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

失败。袁世凯遂宣布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领导反袁斗争。 

   从来教仁被刺到二次革命失败的过程中，国民党系统的报刊都以大量篇幅声讨袁世凯。上海《民立报》从宋案发生的第

二天起，每天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经过，刊登凶手的供词和袁党往来的密电等，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就是刺杀

宋教仁的元凶。《中华民报》发表题为《强盗政府》的社论，并在二次革命爆发后继续发行号外，报道各地宣布独立和反

袁军事进展情况。《长沙日报》发表文章列举袁的24条罪状。广州创办了《讨袁报》，一些报纸也出版了反袁专刊。即使

是在袁世凯的巢穴??北京出版的国民党报纸，也不顾安危，发表了声讨袁世凯的言论。《民国报》撰文明确指出：“击宋

君者非亡命之徒，乃吾人之政敌也。”《国风日报》发表社论猛烈抨击袁政府“谋叛，暗杀，卖国”，是“杀人政府”。

一些非国民党报纸，这时也看清了袁世凯的嘴脸，加人了反袁宣传的行列。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北京、天津、武汉、

广州、长沙、成都、福州、南昌、开封等地的国民党报刊全部被查封，有的主笔被捕。上海的《民立报》、《民权报》、

《民强报》、《天铎报》。《国民日报》等国民党报纸因为在租界出版，不能直接查封，袁世凯便采取禁止在租界以外发

行的办法，迫使这些报纸停刊。除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外，其他反袁报纸、报人也受到迫害。广州的教会报纸《震旦报》因

言论激烈而被封，发行人康仲牵被杀。甚至连一向“拥护中央” 的《粤声报》。《民治报》和《公论报》也被查封，原因

只是怀疑它们与国民党的粤军有关连。北京《超然报》本是军阀办的报纸，但因撰文揭露黑幕而被查封；《正宗爱国报》

编辑丁宝臣在一篇评论中说了“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 等话语，而被冠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 的罪名枪

杀。开封《民立报》编辑敖瘦蝉仅仅因为写了一幅悼念宋教仁的挽联“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如逢张振武，说

我就来” 即被枪决。 

   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少了2／3，同时有大批报人受迫害。这

段历史，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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