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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重新界定，救亡图存压力下个人是作为社群成员存在的个人，
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有所平衡，不能越界。
传媒在个人与社群、社群与国家关系重构中应该起权利界定的作用。
传媒所要界定的社群与国家的关系涉及近代政治趋向开明专制或民主共和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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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上篇 君臣政治与晚清政论报刊政治舆论的转向第一章 清末战争与《清议报》对民族心理创伤的
表述第一节 国家与国民：中国近代政论报刊的主流话语一、政论报刊的崛起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思想
的传播二、《清议报》与近代民族国家主流话语的表述第二节 《清议报》对民族心理创伤的历史记忆
一、《清议报》对甲午战争的创伤记忆二、《清议报》对瓜分狂潮的创伤记忆第三节 《清议报》对民
族心理创伤的当下表述一、《清议报》对西方列强殖民行径的当下表述二、《清议报》对义和团民众
及清政府的当下表述第四节 《清议报》的社会语境与近代民族国家思想触媒特征一、《清议报》与日
本社会语境的“媒介”作用二、从《清议报》表述策略看近代民族国家思想触媒特征本章结语附：《
清议报》重要政论文章概况列表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后《民报》对革命舆论的建构与革命阵营的分野第
一节 《民报》与三民主义的宣传一、张继主持《民报》与革命舆论动员二、章太炎主持时期的《民报
》及其一周年纪念会三、梁启超与汪精卫争辩：三民主义的报刊论战焦点第二节 《民报》被查禁与近
代外交舆论一、《民报》遭查禁的导火索与革命暗杀风潮二、复杂多变的中、日、美三国关系与《民
报》被查封的外交语境第三节 后《民报》时代与革命舆论的分野第四节 孙、章政治歧见与民初报刊
政治话语的抉择本章结语中篇 性别政治与清末民初男女平权革命的媒介表述第三章 清末报刊与身份
认同视角下的杰出女性第一节 清末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与杰出女性的报刊活动一、清末杰出女性的报
刊活动概况二、清末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与杰出媒介女性的身份认同第二节 政治倾向与杰出女性办报
取向分野一、维新派的杰出女性与报刊二、革命派的杰出女性与报刊第三节 救亡图存压力下三种身份
认同中的清末精英女报人圈一、媒介传播活动中的精英女报人圈二、团体传播活动中的精英女报人圈
三、人际传播活动中的精英女报人圈本章结语第四章 民初女性报刊与革命语境下的女性政治身份认同
第一节 民初政治语境变迁中的精英女报人与女性报刊一、民国初年女性报刊概况二、他者的想象与民
初精英女报人主体身份意识的觉醒第二节 重塑社会身份的尝试：民初女子参政运动中的精英女报人与
报刊⋯⋯下篇 家庭政治与都市生活对革命话语的平常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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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清议报》还开设《猛省录》一栏，专门摘取外国报刊中有关各国从中国掠取权益的报道
，并加以编者点评，“中国今日不速反劣为优也，诚恐不久将求如今日之侵割屠戮而不可得，非他人
灭杀我，而自己亦日就澌灭矣。
今我中国之人，当自思他人，以人待我乎，抑以禽兽待我乎，前俄之于旅顺，北方之地，与德之于胶
州，皆恃强发炮，以杀戮我民，吾观人之待状，亦无如此之忍，无已则猎者乎，然亦无如是之甚。
”（！
）其点评的角度则多为通过反复强调国家领土遭受列强瓜分，国民遭受列强欺凌，借以表达变革中国
的迫切要求。
　　诸如其在对“日俄协商”一事的点评中，“俄固虎豹，英亦豺狼，即为唇齿之日本，我能自立则
扶植，我不能自立则倾覆，此必然之理也。
我国民亦何不奋其独立之志，为自救之计，以四万万人，顾不能自救，而乃恃他人耶，不能自救，他
人亦万无能救我者，我国民其尚知惧，其尚知耻，其尚知愤，其尚知立。
”②提出仅仅把保全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东亚邻国日本的帮扶是行不通的，强调在国家间竞争激烈的世
界形势下，国家自立自强对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呼吁国民应树立变革落后国家现状的意识。
　　由此可见，《清议报》选择性地借用外论对瓜分狂潮的记忆，引导国人对民族国家所遭受的屈辱
进行反思，以此宣扬国家自强思想、民族自立意识，表达其改良变革现实政治秩序的主张。
大体上看来，《清议报》对甲午战争及义和团的描述显然有选择性的，这是涉及历史的记忆，而“创
伤记忆”一般被描述为由于不幸经历的嵌入所造成的“意义中心”的瓦解。
③通过上述分析可见，这里的“创伤记忆”是指改良派知识分子“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的“创
伤记忆”。
《清议报》将传统民族情感话语与改良意识形态话语相结合，将自身传播主体的话语与外界传播主体
的话语相结合，通过多重视角再现甲午战争、瓜分狂潮所形成的“创伤记忆”。
它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反思这段历史，但它的目的不仅仅是扩大或加深战争创伤的烙印，而是要使
这种创伤记忆为其政治主张、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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