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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邵飘萍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是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壮烈牺牲的报界先驱之一。
邵飘萍的民国现场报道，当年是为天地立心，为万民代言，讨伐专制，呼唤民主，启迪众生；今天看
则不啻一部“活着”的民国编年史，字里行间仍然闪烁着智慧之光，昭示我们抚今追昔，倾心倾力铸
造当今，迈向未来。
　　1886年10月11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四日），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名振青，飘萍乃笔名）
出生于浙江东阳大联镇紫溪村。
因为生辰八字奇特，身为晚清秀才的父亲邵桂林对他有了“三戍冲辰祸不浅”的预感。
家境贫寒，身为秀才的父亲，为了三世同堂八口之家的生计，先是典女，后是迁家金华。
饱经漂泊之苦的邵飘萍少即聪颖，14岁即考上秀才，名震乡里。
1906年（中国科举制度废除的第二年）当邵飘萍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时，一笔不菲的学费还是难住
了老秀才邵桂林。
好在朋友的馈赠，邵飘萍才走出金华，走向人文胜地——杭州，从而走向东京，走向北京，走向报界
⋯⋯邵飘萍诞生和成长在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
侵华战争，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毫无悬念地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
风雨飘摇中的末代皇朝，无奈地任由列强肆意地夺取大量财富和无耻地炫耀血腥暴行，中国的老百姓
则生活在最耻辱最惨烈的状态之中。
敏捷的才思、独特的个性、艰辛的生活、苦难的时代，造就了邵飘萍勤奋的学习习惯、倔犟的性情品
质、强烈的家国理念。
还是一名在校学生时，就已显露出他日后“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素质和才能。
受金华好友张恭创办《萃新报》的启发，邵飘萍与同学陈布雷在“新闻救国”理念的感召下，创办《
一日报》，还模仿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为《申报》写地方通讯，为他日后专门从事新闻行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同时个性中“任侠”的方面也逐渐表现出来，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辛辣的文字差点儿让
自己被校方开除。
他还和《中国女报》的创办者、名噪一时的女侠秋瑾建立通信联系，并在随笔中表达了因其壮烈牺牲
而愤懑不已的心情。
1911年，受老报人杭辛斋的邀请，毕业后回到家乡任国文教师的邵飘萍再返杭州，成为《汉民日报》
主笔，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新闻事业中去。
从此邵飘萍就像是开足了马达的机器一样努力地在新闻战线工作着。
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新闻记者”；首创编译社；创办《京报》，成为中国的
早期职业办报人；建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编写理论书籍，揭开了中国新闻学教育与研究的序幕
。
1919年5月3日，他在北大学生大会上登高一呼，报道巴黎和会的信息，号召大家为救亡图存而奋起，
诱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他曾说：“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从1911年到1926年，短短15年的时间，因讽刺袁世凯和揭露曹汝霖，两度流亡，三次入狱。
但“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
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只要条件允许，邵飘萍的时评与通讯如同雨后春笋，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数量惊人，且对事实鞭辟入里，读来叫人痛快万分，令当局胆寒。
1929年，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邵飘萍于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调查采访事件真相，连夜写出讨段檄文《世界空前惨案》。
惨案发生后12天内，邵主持的《京报》为之发文113篇，其副刊为之发文103篇。
同时《京报》还印发特刊50万张，唤醒民众奋起讨贼，北京当局被搅得心惊胆寒。
冯玉祥将军称道的“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绝非虚言。
因而反动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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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军阀张作霖大打出手，先是散发传单，诬邵为“卢布党”，继而监听邵的电话，监视他的住所。
在邵避难期间又悬赏诱捕、派兵缉捕，终于4月24日逮捕邵飘萍。
4月26日凌晨，将邵“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
这年，邵飘萍刚到“不惑之年”。
　　念兹在兹。
斯人早已远去，但他所留下的大量时评、通讯和专论，至今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本次选文的落脚点在于“现场报道”四字。
当代信息图像技术的综合高效发展为从业人员提供了较多的方式和较好的平台，“现场报道”做起来
相对比较轻松。
可是在邵飘萍所处的时代，因缺乏上述手段，“现场报道”除了对于记者的访问能力要求较高外，还
需要撰稿人的生花妙笔与对时政的敏感：追踪线索、捕捉信息、传送文字，环环相扣，一个报人的能
力要和今日的一个报道小组相仿，这些恰恰是邵飘萍的长处和优势。
1911年到1926年，历史的发展没有让封建王朝和专制政府逃过注定的轨迹。
辛亥革命就像是一声惊雷，让末代王朝的幻想彻底化为乌有。
但彼时新政府的成立又注定带有几分悲剧色彩，袁世凯复辟，窃取孙中山领导的“三民主义”运动果
实。
袁氏皇帝梦未醒，又跌落在红尘乱世之中。
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黎元洪、段祺瑞、张勋、张作霖、冯玉祥等一干人各怀心思，上演着一出出
绝世好戏。
国外势力也不甘落后，纷纷插手其间。
于是，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南北内战前后相继，《二十一条》中日借款、罢工浪潮、血腥镇压纷至
沓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邵飘萍就像一位骨鲠在喉的史官，立志“尽自己的天职”、“平社会之不平”。
他不仅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而且毫无顾忌地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在阅读邵飘萍的时评通讯时，就仿佛在收看时下流行的时事评论秀，忽悲忽喜、欲哭欲笑、又苦又甜
。
有人认为，其实邵氏从事新闻记者的职业，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希望以此入政，只因去世过早，未
能达成。
以文来勘，邵飘萍对于政治的敏感程度实非一般人等，若果入政，也许能成就一番，不过，就性格来
说，终是一场悲剧。
但也因此使他的新闻稿件更具有观摩和玩味的价值。
本次选文尽量结合历史大事件，选择邵氏笔下具有情节化的报道，同时也兼备一定的现实意味。
历史虽不可复制，但后人在品味时总会产生些许感悟和启迪，就是所谓的“前车之鉴”吧。
多少不论，总归是“善莫大焉”啊。
　　邵飘萍的文章充分体现着具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品性，对事实的叙述与评价往往客观
深刻。
独立之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不啻是一种先天的禀赋，但也需后天的锻造。
邵飘萍的个性独立，多少受到家庭环境和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也离不开自身品性的作用。
他曾在自己的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撰文强调“品性为第一要素”。
当众多报纸都因接受军阀或外来势力的资助并不得不被其左右时，邵飘萍迫于报馆的生存和自己生活
的需要也得到过一些赠与，但办报方针却从不为此动摇，尽管被时人诟病，却使他能够在15年的记者
生涯中始终保持乱世中弥足珍贵的个人色彩和独立精神，造就了他好针砭时弊，陈述客观公正，评价
尖锐且直指要害的新闻报道风格。
袁世凯图谋窃取大总统位之初，世人大多混沌无警醒，邵飘萍却在时评中愤怒地表示“孙总统有辞去
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
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以总统与己”，一针见血地揭露出临时政府“欲保目前之和平”
而采取“即授总统于袁以了事”的方式，本质上不过“是总统为皇帝之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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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摘国父孙中山的严重错误时，也让袁世凯的阴险企图成为司马昭之心。
更可贵的是，面对袁氏的利诱和威胁，邵飘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刚直的性格，丝毫不为所动，继续用
自己犀利的文字不断向大众介绍和分析事件的发展态势。
若以今日某些流行的价值观来判断，邵飘萍的此种言行貌似甚不合时宜。
但恰恰因为这满腹“不合时宜”，他所留下的文字才具有真正意味的历史客观性。
那些被某种思想或主义垄断的文字或许读来更加激动人心，却不能给我们冷静地指出现实的误区。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邵飘萍对于民主的期盼是强烈的，对于新国家的建设是充满热情的，但他坚
持原则，认为这种热情不能以迷信某一领袖为代价。
新国家、新政府、新领袖，对于1911年后的中国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邵飘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文章中提出这种警告，实在是非常罕见。
只可惜彼时报人的地位实在低下，而时局混乱不堪，舆论只能由利益把持，邵的怒吼也只能淹没在历
史的河流中。
　　作为民国时期的报界从业者，能够在报纸文章中宣扬民主平等的观念，并将之落实到新闻报道内
容题材中，造成广泛影响的人不算多。
特别是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受到国内封建残余势力和军阀、国外列强的多重压力
，践行不易，亟须舆论的大力鼓吹。
生于艰难困苦之中的邵飘萍，自小受父亲熏陶，对于国家之强盛、百姓之安居这一美好图景有着急切
实现的渴望，自然而然地成为报界宣扬民主和平等的旗手。
因此除袁世凯复辟事件中的言论，在二次革命、府院斗争和南北内战中，邵飘萍也曾有诸多相关议论
。
但是邵飘萍反对以武力解决一切问题，认为“夫果武力而可以解决时局，以武力解决时局而果为国家
万世之利，则吾人即出重大之牺牲亦不敢辞其苦”。
表面看来，邵的言论有些骑墙派的意思。
其实这种反战并非一味懦弱，而是从民情和外交两方面考虑其恶劣影响：“民国成立，元气未复，忽
焉而有二次革命之大举。
浔阳宣战矣，徐州宣战矣，沪渎宣战矣，孰为救民水火？
孰为涂炭生灵？
”“傀儡之决斗愈烈，国家之糜烂愈深，而在他国则愈为有利。
”邵飘萍从民主观念进而有了早期的民生思想，无论大事小情都能真正为民众考虑，为底层百姓的生
活而谋划。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报界壮士，他的勇气和智慧，他的果敢和细腻，不仅使《京报》赢得了政治界的重
视，也吸引了普通百姓，造成社会反响和报纸销量的双赢效果。
　　那个时代里中国多数记者的地位完全不似今日，他们常常为人所鄙夷和轻视。
但邵飘萍却改变了这一风气，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分析当时社会不欢迎访员（记者）的原因有
两点，一是新闻事业在当时的地位不高，二是由于访员的素质不高。
对于前者，邵飘萍在大学里倡导学科建设得以改善；对于后者，邵飘萍除了举办学习班外，自己也身
体力行。
在他的文章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感，也可以看到他高超的采访技巧和报道方式。
一个合格的记者，除了独立的人品，也要注意自己的服饰装扮和言行举止。
邵飘萍对于自己的内在和外表都有极高要求，他花费巨资购置华服，还买了一辆当时不多见的轿车供
采访专用，因此有时被人诟病，其实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时下流行的公关和包装技巧。
邵飘萍以时政报道为主，庄重高雅的服装配饰为他能够自如地出入于政府机关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也
打开了诸多本来艰难的访问局面。
他谈吐儒雅得体，使得“恶见新闻记者”的“北京大官”也“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
他常常采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又因为敏感性极强，“数语已得要领”。
报道中口气恰当，“其有于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邵飘萍为了新闻线索往往彻夜不寐，他曾向爱人祝文秀抱怨“真正苦死了”，骨子里却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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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府院之争中段祺瑞被黎元洪驱逐下野后重新回京任职时，其他媒体没有任何相关信息，邵飘萍首先
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并机智大胆地买通门卫进入段府并为之通报。
当众人以为肯定无功而返时，未曾想到二次上台的段祺瑞此时正有向外炫耀的心理，不仅没有发火驱
赶，而是得意地答应了采访，更在采访过程中就当前局势侃侃而谈。
采访顺利结束后，邵飘萍立即返回报馆将之记录刊发。
整个流程实在有如精彩至极的大片，令人拍案叫绝。
　　情与理如何调和，常常令新闻报道者深感困惑，其实，万物皆以情理为因，至情则至理。
读邵飘萍的新闻通讯，除了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令人印象深刻之外，他的一腔热血激情也令人久久难
忘。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他为新纪元的开创激情澎湃；国内军阀混战，他为百姓的痛苦而焦灼万分；外国
列强巧取豪夺，他为民族兴亡长吁短叹。
情感起伏鲜明可见，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国家和民族深入骨髓的爱。
有人认为和黄远生相比，邵飘萍的文笔要略逊一筹，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这一时期新闻从业人员的
杰出代表。
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源自于“铁肩辣手”的担当，也来自于“鹿死不择音”的
自励。
而其语言叙述和思想表达的能力相较于同时期的记者来说，也并不逊色。
他的文章常常情不自禁地通过轻松自然的景物描绘来烘托新闻事件的紧张气氛，两种色彩相映成趣，
互相交融，颇有些虚实相生、欲扬先抑的手法。
这或许是受到早期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学习经历的影响吧，但读后确实叫人难以忘怀。
例如为后人所看重的“中央通信”第八十一篇中，作者开头用清丽舒缓的语言描写北京总统所居之地
：“当此杨柳依依，莺声婉转，市尘不到，清风徐来，一履其地，便令人愁虑俱消也”，让读者浑然
有出世之感。
下面则笔锋一转：“谁知半月以来，政海浪涛起于仅十字之命令。
遂使鼙鼓惊天，烽烟满地，四郊多垒，万姓咨嗟，兄弟各蓄其戈铤，甥舅斗于原野，此如何景象也哉
”，将出尘之心瞬间抖入凡尘。
这一段音调谐美，前后相应，更是反衬出了府院之争带来的恶劣影响。
　　邵飘萍的新闻报道中可见出其广博的知识和对万物的关怀。
邵飘萍的新闻报道包罗万象，并不拘泥于某一素材或形态。
他的报道篇幅或长或短，或多或少，但都联系实际。
有关于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的部分，也有关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部分，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法律、
文化、教育各个层面，可谓大事小情绝无遗漏。
更重要的是他的分析和论述在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同时也不失学理性，这当是基于邵飘萍深厚的历
练和勤奋的学习。
一个有抱负且能取得成就的新闻人不正该当如此吗？
近年来有学者特别加强了对于邵飘萍新闻报道中法理精神的研究，比如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确实透
露着邵氏浓厚的法学精神和普世观念，值得探讨。
毕业于牛津大学、履历光鲜的罗文干，曾在解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1922年被吴佩孚笼络进由其操纵的“好人政府”，因为对外借款一事中得罪了中外相关势力而于年
底被逮捕入狱，期间经历两次出狱、入狱，共计一年多的时间才获得自由。
在这一案件中，邵飘萍特别撰文公开为其被诬一事鸣不平，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了法律意识外，大约也因为自己有过相似的遭遇吧。
只可惜，罗文干最后洗刷了清白，重返政坛，而邵飘萍却因为犀利的言辞终了于刽子手刀下。
　　大漠苍烟，紫溪地灵。
故人已然远去，但愿我们在寻摘历史留存的文字的过程中能撷得更多英华，慰藉心灵，感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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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场之一：总统并非皇帝》结集了邵飘萍的重要新闻报道与时评文章，记录
报道了民初社会政治新闻事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态势与言论实态，可说是一部“编年体”的民
国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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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振青，浙江东阳人。
中国近代著名报人，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开拓者。
1918年创办《京报》，被称为“新闻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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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发排用92.5的，一定要记住导读1911年10月10日，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
武昌城隆隆炮响，是中华民族铮铮铁骨对腐朽时代宣判死刑的吼声；革命军猎猎旗展，是炎黄子孙拳
拳真心对华夏大地承诺光明的血书。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垂死挣扎的清政府便在各地起义军的呐喊声中显露出土崩瓦解之象。
虽有冯国璋、袁世凯之流逆革命浪潮而行，借维护清廷之名大肆屠戮掠杀革命军，以此邀功请赏，却
依旧挡不住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
民国之成立已然成为我神州大地有志男儿相与共勉的坚定信念。
乱世乱相，又有所谓前清资政院议员之辈企图利用议员身份行挑拨离间之势而阻挠革命进程，实在可
笑。
思想变革实不易行，先进如《天演论》译者严复亦提出：“人民程度未至，不适于共和”，令人不由
怅然恨之不已。
好在前辈们理念坚定，未曾动摇。
于南京组建临时政府，推动临时约法的商定，积极筹措军饷，使清政府受到极大的震慑并最终消失在
历史长河中。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掀开了亚洲国家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
进程的新篇章。
只是，这一进程中也潜伏着重重危机，伴随着血雨腥风，书写着奉献牺牲⋯⋯直前勇往　　武汉之
师1911年10月下旬清军进攻武汉，先后占领汉口、汉阳。
11月3日，黄兴在武昌就任革命军总司令，率领湖北民军与清军血战。
，以孤军迎敌，不食不饮，血战至百数小时，阵云惨淡，炮雨纵横，为古今中外未有之剧战，令人闻
之心为悚而神为壮。
　　今南京既下，东南已平，各省联军岂容置武汉而不顾·岂容置北部而不征·　　中华民国成立总
统并非皇帝惟大军向北，需款甚巨。
宜速筹国债办法，以敷军用。
各处绅商，亦宜共同一致，劝募军饷，以成此一篑之功。
事成则幸福无穷，事败则死亡无日。
吾辈既出于背水之阵，惟直前勇往乃有生机。
如以余言为然，幸勿迁延观望。
　　（原载1911年12月1日《汉民日报》，署名振青。
）　　须弃冯袁　　冯国璋清廷于1911年10月24日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率部进攻武汉民军。
11月27日冯国璋以攻下汉阳有功，被清廷赏授二等男爵。
以奴隶之性，贪残之心，焚掠汉阳，惨杀同胞无算。
　　呜呼！
此非人道主义之毒蛇猛兽人人得而诛之者乎·乃袁世凯之内阁方以其能涂炭生灵，赏给二等男爵，然
则袁贼之居心可知矣。
　　粉冯之骨，碎冯之身，为汉阳人民吐冤气。
褫袁之魄，斩袁之头，为中华民国定大局。
　　呜呼，男儿勉乎哉！
　　（原载1911年12月2日《汉民日报》，署名振青。
）　　定国安民之刍议　　大局早定一日，则全国人民早安一日。
此记者所以亟亟希望中华民国之完全成立也。
　　乃南京光复之电甫至，而汉阳失败之警旋来。
得一南京不偿失一汉阳。
然则大局之危，诚有如千钧一发者。
　　虽然，犹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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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汉阳失败而南京未下，则联军不能离南京而援武汉，又不能出奇兵以攻北京，是诚可危也。
今观于昨晨之电，程都督原江苏巡抚程德全1911年11月3日被民军推为江苏都督。
已从容莅沪，吾浙汤都督汤寿潜，字蜇仙，浙江绍兴人。
原浙江咨议局议长，1911年11月5日被推选为浙江军政府都督。
且即日赴沪会议。
是南京全局已定，东南一带之师，皆有暇晷，可以援武汉而攻北京。
汉阳之败，固无损于中华民国之万一。
　　虽然，天下事无大小，凡成功必有机会，机会一失，不可复得。
今日之机会为何·即京津一带兵民之渴望是也（参观昨日本报确凿有据之来函）。
夫大军北上，谈何容易，器械军饷，在在为难。
窃谓今日欲攻北京，兵不在正而在奇，不在多而在果。
换言之，则所谓不必鼓行而前，以数十百敢死之士，与夫运动游说之客，奋勇前赴足矣。
　　夫鄂军一呼，万响皆应，不数日间光复者十余省。
他省不具论，吾浙九月十四之夜，固未闻鄂军之鼓，未见鄂军之兵也。
霹雳一声，白旗满目，夫亦由于人心之渴望而已。
然则北京之易下，亦独何不然·　　至于武汉，为长江流域重镇，民军重要之根据地，断不可以不守
，宜急选东南精锐，星夜赴援。
诚如昨日之电，民军已一鼓而复汉阳，则甚善也。
即未能，而以东南全力克复汉阳，直指顾间事。
一面坚守武汉，一面即统各省编成北伐之师，陆续进发，为敢死之士与夫运动游说之客之后盾。
北京一动，虏前不得进，退无所归，不十日而犁庭扫穴之功见矣。
昔韩信之败陈余，即斯策耳。
　　虽然，吾不尝言北上之非易乎·即以东南精锐，星夜而援汉阳，亦岂可无器械与军饷乎·故今日
未赴战地之爱国志士，望韩信之成功，宜人人以萧何自任，结国民协济之团体，或以口舌，或以纸笔
，派往各处，从事筹饷。
目前筹得者，用之于武汉。
陆续集成者，用之于北伐。
本省经济之恐慌，则以军用钞票维持之。
各处土匪之猖獗，则以民团商团镇抚之。
万众一心，实力进取。
无论汉阳之败，无损于中华民国之万一，即中华民国之完全成立，非即在此最后之十五分钟乎·仓皇
之际，言不成文。
爱国男儿，其亟兴起！
　　（原载1911年12月3日《汉民日报》，署名振青。
）　　呜呼前清之资政院议员　　鄂江潮涌，谷应山鸣，不转瞬间，东西南十余省，咸树独立之旗，
振北伐之鼓。
声威所播，虏庭惊詟，既临渴而掘井，当已雨而绸缪，将伯助予谓他人父病之已革，无药不施。
于是寡廉鲜耻、数年以来无所建白之资政院议员，乃意气扬扬，昂首擐臂，暗受袁贼之指挥，如冯妇
之下车，为毛遂之自荐，方自以千载一时之会，一举足而消融民军于乌有，存假立宪于万世。
故使虏廷下摇尾乞怜之书，定欺人自欺之法，欲以动四万万人之衷，求一己四品京堂之位。
谁知人心已去，警耗频来。
国将亡，听于神。
乃又怂恿小丑，对于其痛哭泉下之乃祖乃父，宣誓信条，有如对簿。
甘为人奴之资政院议员，亦颜厚盈寸，匍匐于长林丰草禽兽居之之太庙，随同行礼，受宠非常，虽羞
不惜。
在若辈之心，方谓虏为我用，今乃知议员之尊。
而虏酋惊魂渐定，谓以汉灭汉，洪杨时代厥有前师，大悟议员之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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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最不知耻之议员，为傀儡为走狗，各因其材，初利用之，以借款于法，继利用之，以借款于德，前
后百兆。
无耻之议员，既直接为满虏奴隶，又间接为奴隶之奴隶，戢戢然尽听命于袁世凯一人之下，辇金百万
为运动报馆离间军队之举。
呜呼，若辈盖自命为具有永久不灭之资格，故敢然出现，以坏大局。
讵知自武汉起义，全国之宣告独立者，已十有七省。
是各省之资政院议员资格早已消灭，其理甚明，人所易晓。
夫资政院议员，所以令表全国之意见。
全国之大多数既起革命之师，主共和之政矣。
而资政院议员，犹从事于助桀为虐，伪改宪章，借款增兵，违背人道，以尽歼同胞之命。
是议员之意见与全国之意见，非惟不能代表，且绝对立于反对之地位。
既非代表，则非议员也。
又资政院议员之所自出，为各省咨议局议员所复举。
今各省光复，咨议局解散，无咨议局则无资政院，无资政院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又安有所谓资政院
议员哉！
记者之意，以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后对于此种人物，宜称之为前清资政院议员。
我民国之负外交责任者，亦宜对各友邦正式宣告。
庶袁世凯之清内阁更不能假资政院之名义，肆其阴谋鬼蜮之伎，以损我中华民国之名。
各省同胞尚乞注意。
　　（原载1911年12月6日《汉民日报》，署名振青。
）　　临时政府暂设于金陵　　临时政府之组织，为民军惟一重要事宜。
此不独汉人之同意，抑亦北敌所深悉也。
　　故北军之攻武汉，出其野蛮之死力，焚烧杀戮，残暴无人理，其目的在破坏我所最重要之临时政
府。
　　今以临时政府暂设于金陵，使北军失其目的，北军之气必衰，而我军之视武汉，则宜较国都所在
为尤重。
一方面对于临时政府迅速为完全之组织，敌既失望，我军倍增，汉阳不足复矣。
　　若以武汉非临时政府所在，辄懈其援助之心，然则金陵而外皆无足守之地，岂吾轰轰烈烈之民军
所宜出此哉！
　　（原载1911年12月8日《汉民日报》，署名振青。
）　　公与义　　欲使一国之人，人人急公好义，必先使一国之人，人人知何谓公，何谓义。
　　何谓公，何谓义，非一言所能尽也。
故发行白话报，组织演说团，为当今惟一急务。
　　军书旁午之时，需饷浩繁不待言矣。
然徒言筹饷，饷何自筹·能从事于鼓吹，使人人知公义之不可辞，则众擎易举，万事皆成，筹饷特其
小焉者耳！
　　昨日国民协济会开发起人谈话会，所定方针亦注重于发报与演说，其殆知此义矣。
然我汤都督亦曾言之，惜未知其实行之在何日也。
　　（原载1911年12月13日《汉民日报》，署名振青。
）　　再思临时约法　　临时会之议场，高与广不过十余丈。
苟议员之心目不能透过玻璃窗而观察全国与世界之大势，则共言鲜有可行者矣。
　　世界不暇论，以全国大势言之，吾国今日果为如何之现象，议员所宜知也。
然试观于少数人之言论，则对于全国之大势，竟若佯为不知者。
　　都督应否负责任，以事实上能否使都督负责任为断。
能否可两言而决，则应否亦两言而决耳。
　　言普通审查，查者未必加懈；言特别审查，查者未必加奋。
普通与特别，与审查人数之多寡，本有关系。

Page 1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总统并非皇帝>>

乃普通原定十五人，特别则减为十人，因某言之，而仍为十五人，又因多报一人，而遂变为十六人。
其间需时三十分，此可谓特别之至矣。
然此非可讥，特无预备之故也。
何谓临时·何谓约法·愿诸君再思之。
　　（原载1911年12月15日《汉民日报》，署名振青。
）　　悼健儿烈士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居今日而读是诗，能不潸然泪下·　　昨日沪军都督为历年殉义诸烈士及此次战死诸健儿，开追悼
会于上海。
精魂有知，亦可以少慰矣。
　　然而记者之意则以为，我苟生平抱大志，志未竟而天夺我年，则痛哭我者之爱我，不如竟我志者
之爱我为尤甚也。
人心大抵相同，诸健儿烈士之心何独不然！
　　势危矣！
事迫矣！
本追悼之意，合力一心，以竟死者之志，健儿烈士虽暴骨沙砾，当含笑于九泉。
若以斯会为对于死者之应酬，而北伐之举终如水中月、画中饼，徒争目前，不顾大局，则死者后死之
痛苦难受，且甚于炮子枪弹也。
亦何必多此追悼为哉！
　　（原载1911年12月18日《汉民日报》，署名振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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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人对民国大小事情的现场报道（新闻）与现场评论（时评），堪称民间版“民国实录”。
这些还未来得及被加工成史著、制作成文学的实录，或许能让人们一睹民国真容——一个原汁原味的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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