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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有出卖灵魂的报人，也有坚守道德底线，守望理想，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

苍生说人话的报人。且看历史记载下的光荣与梦想： 

  1，梁启超对袁氏淫威不屑一顾 

  梁启超不但是维新运动先驱、大思想家、大学者，也是杰出的报刊政论家。他先后创办

《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1915年，准备黄袍

加身的袁世凯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的文章，并令各地政 

府派员进驻当地邮局，检查往来邮件，一旦发现反袁报纸与书刊，立即没收。梁启超对袁氏

淫威不屑一顾，写下明确反对袁氏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袁氏得知后，马上派人带着20万大洋找到梁启超，要求他不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如果不

发，立即送上20万，以后还可以再加。梁启超断然拒绝了袁世凯的利诱，文章如期在上海

《大中华》月刊发表，《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

响，甚至有人评价说：“梁启超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2，北京各界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运动 

  1922年10月，北京各界发起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运动，公推蔡元培等十一人为代

表。《晨报》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并向他们提供舆论阵地，先是发表他们的请愿书，

严正指出：“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为立宪公民绝对应享受之民权”，但都

被《治安警察条例》与《出版法》完全剥夺，“以致比年以来，全国呻吟于专制虐政之下，

钳口结舌，怒不敢言”，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顺从民意，慨然废止”。不久，北京新闻界成

立“言 论 自 由期成会”，《晨报》又发表其会章，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会以向国会

情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 论自 由条例，实现言 论 自 由为宗旨”。 

  到了1925年，争取言 论 自 由运动再次风起云涌。北京新闻界要求段祺瑞政 府撤销刚

刚出台的《管理新闻营业条例》，因为该条例“内容严酷，为世界任何文明国家所不

容”。上海新闻界则联合上书，要求北京政府废止《出版法》等法令，指斥袁世凯“擅自

公布《出版法》，以压抑舆论，钳制民口，此中剥夺人民自由非法之法，事前既未经合法国

会通过，事后又遭到全国国民反对，当然不能生存”，应“尊重人民自由，即日通令废

止”。继京沪之后，各地新闻团体、报刊纷纷发表宣言、通电与社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

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定，臭名昭著的《出版法》终

于在新闻界长期的抗争下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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