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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及随后《辛丑条约》的签订，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
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
具有信息沟通与社会舆论功能的近代报刊，在经历了戊戌政变后的查禁风潮之后，也开始了新的发展
。
根据有关统计，截止到辛亥革命前夕，新开办的各类报刊数量基本呈逐年递增态势：1901年为34种
，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近代报刊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并遍及全国各地。
其中，1906年新办113种，1907年新办110种，1908年新办118种，1909年新办116种，1910年新办136种
，1911年新办209种。
　　随之而来的立宪、革命思潮的迅速传播，无不冲击着旧有的观念和腐朽的统治秩序，使得清朝统
治者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报禁，允许新闻舆论的合法存
在；另一方面，逐步参酌西律制定有关专门法律，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限制、镇压进步报刊，维系自身
的统治秩序。
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清朝各级官吏炮制了一系列新闻、出版案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法律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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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以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全方位地考察“苏报案”。
细致展现了清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引渡、审判、量刑等一系列环节上反复交涉的曲折过程，从维
护国家司法主权的角度谴责了列强的霸道行径。
进而将英、美、法、德、日等国法律有关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惩处诽谤罪的立法精
神、量刑幅度，与《大清刑律》进行横向比较，揭示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
又将“苏报案”与清代历史上的文字狱进行了纵向比较，从立法学与司法学的角度，论证了随着中国
近代史社会的转型，落后的、野蛮的《大清律例》终将被废除的历史必然性。
这些内容，开拓了“苏报案”研究的新领域，对近代法制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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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末新闻、出版案件口述略　　(1900年—1911年)　　谈到新闻、出版案件，有必要先
讨论一下新闻、新闻自由、言论(表达)自由等词语的来历及其涵义。
所谓新闻，是指“受者(个体或公众)关注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或评论。
新闻本源于事实，但非事实本身，而是关于事实的报告或评论；新闻不是任何事实的报告或评论，而
是受者关注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告或评论”。
[2]英文中“新闻”(News)一词出自142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一句话：“我把可喜的新闻带给你
。
”汉语中“新闻”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如李咸用《批沙集·春日喜逢乡人刘松》中有“旧业久抛耕
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
而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二词是在戊戌变法前后从日本传人的。
　　新闻自由的思想则最早由英国思想家弥尔顿提出。
1644年，当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长老会派利用其在国会中的
优势地位，企图通过一系列法令来限，制人民的思想自由。
为此，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大力呼吁言论与出版自由：“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
，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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