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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时代的问责革命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近代西方的社会变革，是从“公共舆论”的出现而展开的。17世纪后期，“公共舆论”

在英国出现；18世纪中叶，“公共舆论”在法国出现；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共舆论”在德国出现。“公共舆

论”一出现，社会问责浪潮就扑面而来。西方各国的封建王权，无论它们的统治者是聪明还是愚蠢，残暴还是软

弱，无一能经受住“公共舆论”社会问责浪潮的冲击。妥协的封建王权，演化成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不妥协

的封建王权，毁灭于大革命的烈火中。近年来，这个曾在人类历史上演出过许多历史转型序曲的“公共舆论”，

开始悄然出现在中国，并迅速激荡起公众问责的浪潮。 

    近两年，一批官员引咎辞职。人人都明白，这些失职官员被解职的事件背后，都有强大的公共舆论问责压力。

在百度上输入“问责”两字，现在可以找到相关网页近百万篇，这不算一个小数字。“公共舆论”时代到来，公

众问责革命就开始了，这是历史的经验。写文章提意见的人愈来愈多，而所有的作者，无论他们持什么不同的观

点，他们都是汇入“公共舆论”历史长河的水滴。人类社会持续了几百年的“公共舆论”浪潮，开始从愈来愈多

的传媒缺口喷涌出来，逐渐汇成了转变社会的问责洪流。 

    “公共舆论”的核心，是舆论来源的非官方化。无论东西方，在传统的封建王权社会中，都没有今天所谓的

“公共舆论”，有的不过是官府对民情的调查和对百姓的教化。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与金字塔型的信息流动结

构唇齿相依。朝廷从来将信息控制视为维护统治权的重要环节。在相信天人合一的古代中国，私人不准观测和发

布天文星象信息，违者处死。信息的官方垄断与控制，造成了官民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社会结构。这种本来是由特

权之手建构出来的社会结构，被提升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普遍永恒的客观法则。官员为保持自己的“上

智”地位，本能地追求垄断和控制信息。而在“公共舆论”时代到来的今天，这种官场本能的表现所能产生的唯

一效果，不过是向社会不断展示着一些失职官员的自私与恶意。 

    近代西方，印刷术和教育的普及释放了“公共舆论”的力量。今天中国，网络的迅猛发展给非官方声音的传

播创造了巨大空间，官方媒体吃市场饭的趋向也迫使它们不得不面对向公众传播，舆论的主人悄然由官场向公众

转变。“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垄断与控制，社会的信息流动从金字塔结构向网络结构转

化，信息平等的力量开始冲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面对着信息全然对称并有自由传播手段的民众，面对着“谁都

不傻，别蒙人！”的大众心理，传统那种靠信息控制和蒙人来治理社会的做法开始失效了。 

 

    天权自我民权 

    

任何制度下都有问责制。官员问责制，古已有之。而公众问责制，则是“公共舆论”时代的产物。漫长的历

史岁月中，打天下坐天下，抢到皇位的君主，由上到下授予官员权力，形成层层人生依附关系。君王是主子，官

员是奴才。君王的任务是保卫自家江山社稷，奴才的任务是帮君王保江山社稷。问责的主体是君王，问责的对象

是官员，问责方向由上到下。聪明的君王问责动力大一些，手段厉害一些。愚蠢的君王问责动力小一些，手段愚

笨一些。中国二十四史的资治经验告诉人们，习惯于问责的朝廷死得晚一些，习惯于不问责的朝廷死得早一些。

今天传媒许多讨论问责制的文章，走的还是几千年以来的路，重复着中国诸子百家一厢情愿的劝诫：要想长治久

安，就得拿出点明君贤相的问责决心和办法。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学者批评，今天中国开始推进的所谓

问责制，还是由上到下的问责制，是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问责制，不是公众对政府的问责制，因此还不是什么

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 

    其实，权力由谁授与，就应由谁来问责。在权力授予的主体和程序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强调所谓的问责制，

当然只可能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制，甚至其内涵，更多不过是强调上级的权威而已。中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视问

责制的，莫过于法家。商鞅说：“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上制者，罪死不

赦。”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亲疏贵贱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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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依法问责。但是，由于权力是君王授予的，问责是君王启动的，所以法家还是把君王摘出来，放在问责制

的上面，成了君王以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王有对下的问责之法，但社会却没有问责君王之法。有正常的君

王问责制，却没有正常的公众问责制。今天，当我们从传媒上看到高官赶赴出事现场，严厉责问下级官员，并因

此博得传媒的感动时，我们能看到的是自古以来的君王问责制习惯。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某种超越君王的问责制，这就是“上天问责制”。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到来，替换旧

君王的新王，将自己的问责造反行为，归之于天命。距今3700年前，造反起兵取代夏朝的商汤说：“夏氏有罪，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家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征讨。老天是权力的终极授予者，君王是官员权力的

授予者，官员对君王负责，君王对上帝负责。商汤革命开创了一个历史潜流：如果听到了老天的召唤，就有权向

君王问责。 

    3100年前，周武王在造商朝反时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老天的眼

睛，民众的耳朵就是老天的耳朵。大众传媒技术和组织的膨胀，忽然使周武王这句话有了真实的技术和组织基

础。“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上天将权力交给了公众，标志着民权革命时代的到来。民权革命的根本指

向，就是将由上到下的权力授予制转变为由下到上的权力授予制，就是将问责的终极主体由君王转到公众，就是

将君王问责制转变成民主问责制。“公共舆论”时代摧毁了信息的垄断与控制，“民视”、“民听”天天展现在

大众面前。天命不再是神秘的东西，我们天天都能通过传媒看到。人们自然会想到，既然上天已直接展现他的意

志，我们当然要在周武王的这句名言后面，再加上“天权自我民权”这句话。 
 

（原载《南风窗》200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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