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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3）》作者：陈光中 

  铁肩辣手 记者当有天下责任 

  快笔如刀 报人不惜满腔热血 

  ——这里说的是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 

  邵飘萍本是一介书生，但他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秉笔直书，抨击丑恶，

成为民国著名报人，最后还献出自己的生命，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 

邵飘萍 

  邵飘萍（1884～1926）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飘萍，浙江东阳人。邵飘萍的父亲

邵桂林是个寒门秀才，以教书为业，膝下四子一女，飘萍最小。飘萍5岁随父启蒙，6岁读

书，10岁能作文答对，14岁考秀才得第一名，主考官考虑年幼容易骄傲，把他降为第10名。

18岁入浙江高等学府（浙江大学前身），在校期间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开始为《申报》撰

稿，被聘为该报特约通讯员。 

  辛亥革命成功后，邵飘萍在杭州参与主办《汉民日报》，先后任编辑、主编。在举国上

下都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幻想的时候，他却能一眼看透这个窃国大盗的本来面目。在南北议和

正在进行的过程中，邵飘萍便在报上大声疾呼：“呜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袁贼不死，

大乱不止。”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总统非皇帝。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

人之权。”邵飘萍如此公开反对袁世凯及其爪牙，必然惹祸上身。1914年袁世凯下令封闭

《汉民日报》，邵飘萍被捕三次，后经营救出狱，流亡日本，入法政大学读书。 

  在日本，他与潘公弼，马文车组织“东京通讯社”，为沪杭报纸提供“东京特别通讯”

专栏。1914年10月，邵飘萍登门拜谒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先生，结识了黄克强、陈英士、李大

钊、章士钊、吴定九等革命志士。1915年，外国报纸透露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

条”，邵飘萍最早向国内及时提供报道，予以揭露。李大钊也为“留日学生总会”撰写《警

告全国父老书》，两人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揭一呼。 

  当年12月，袁世凯登极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加入倒袁斗争。他回国后，

担任《申报》、《时报》主笔，仅1916年的前五个月，他便以“阿平”署名，在《时事新

报》上发表了36篇社论、134篇时评，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举国

讨伐声中骇亡，邵飘萍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在《申报》的“北平特别通

讯”栏内大胆揭露北洋军阀的丑行。 

  1917年元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邵飘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新闻学

研究会，并开讲新闻采访课。同时，他在北京平民大学、北京政法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他

还撰写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等。当时在北大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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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讲课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人物，如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

博、毛泽东、杨开慧等。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曾多次登门拜访，向邵飘

萍请教。正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促使毛泽东在回到湖南后创办了《湘江评论》。邵飘

萍还慷慨地给毛泽东经济资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回忆道：“……邵飘

萍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

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在京城名噪一时的《京报》，邵飘萍亲自题写报名，并在创刊

词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

也。”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还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

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他将 

“妙”字改为“辣”，那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辛辣”的特色。 

  《京报》一开张，就曝光北洋军阀为控制舆论给在京各报社赠送津贴费的丑行，举起新

闻媒体坚持正义、爱国保民的旗帜，赢得广大读者的支持。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曾经这

样赞誉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越英勇，

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

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1919年4月，巴黎和会决定把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由日本继承，为此邵飘萍在《京报》

发表《请国人注意外交上根本问题》的时评，呼吁国民抓住救国根本，废除中日间一切胁迫

而成的条约。5月3日，发表《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评论，“谓山东问题为我国存亡之系，

政府、国民千万勿以空言塞责。” 

  是夜，邵飘萍参加北大政法礼堂北京13所高校千余学生参加的学界大会并首先发言，介

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遭到挫折的原因与经过，号召爱国学生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当天夜里，邵飘萍赶回报馆，深夜连夜撰写《北京学界之愤慨》和《助我学生》的新闻与评

论，于5月4日在《京报》发表，告知海内外不容忽视学生之奋起，督促当局速决国内问题。

5月4日一早，邵飘萍就赶往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参加北京各校代表参加的游行集会，再次发

表演说。下午，三千多名学生举行示威，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此后，邵飘萍又在《京报》上设置大块专栏，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的卖国罪

行，触怒了段棋瑞政府，报纸因而被封。邵飘萍被迫再次流亡日本，为《朝日新闻》聘用。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倒台，邵飘萍回到北京，恢复《京报》，并与徐宝磺一起在北大

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开讲新闻采访课。1923年，叉在北平平

民大学新闻系讲授同一课程。1924年，在北平政法大学讲授新闻采访以及报纸经营问题。 

  1925年春，邵飘萍由李大钊、罗章龙两人介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复刊后

《京报》上出过“列宁专刊”和“马克思纪念特刊”，介绍了社会主义理论。孙中山北上准

备召开国民会议，邵在《京报》上刊登孙中山在北上途中的照片，冠以“全国景仰之孙中山

先生”标题。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积极支持反帝反军阀斗争。 

  此前，邵飘萍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郭松林倒戈反奉系军阀的行动，因而遭到奉系军阀

的忌恨。1926年4月，张作霖率奉军入京，暗中悬赏抓捕邵飘萍，邵飘萍避入六国饭店，奉

军抓不到，便以造币厂厂长的职务和2万枚大洋为诱饵，收买与邵飘萍曾有交往的《大陆

报》社社长张翰举，劝说邵飘萍可以回《京报》办事。结果，4月24日，邵飘萍一出六国饭

店门就被捕，4月26日凌晨即被秘密杀害，年仅41岁，罪名为“宣传赤化”。 

  1949年4月，毛泽东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4年6月，邵飘萍的遗骨移入八

宝山烈士公墓。邵飘萍遗著有《新闻学总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

究》、《实际应用新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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