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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散木先生是研究历史的，且讲究实证，所以评传所用的材料特别翔实。
本书有一个好处是，它并不拘限于叙述传主的个人生平，相当部分涉及当时的报界、文化界，乃至整
个社会情状，是时代与人的全景式呈现。
然而，历史的面影，总是教人感觉陌生。
我们想象不到，大清帝国经过那么多重大战事的冲击可以岿然不动，竞然因为一个小小的排长而颓然
坍毁。
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代之而起的民国会是一个空架子，政权很快由革命党人拱手让给了一位老廷臣。
不过，袁世凯意欲称帝到底通不过，此后的接班人匆匆来去，好像也没有谁能够在一个弱势政府里站
得住脚。
儒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贯彻了几千年的基本原则早已无法维系人心，民主共和的空气毕竟弥漫开来
了。
“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制度，无论如何封闭和严密，总会在某个瞬刻暴露出致命的弱点，哪怕开
始时只是一道狭窄的裂隙。
我们说五四那一代人了不起，就在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短暂的间隙，兴起一个“新文化运动” ，通
过文化的轮子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
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无秩序的时代，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
邵飘萍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开始他的报人生涯的。
不幸的是，这个时代太早结束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铁腕里了；尤为不幸的是，邵飘萍的生命结
束得更早。
但是可以推断，以他这样酷爱自由、生性激烈的报人，如若不是死于军阀的屠刀之下，及后也必将在
“ 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死。
　　邵飘萍于1886年出生于浙江东阳县。
清末西风东渐，沿海一带可谓得风气之先，而东阳又是最早出报人的地方，因此，邵飘萍选择办报作
为终身事业并非偶然。
既要办报，就意味着开拓公共舆论空间；问题恰恰是，专制统治者历来推行愚民政策，将政治神秘化
，又必然垄断传媒，控制言论，极尽一切手段封闭这个空间。
双方的冲突变得无可避免。
　　自由意志与权力意志谁胜谁败?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许多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的“自由”仅只停留在观念上面，甚至托庇于权力，根本不曾打
算付诸斗争实践。
邵飘萍不同。
为了追求政治自由，追求真实与真理，他一直执著于作为一个自由报人的理念，与权力抗争，就像赴
火的飞蛾一样，不到死地不肯罢休。
自杭州光复，他辞去教职与人合办《汉民日报》时起，即注意充分发挥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
，尊崇人道，提倡民权，监督政府，结果引起革命新贵及黑社会势力的嫉恨；三年之后，报社遭到查
封，他本人也蒙受了缧绁之灾。
关于这段经历，他曾回忆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
”亡命日本未久，他又为“新闻救国”的意愿所驱策，返回上海办报。
1916年作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特别通信”，揭露北洋政府治下的腐败与黑暗。
从高端到底层，他深入采访，洞察幽微，议论纵横。
这些文字，多发人所未发，或不敢发，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
　　这是本民国报人邵飘萍的评传。
在编写过程中，笔者致力于将邵飘萍与中国近代历史、与中国新闻史紧密衔接并打通，从个案到宏大
叙事，彼此穿梭，以便仔细观照已逝去的历史岁月，尽管它至今还有许多隐秘的色彩（于是本书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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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揭秘”的成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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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散木，原名郭汾阳，1956年出生，山西定襄人。
1977年考人山西大学历史系，曾在博物馆、文物局等处工作。
1985年调人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从事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的教学，现在浙江大学法学院任教。
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现代文学史、地方史、中共党史等研究，先后在国内众多报刊上撰文，如
《读书》、《鲁迅研究月刊》、《博览群书》、《书屋》、《文史精华》、《书评周刊》、《文汇读
书周报》、《社会科学论坛》、《老照片》、台北《山西文献》等。
著有《鲁迅与山西》、《书局旧踪》、《报馆旧踪》、《女界旧踪》、《于无声处听惊雷1迅与文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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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大沽口事件　　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步入高潮之后，在北方有了出乎意料
的反应——冯玉祥在军阀纷争中脱颖而出，他率军队在前线倒戈，杀回北京城，并改编军队为国民军
，令共产国际和中国南方的革命势力对他刮目相看。
显然，中国政治的版图极有可能改变，列强和北洋势力十分警惕地关注着这一切变化，他们以“讨赤
”为出师之名，准备联手对付冯玉祥国民军以及南方革命势力。
　　1926年2月，直鲁两派军阀开始向国民军进攻，与此同时，张作霖为了策应直鲁联军夹击国民军，
也派出奉军陆续开入山海关。
国民军在北京和天津的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国民军首领鹿钟麟已急赴天津督战，并向敌军发出总攻击
令。
双方在天津等地发生激战，山东军阀张宗昌命令毕庶澄率渤海舰队进窥大沽口，企图水陆并进，夹击
国民军。
　　3月8日，北洋渤海舰队登陆北塘，随即遭到国民军的截击，毕庶澄率舰队退去。
9日，国民军为防止奉鲁军舰驶入海河，开始铺设水雷，封锁大沽口。
10日，荷兰公使欧登科作为北京公使团的首席公使代表《辛丑条约》各国驻京使节向北洋政府的外交
总长王正廷提出“最急切的抗议”，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双方交战又将天津一秦皇岛的铁路阻断
，以致“北京与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折断，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迅即制止中国之交战
军队停止阻断经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动”，否则“各代表保留保持外国船只及维护天津港
口出入自由之特权”。
　　在列强的压力下，鹿钟麟急电北京政府同意开放大沽口，但要求外交团确实担保“外国轮船不得
代为敌军运兵运械”，且“外舰人口，不得有敌舰混入”。
11日晚，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派员至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诡称日本将有一艘驱逐舰于12日上午10时
开人大沽口，请予免验放行。
总指挥部表示同意，并约定了入港的时刻、旗号、停泊地点等项。
12日，两艘日舰开入港内，但行至港口时并不停泊，又拒绝大沽炮台守军察看。
国民军守军当即以旗语令其停进候查，日舰不予理睬，并以机关枪射击炮台守军，国民军被迫以步枪
还击，日舰遂撤退。
这就是大沽口事件。
　　事发后，中日双方就责任问题相持不下，日本大使反诬中国军队开炮打伤日舰官兵，并随即照会
北洋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方“严饬前方军警，遏止此种不祥事件之再发”。
随后，被激怒的民众纷纷集会抗议。
但日本不顾中方的抗议，又联合英、美、法、意等列强，向北洋政府施压。
16日，驻京外交使团决定批准驻天津各国海军司令官的议案，即根据《辛丑条约》抗议中方封锁大沽
海口，并由八国公使联名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当天下午，荷使欧登科代表八国向外交总长颜惠庆提出最后通牒。
同日，日本外务省训令驻京公使芳泽也就大沽口事件向中方提出严惩肇事者、向日本政府谢罪及赔偿
损害等4项要求。
同时，日、美、法、意等列强开始向大沽口增调军舰，实行武力威胁，一时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
京之势。
1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复函荷使，表示“该通牒所开条款，除饬由地方军事长官妥酌办理外”，要求
“有海军在天津之各国公使，迅即转行驻津海军司令官与地方军事当局从容妥商，维持至海通道之稳
妥交通办法”。
同日，国民军被迫答应八国最后通牒的要求。
这却激起了正处于国民革命运动反帝高潮中的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慨。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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