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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西新闻自由观的比较 

 

摘要：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发展晚于西方，很多理论都是“舶来品”，其中包括新闻自由观。但是在传入的

过程中，很多观点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新闻自由可是说是新闻理论的核心内容，中西方对于新闻自由有着不同的

认识。本文现就中西新闻自由观进行比较，从多角度探求两者的不同的原因，以期对理解当代中西方新闻实践的

不同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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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后几十年的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中国的近代报刊无论分类、编辑、印刷、经营、发行，从形式到精

神都全面模仿西方，近代报人的新闻传播观念也大都承袭了西方的新闻传播观念。但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经济

形态、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乃至体现文化精神核心特质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中国人的新闻

传播观念经中西文化整合，而有其异质和特性，这其中就包括新闻理论中的核心内容——新闻自由观。 
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发轫于19世纪末期，可以说是西方新闻理论的舶来品。由于受传统文化和时代环境影响，

新闻自由观念在传入中国时期内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现就近代中西新闻自由观念进行比较，来说明其变化对日

后中国新闻实践的影响。 
一、新闻自由在西方的发展 
新闻自由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最初被表述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人类历史上，随着自

由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一些思想家在17、18世纪率先提出了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 
（一）西方新闻自由思想发展的历程 
新闻自由观念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从约翰· 弥尔顿到约翰·洛克到密尔，最后由杰弗逊把出版自由和言论自

由付诸实施，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出版自由”口号的是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 弥尔顿。1644年，约翰· 弥尔顿因

出版论述离婚的小册子而遭到英国国会的质询。在国会的质询中，约翰·弥尔顿慷慨陈词，痛斥了封建王朝对于

出版限制的种种弊端。同年，约翰· 弥尔顿将这次演讲的内容整理成册，这就是被后世广为传诵的，新闻自由主

义奠基之作——《论出版自由》。 
在这本小册子里面，约翰·弥尔顿以“天赋人权说”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主张实行“出版自由制度”。他

提出两个观点:一是反对书报检查制度，二是真理会自寻出路。从弥尔顿这种思想出发，形成了现代关于“观点的

公开市场”以及“自我修正过程”的概念，那就是让所有想说什么的人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约翰·弥尔顿的

观点成为了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之石。 
密尔以他的《论自由》一书闻名于世。密尔不仅仅把言论出版自由看成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和道德权利，而且

是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幸福所系，提倡一种无条件思想言论自由。密尔认为：“假定全体人类除一人外都执有

同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个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个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

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正当。”①密尔的《论自由》从真理论角度逻辑地论证了保护少数人的原则，从人类追求幸

福的宏观立场完善了全面自由的主张。 
杰弗逊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名人物，也是新闻自由的忠实捍卫者。他认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

们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理。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办法就是新闻自由”。② 

弥尔顿、密尔、杰弗逊等早期思想家的争取民主自由的理想，从英国革命开始，经过200年的时间才作为制度

在西方得以确立。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新闻制度发展比较成熟了，新闻自由得到了宪法和法律保障。正是

从那时起，新闻自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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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权宣言》（《人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1条的规定是：“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

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自由。但是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担负责任。”

③ 

美国《权利法案》第1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之法律：（一）确立宗

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二）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三）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④ 

（二）西方新闻自由的特点 
1．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是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的 
西方新闻自由观念是有着深刻的哲学、政治的积淀的。新闻自由的观念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由

主义理论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步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为了从教会和封建极权主义者手中夺

取权力，因此，要求享有完全的出版自由，强烈反对政府对这种至高无上的自由的粗暴干涉。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民主和宗教自由的增长，以及自由贸易与旅行探险的扩

展，自由放任主义经济被社会广泛地接受，再加上启蒙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哲学观念的强大影响—

—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下，新闻的自由主义观念应运而生。 
2．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在民众中是普遍的，彻底的 
西方新闻自由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上述所提到的思想家的言论仅仅是西方争取言论自由

和出版自由过程中的一个剪影，事实上，西方社会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斗争过程是极其惨烈的。 
仅就英国而言，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期间，因为非法出版书籍被处死的“政治犯”不计其数。但是这种惨烈

的斗争过程使得西方民众经历了思想上的极大的洗礼。他们把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看作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权

力，是不可以被剥夺的，除非生命被剥夺。这种思想的洗礼既普遍，又通透。 
3．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被看作是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力 
无论是约翰·弥尔顿还是杰斐逊，他们把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权利而加以保护，形成了

一种观念并且深入人心。在弥尔顿、密尔、杰弗逊那里，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不需要任何人恩赐的，是人的与

生俱来的权利。他们把个体自由放在了至高无上地位。 
二、近代中国新闻自由观 
（一）中国新闻自由观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念是随着由外国传教士而传入的。鸦片战争前后，他们在出版一批中外文报刊的同时，也

开始向中国的读者零星介绍报纸的观念和知识。早期传教士马礼逊曾在《广州记录纸》上发表过一篇《印刷自由

论》，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点和天赋人权学说。发表于1834年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在简

略地叙述了报纸的起源和西方报刊的现状的同时，也提到了新闻自由。 
国人新闻自由的思想是由太平天国时期的洪仁玕首次提出。从1853年到1858年，洪仁玕在香港用六年时间研

究西方社会政治制度。1859年，在其所著的《资政新篇》中专门提出“新闻篇”的系统设想和具体操作方案。洪

仁玕提出“要自大至小，自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

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⑤，初步提出了允许民间自由办报的初步新闻自由思想。 

此后，随着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更加频繁的接触，王韬、郑观应、梁启超、康有为、严复以及孙中山等一批

先进的中国人也对西方的新闻理论与实践进行研习，并将其中部分理念引入中国，付诸于各种报刊活动中去。 
（二）中国新闻自由观的特点 
1．新闻自由观念的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 
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间的近70年里，中国近代报人基本上是围绕抵御外辱、自救图强的主题来探讨“出

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在五四运动以前，新闻自由在中国是当作一种武器来使用的，即是当作一种通往国

家富强、民族文明的工具来看待的。 
近代著名报人王韬十分赞赏西方报刊“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的言论自由观念，认为“其达彼此之情意，

通中外消息者，则有日报，”⑤ 办报可以满足“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⑥ 到了郑观应，他仍然还未超越把

报纸看作是“通民隐，达民情”之工具，“欲通之达之，莫如广设日报矣。”⑦ 

到了维新运动时期，维新人士又突出报纸的“去塞求通”、“联络同志”，“权衡国事”的政治职能。 
当时孙中山的办报思想也未脱离时代，他倡设报馆的目的也是“以开风气”。他的“党报思想”也是这种价

值取向的体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时期，还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争取办报自由基本上是

为了保国保种，救国图存，这和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念毫不相干。新闻自由的理念被误读成了一种武器，这种从实

用角度出发，在西方争取办报自由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归根结底，新闻自由的本质应该是一种个人的权利，是个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西方新闻自由的全部逻



辑出发点。但是，近代中国在接受新闻自由的观念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政治精英们也许

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救亡图存、挽救中国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他们将新闻自由的含义偷换成了“设立报馆可

以开启民智，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并将新闻自由的这一工具理性放在了第一位，而将新闻自由作为一种

个人权利的价值理性放在了次要地位。 
所以，“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甚至是包括孙中山和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办报刊，或鼓吹洋

务、或鼓吹改良、或鼓吹革命，尽管他们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然而他们的目标无一不是锁定在国家富强这一价

值寻求上……于是就不能不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公式：办报是为了广开言路，或者说为了提供思想言论自由

的场地；而广开言路，或营造思想言论自由的局面，归根结底是为了国家‘独立自由’和‘富强’！”⑧ 

2．新闻自由是少数政治家的术语 
正如中国革命的进程一样，无论是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从来没有发动过普通的民众参与一样,中国的报刊

实践活动也仅仅停留在一些少数的政治精英的实践活动层面，普通民众参与的非常少。因此，国人对于新闻自由

的观念的解读也仅仅停留在一个比较高的学术层次上。各种史实证明，近代中国的不少政治家对普通民众的素质

并不看好，因此也从未将这一观念普及到大众中去。因此，中国民众也从来未曾真正地理解新闻自由的含义，他

们的所知也仅仅是从那些政治精英传来的经过改编加工过的“工具性”的新闻自由！ 
三、中西方新闻自由观不同的原因分析 
近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因此，一切从实用出发的价值取向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但是除了时局所迫之外，还有文化传统和接受时候的误读也对新闻自由观念中国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文化传统不同 
西方文化的内核之一是主张突出个体的主体性，维护个体自由和权利，保持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或多或少的

独立地位。这种个体主义倾向在西方古代奴隶制度时期已经发端。如，亚里士多德的“人有意志自由”的观点，

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原则等。古希腊对个人自由的观念和平等民主的观念非常重视。古希腊有很多的哲学

家，如苏格拉底的宣扬的平等主义，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武器。 
尽管中世纪西方笼罩在专制统治当中，但是在14世纪中叶文艺复兴运动中，蛰伏已久的自由主义再次横空出

世。在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号角鼓吹之下，以张扬个体自由和个性解放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又开始得到张扬。 
16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资产阶级为了从教会手中夺权，要求享有完全的“出版自由”，反对政府对这种自

由的粗暴干涉。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这种思想逐渐在欧美普及开来，甚至席

卷了全球。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政治派别更替频繁，无论哪个派别只要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限制，必将遭

到人们的抵抗，被推翻下台。这种从下自上的全民运动，使得全体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洗礼，他们把言论自

由与出版自由看作了与生俱来的权力，不可剥夺。因此，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运动”使得新闻自由成为了

全体人民的共识。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者尊重个体自由的理性精神之中,并且一直是把个人的自由放在了首位，个人

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基础，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所在。面对政治自由和个体自由的两难选择中，西方的学者和理论

家始终相信没有个体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因此，新闻自由观所涉及的对象也必然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没有个体自由的论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观念的影响很深。在长期的封建社

会中，“家天下”成为了专制政权和文化意识的主流。在古代中国，“国”和“家”的概念已经合而为一，即有

国无家，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没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言的。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接受新闻自由的观念的时候不免会受到这样的传统的影响。他们主要不是强调个人自由，

而是强调“群体自由”，“国家自由”、“总体自由”。康有为认为“中国其民最自由”，而少“民权”，甚至

说“自由与合群，其义至相反。”⑨孙中山也曾强调不可将自由“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⑩ 

（二）接受时候的误读 
新闻自由观是随着外国传教士的报刊活动传入中国的。但是，在实践中，外国传教士为了便于清廷接受在中

国办报活动，他们在陈述办报理由的时候不是从天赋人权和宗教宽容出发用理论来探讨新闻自由的合理性，而是

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用主义出发，强调报刊沟通中外，沟通上下，富国强兵的功能，并进一步将报刊比附于中

国古代的谏鼓谤木，主观上是为了他们报刊自由进入中国制造舆论，客观上却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和国人理解上

的歧义。国人仅仅把新闻自由理解成为单纯的出版自由，其目的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服务的。中国近代学

者、知识分子、官员在接受新闻自由的观点也只是把新闻自由简单地等同于反对专制的武器。 
四、结语 
从总体上说，从爱国救国治国的理想和愿望出发，中国近代的思潮总是与中国社会的激烈变动紧密相连，直

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新闻自由的观念的传入、发展在1919年以前也未能逃出这个历史潮流。西方新闻理论

中的“新闻自由观”是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的，并且有着深厚的理论积淀，还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而中国由于时



局所限，只能被动地接受，匆忙地不加选择的加以运用，因此造成了中西方新闻自由的不同内涵，也就因此造就

了当今的中西方不同的新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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