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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

内容概要

传教士的雄心与精明、口岸知识分子的郁闷与突围、朝廷的懵懂与应变、报人之间的思想与意气之争
、改良派与革命派文攻和武斗、朝廷的言禁与革命的谣言、枪杆子与笔杆子⋯⋯本书对大变局中的中
国报界与国运一一进行了原生态展示。作者意在重新梳理报业史的发展脉络，“探寻新闻业发展的大
道所在”，展现“新闻自由主义办刊思想”在近代中国（1815—1915）的浮沉、得失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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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传福：原名汤权福，网名带刀客。安徽枞阳人，1975年生。安徽大学法学院毕业，偶然跨入电视行
当。担任过记者、栏目主编。2008年以来，致力于探寻新闻报业史、舆论史，于细微处发掘被遮蔽的
历史真相与脉络，尤其关注报界报人的思想史与心灵史，深信新闻开放是历史的大趋势。
黄大明，安徽桐城人，1960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曾自我放逐援藏十一年，写过
诗歌，当过教师，办过杂志，转行电视编导迄今二十六年，现从事纪录片和影视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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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教士的雄心与精明、口岸知识分子的郁闷与突围、朝廷的懵懂与应变、报人之间的思想与意气之争
、改良派与革命派文攻和武斗、朝廷的言禁与革命的谣言、枪杆子与笔杆子⋯⋯《纸上的火焰（1815
－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作者：汤传福）对大变局中的中国报界与国运一一进行了原生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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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段历史都是由无数鲜活的人构成的。
2、仍有一些人相信，历史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它关系到人类世界的珍贵价值与共同命运，能让我
们站在坚实的大地之上把握现在、眺望未来。本书作者恰好是这种人，他相信，过去不会白白过去，
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的星辰般的人物，至今仍在散发光芒。
3、作为故事趣味性很足，而且也能兼顾深刻性，把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思想矛盾描画的很发人深
思，但是有点不好就是专业性还不足，没有在新闻这个学科内挖掘太多深度
4、最后一段看得人浑身鸡皮疙瘩。唐群英的故事太适合拍成电影了，让闫妮主演，秒杀梅丽莎·麦
卡西。
5、百年报界和百年国运，相爱相杀啊，风趣的语言，幽默的文风，比教科书有趣，读完之后大叹当
时报人的不屈，不管是慈禧禁报还是癸丑报灾，总有人会在夹缝中寻求生机，若看现在之报人，新闻
理想何在，空谈专业主义，但依旧有人在争取最高限度的言论自由那便是最好的了。
6、这本书的文字有纪录片式的优美，镜头拉近来看百年前人物的所见所感，拉长来看百年间报界国
运的历史纵深。报人的个案分析做得特别生动，在此基础上做横向群体分析、定量分析就更完美了
7、很好的新闻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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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原文出处：http://epaper.thefirst.cn/shtml/jb/20140220/76235.shtml传教士首办中文报《察世俗》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来到广州，希图把耶稣的圣爱再次播撒中国时，计划落空了。他不得不蜷缩
在美国商行里，躲藏好奇的中国人一批批地甚至被售票地前来观赏。　　自康乾以降，闭关锁国，禁
令海运，举国上下，嘶喊天朝上国，死守宗法专制，严防中西交流，殊不知西方此时已在民主、宪政
、法治和自由的路上跋涉、奋斗和较量了百多年矣。　　马礼逊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但当
时中国的神权系统天地一体，不欢迎外来的上帝一元论、天堂论来打破千年僵局。马礼逊已经不能如
前辈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那般可以封官加禄了。即便他想学中文，也很难，最后只能退至澳门秘
密传教。　　然而，这倒促使他带着英国传教士米怜、中国刻字工梁发，办成了首份中文报纸《察世
俗》，为了传教。他们没想过这却为中国近代新闻史开了头。被乡邻视为“洋奴”的梁发，也顺理成
章地坐上了“中华第一报人”的首席位置。在西方国家有着几百份报纸同步刊行的当时，中国有了第
一张非严格意义的报纸。　　中国人王韬首办《循环日报》当时人脑子里的“夷夏之辨”，不让位于
“男女大防”，但传教士还是接连不断地来到中国，创办新型报纸，传播福音和科技。　　中国人开
始抢读新鲜报纸。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其皇皇巨著《海国图志》就借鉴过洋教士“郭士立
的杂志”；封疆大吏如林则徐、大学者如徐继畲等也成了新报纸的忠实读者。　　研究中国近代新闻
史、文化史，王韬是不能绕过的人物。他早年鄙夷过西学，高喊过要“攘斥异端，辅翼名教”，但仕
途无望、生计无着时，在传教士的墨海书馆翻译多年，自责“士林败类”，又以“岁得二百金”窃喜
。他曾几度给清廷上陈攻击太平军的良策，也给李秀成写过如何友善西人孤立政府的示好信，机遇不
得，触怒朝廷，遂逃匿香港，改换姓名，后到英伦，大谈中英关系和中西文化，很受欢迎。归国后，
他立即用国际新视野创建中国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办成的报纸《循环日报》，甚至亲力亲为长期撰写
政论，大开思想启蒙风气之先。　　重生的王韬，曾推荐孙中山去拜访李鸿章，曾发现改良先锋康有
为，也促使清政府开始放开报禁，接受缘自西方的民办的、洋人办的新式报纸。《万国公报》影响清
末士大夫《申报》《万国公报》应运而生，《国闻报》《时务报》接连推出⋯⋯一系列报纸问世。由
传教士林乐如创办的《万国公报》，从小到大，一路畅销，成为了在中国士大夫阶层里最有影响力的
报纸。它观察中日甲午海战，声援晚清维新变法，切入大清帝国病脉，由表及里，针砭时弊。光绪皇
帝的御案上摆放过，张之洞一次性襄助过千两白银，翁同龢在日记里赞主办者李提摩太为那个时代“
豪杰之士”，倒台后的李鸿章也是欣然命笔，为李提摩太的文集写序表示支持。　　一向怯懦的光绪
突然强悍，在慈禧的独断威势下推行维新，想必其思想深处亦不无《万国公报》的激烈影响。同样受
其熏染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物，几番雀跃，鼓吹变法，抓住了报纸能宣传、能播种、能文
攻甚至“武斗”的功效，在北京、在长沙、在天津⋯⋯印行了不少报纸，吹响了改良号角，传播着维
新思想。　　康有为将办报纸推崇至如建铁路一般重要的位置，梁启超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
版自由”视为“一切文明之母”，谭嗣同更是称“报纸即民史也”。人们尤其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们
、小官僚阶层、开明地主，开始思考、参与和推动国家的命运，开始用一系列不惮流血的行动来激化
李鸿章眼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大变局报业地位举足轻重　　晚清大变局中的慈禧
，虽然被作者当着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不多着墨。但，她应该是晚清新闻史上值得一书的传奇人物。
她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在有着光荣的文字狱传统的大清主人，竟然能容忍《万国公报》对中国时
局指手画脚，容许康梁一党连创几张报纸评判朝政利弊，容许章士钊、章太炎们创办报纸鼓吹改革，
容许民报、洋报如雨后春笋⋯⋯康有为狭隘的、懵懂的、朦胧的想通过改良攫取大权的梦想必然失败
，但他的保皇大旗，依然打印在几张报纸上，打出了同革命派一较高下的气势，挖空心思，针锋相对
。　　新闻报业在大清的送葬哀乐中呈现了繁华气象，就连过去不止出现过多少次的“杨乃武与小白
菜”的悲剧，也被激化成了震惊朝野、轰动报界的社会大案。　　革命来了，大清完了，报纸所扮演
的社会角色，在政治、经济，甚至法律、军事上，都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难以企及的地位。辛
亥革命的胜利，被翻覆宣扬在新闻报纸上。袁世凯当大总统，莫理循作为新闻喉舌，功不可没。袁世
凯称帝失败，报纸曾给过致命一击，而其当初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也是想做太子的袁克定伪造了一
张“最讨厌而最有销量的”《顺天时报》劝进，弄巧成拙，梦煮黄粱，丢了性命。　　新闻业的兴起
唤醒了中国民众　　报纸的威力是巨大的，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也受到了强权者的铁腕打压。袁世凯
在镇压“二次革命”时，一次性扑灭了国民党系全部报纸，查封了全国300余家报馆。被严复称为“良
善暗懦”的黎元洪，动怒时分杀起报人来，毫不怯懦。而以倔强著称的章士钊有过办报尴尬，奉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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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客观主义的黄远生也死于党争黑枪。　　办报容易也艰难。中国的第一份报纸，是西方神父传教的
权宜产物，几经辗转，做成了国人认识的新视野、思想的风向标、命运的角斗场、舆论的发动机。这
不但催生了中国新闻事业的萌芽和发展，而且振奋了中国民主国运的争取和选择，更是促动和加速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　　在这段历史中，出现过民国“臣记者”薛大可的卑微、山大王王金发砸报馆的
荒唐、革命党人唐群英结婚登报的趣事⋯⋯但，最显著的特色即报道真实、传播新知、抨击时弊、启
蒙思想的报业操守，为后世接受、发扬、发展和创新。　　1815—1915年间，中国新闻业的兴起、发
展和繁荣，在本已枯朽的晚清现场中，不啻于一剂绽放文明、唤醒民众的猛药。 文/向敬之
2、《纸上的火焰》与“纸包不住火”原文出处：珠海特区报
，http://www.zhuhaidaily.com.cn/text.php?ud_key=2964&amp;ud_date=2014-01-26作者：？像《纸上的火
焰》这般书名浮夸的书，我本是不会感兴趣的。可一看介绍曰“一本了解近代报业、报人、报史的书
”，因自己每天接触报纸、报业和报人，就想看看。而我又是读完一本书后总会有些话不吐不快，就
像纸包不住火。　　 封面有句话：“那些沾满油墨的文字，就是纸里包着的火”。其实这也是我看完
全书之后，发现和书名《纸上的火焰》唯一有关系的一句话。我觉得因这句话取书名，还不如叫“纸
包不住火”来得有趣和吸引读者呢。　　 网上搜索《纸上的火焰》，会得到徐永春的一首诗，里面有
这样两句：“⋯⋯所有的荣耀，来源于纸上的火焰⋯⋯”是的，这本书的作者深入细致地挖掘梳理了
晚清、民国很多报人的荣耀，就是“来源于纸上的火焰”，读第一章第四章更有明显的这种感觉。　
　 报人在大清至民国时期皆被视为“不名誉的职业”，“最伤阴鸷”、“斯文败类”——包括早期先
驱者梁发一直背着“洋奴”“汉奸”的骂名；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以民族品牌为号召的报人王韬在内
心认同自己是个“为人不齿、卖身事夷”的“士林败类”；报业史上失踪的报人蒋芷湘（蒋氏高中进
士后，隐去自己曾用名“蒋芷湘”，在《申报》担任主笔的履历同样只字不提，因为报人生涯不光彩
）；蒋的后任蔡尔康在离开报界后也销声匿迹，不知下落；民国报人包天笑、老报人陶菊隐皆被长辈
训斥；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小报鼻祖李伯元更是做报纸难以糊口，好不凄凉⋯⋯　　 但，这些报人身
后的荣誉都如诗句“所有的荣耀，来源于纸上的火焰”。书中提到：直到近年，梁发才像出土文物一
样被重新发现，人们在故纸堆里发掘他的光辉事迹，认定这个声名狼藉的“洋奴”其实是中西文化交
流的先驱；蒋芷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羞于出口的《申报》主笔身份恰恰让他青史留名，他费
尽心力挣到的九品芝麻官才真是可以忽略不计——这正是历史堪玩味的吊诡！　　 该书根据时间顺序
，结合时代背景，写出一代代报人所处的环境和所做的报纸，读来很是清晰，很是过瘾。比如《时务
报》时期的康、梁合作与分歧的详细解析；洋人出面主办，《万国公报》《顺天时报》基本持论公允
、注重准确事实，其影响巨大的背后那些事情；革命派报纸的假革命消息，与袁世凯公子袁克定的假
《顺天时报》效果大异；官报与民报的各行其道；外国报人从马礼逊、李提摩太到莫理循，各显神通
⋯⋯了解更多历史隐秘处的趣味，不管是想了解报史还是想丰富历史细节，该书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满
足你。　　 该书不少小故事的穿插，让我们从教科书得来的平面历史人物印象，变得更加丰满：原来
孙中山名扬天下还有报纸的一份功劳；原来女豪唐群英、“女杰”沈佩贞打砸《长沙日报》、《神州
报》各有异同；原来袁世凯当时在媒体有那么多的支持者，是那么地被民众期待着；原来那时候也有
诸多为权贵言的“臣记者”⋯⋯　　 最后说说该书的叙述风格。我个人把历史分为两种叙述风格：一
种是陈寅恪、钱钟书类的言约意丰、须细读方可体味理解的中式风格；另一种就是黄仁宇、何炳棣类
语言平铺、细节动人的西式叙述风格。两者谈不上孰优孰劣，我个人更加喜欢中式的叙述。该书就是
更多倾向于后者，且不少地方融入目前流行网络词，比如“躺着中枪”、“围观”、“政治PS事件”
、“画像门”事件、“山寨版孙文”⋯⋯好或不好？还是让读者你来自行判断吧。　　 太阳底下无新
事，今天的报界各色人等在这本书都可以找到影子，也许也更丰富了。今天纸媒的没落和转变和前一
百年不同，今天距作者写到最后的1915年也接近一百年了。会不会再出现一本“1915年-2015年的报界
与国运”？让我们拭目以待。
3、《纸上的火焰》探寻新闻业发展的大道所在　　记者成展鹏　　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电视中心纪
录片编导汤传福、黄大明合著的《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该书对大变局中的中国报界与国运一一进行了原生态展示，意在重新梳理报业史的发展脉络，
“探寻新闻业发展的大道所在”。11日，该书作者汤传福携此书接受中新网记者独家专访。　　汤传
福，安徽枞阳人，1975年生。安徽大学法学院毕业，偶然跨入电视行当。担任过记者、栏目主编
。2008年以来，致力于探寻新闻报业史、舆论史。点击进入下一页　　该书集中笔墨于报人，这是一
个不大被人关注的群体，在正统的历史叙事中常常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他们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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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一个群体。专业的新闻史著作很多，但多着眼于研究报纸本身，而对活跃于报纸背后的报人着
笔较少，以致于报人的身影在历史沧桑变化中模糊不清，这本书相当多的篇章直接围绕报人展开，将
他们的个人形象、事功从淹没漫漶的历史中打捞还原出来。　　汤传福对中新社记者说，在规划写作
提纲的时候，我有一种想法，拆开可以单独成篇，放在一起又有内在关联。纵向上按照时序从1815年
写到1915年，也就是近代中文报纸出现的头一个100年。这种可分可合的写法是由近代报纸自身发展所
决定。在近代报纸出现的早期，报纸极少，报人只有那么几个，线索比较简单清晰，从第一个传教士
报人马礼逊到第一个办报纸的中国人王韬，到康有为、梁启超，关联性较强。但报纸发展到一定规模
时，报人就成为一个群体，必须进行散点透视，体例上就出现了一些变化，所涉猎的群体也不限于报
人，而是与报界相关联的一切人物，如官员、报贩子、讲报人等等。内在的线索就是以新闻专业主义
角度解读清末民初报界的成败得失。　　汤传福表示，在08年，我看了几本新闻史方面的书，我有点
不满意，我注意到这些书无一例外对新闻史时代的划分与革命史是一一对照的关系，将新闻史与革命
史捆绑在一起。新闻史和革命史当然有很多交叉的地方，但新闻史肯定有一些自己的特征。比如说新
闻要报道确切的事实，但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派的报纸制作了很多假新闻来鼓动民心，瓦解清军阵营
，作为革命手段可以理解，这是舆论战的一部分。但这么做对报纸公信力具有毁灭性，因为假新闻穿
帮很多革命报纸民众都不看了。新闻史说到这一段就不能按照革命逻辑去赞美假新闻，得用新闻自身
规律去看待革命时期的假新闻。还有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有很多谩骂和人身攻击的成分，像章太炎
骂光绪“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火力很猛，那篇文章作为革命文献自有其光芒，但以新闻专业的眼
光审读，毛病很多，不能毫无保留地赞美。所以近年来，有新闻史学者提出重述新闻史，我的这本书
也算是一种尝试。　　汤传福认为，一本书的完整生命，是作者和读者在合作与互动中完成的。如果
非要用一句话来传达的话，那么我引用钱钟书先生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
”。
4、《纸上的火焰》：梳理近代中国报业发展史●程铖原文出处
：http://epaper.bingtuannet.com/?id=85496《纸上的火焰》一书对大变局中的中国报界与国运一一进行了
原生态展示。作者意在重新梳理报业史的发展脉络，“探寻新闻业发展的大道所在”，展现“新闻自
由主义办刊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浮沉、得失及经验。读后，掩卷而思，总有三堆火焰在我的胸中燃起
：其一，文学的篝火；其二，幽默的焰火；其三，严肃的烈火。《纸上的火焰》里，处处闪烁的是文
学篝火，书中语言精准而雅。让人眼前一亮的首先是书名：《纸上的火焰》。纸张与火焰是一对矛盾
的物质，互不相容，但作者认为：“那些沾满油墨的文字，就是纸里包着的火。”文字是火焰，报刊
上文字产生的舆论力量就是熊熊大火，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就是以文字为介质薪火相传。犀利而洁净的
语言是文学篝火的最佳燃料。在描写中国历史上首创报纸《循环日报》的王韬为太平军出谋划策险遭
清廷逮捕的命运时，作者写道：“现在，他是钦犯，祖国只为他准备了三尺黄土，埋他。”好一个“
埋他”，仅仅二字，掷地有声！其中的凶险无奈，有家不能归的恐惧，跃然纸上，很有日本松尾芭蕉
俳句之妙味。在人们印象中，叙述报刊新闻史，多半会落入说教和理论搜罗的窠臼。但是，本书作者
以灵动的文笔，说人叙事讲理。说人时能看到人物的个性和心理；叙事时又极富画面感、原生态；而
说理时则由人、事生发开来，对历史人物保持“温情和敬意”，议论确实恳切，不作惊人之语。如在
《李鸿章的新闻观》中，对李鸿章截然不同的两种对新闻的评述，作者说“对于新闻，李鸿章有两张
面孔，既矛盾又和谐，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理想和现实的分裂，显示了他的生不逢时。”在《纸上的火
焰》里伸手可掬的还有那些幽默。读史者皆有同感：史书多半考证，板着面孔，不敢越雷池半步。但
《纸上的火焰》不同，读它，我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读它，我感到自由自在，了无拘束。一两百
年前的历史俨然成了令我赏心悦目的幽默焰火，不时地闪烁炫丽的光彩。在写到民初女权主义者唐群
英放言要用“三枪”解决她与报馆、前男友之间的纠葛时，作者旁逸斜出地来了一句：“看到这里，
张艺谋导演应该激动一下，这不是‘三枪拍案惊奇’么？”将历史与当下巧妙勾连，让人莞尔。令人
惊诧的是，这本书旁征博引，处处以详尽的史实为依据，时时以适度的观点做支撑，又在我的胸中燃
起严肃的烈火。这股烈火也是经了我的思想发酵自燃的，一分为三：资料详实。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
说：“我就像电影《武侠》里金城武扮演的捕头一样，尽可能去拼接还原历史现场。”在说到民众通
过报纸“围观”辛亥革命时，作者引用了沈亦云、黄炎培、叶圣陶、顾颉刚、梅兰芳、吴宓等人的言
论作为第一手资料，相互印证，环环相扣，力图让读者看清辛亥革命时期的舆情与民心。本书严密考
证，多方求证，不穷究根本绝不轻言。书中，作者引用了近200 本（篇）文献中的资料，且每段资料
都有详细的出处。这些资料时间跨过100 多年，地域除了中国，还有英国、美国等国，既有后人研究

Page 11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

的纯粹史料，也有当事人的亲笔记载。观点和结论中肯冲和，不妄言。谈到假新闻的作用时，作者客
观地评述：“假新闻可能荒唐，可能被一眼看破，但它的威力不能轻视，它不能改变历史，但它能改
变一地的战局。”换言之，报纸文字产生舆论的火焰熊熊燃烧，堪比千军万马。《纸上的火焰》是一
本拿起就舍不得放下的好书，严谨而生动，幽默而形象，在我的心头燃起的三堆火焰，将会长久地迸
出火花，散发光和热。
5、正在学习《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新闻学专业学生一枚，很自然地被这本书所吸引。首先是它的主
题“纸上的火焰”，给人一种燃烧终生，释放能量，以言论救国，以事业救国的慷慨激昂感，这种国
难年代才会大规模衍生出的情感，如今已经罕见。大多数新闻人早已在各种各样的限制中、层出不穷
的诱惑中，被磨平了棱角。其次是它的副题“1815年-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强烈地暗示着“此书可
作期末复习资料。。。”（我承认这略显功利和大材小用）。正是上述两个原因，促使本人将它读完
。与一般新闻史类著作迥异的是，此书并不枯燥。一个个精炼，却又不失重要细节阐述的彼时故事，
显得可读性极强。一个个新闻史课本上教条化、公式化了的人物，读毕，仿佛他们就坐在你跟前，述
说着时势之多难，民生之多艰，办报之险阻，而非套下个某某阶级的帽子，永远只在“目的丑恶，最
终必定失败”的圈子里打转。作者是试图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上去看待清末民初的报界的，怎样是
一份成功的报纸？尊重读者、迎合市场是第一要义，为国为民发声是第一要义下的必然结果；怎样的
社会不适宜报业的健康生存发展？闭塞、腐朽、反动，视报纸为洪水猛兽，视一切异见为洪水猛兽。
如此既往，人民失其个人表达之自由与权力，此制度便难以久存。那些风华正茂的传教士们，虽然背
负着“文化侵略”的恶名，对中国报业近代化之进程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那些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
国人们，大多数是切格瓦拉式的高度理想主义者，面对残酷现实，永远忠于梦想；那个被长期丑化了
的民国，报业环境也有其值得称赞的宽松自由之处，不是这样，何谈民主共和，何谈与封建相割裂？
报界乎？国运乎？吾云，报运即国运也。
6、原文出处：http://www.qingdaonews.com/html/qdrb/20130918/qdrb627399.html作者：胡艳丽今天的社
会，是文字的盛宴，各种国内外书籍竞相绽放，传统纸媒及新媒体呼啸着、奔涌着，裹挟着纷乱、嘈
杂、是是非非扑面而来，各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真假难辨。这个时代，我们既需要回望，也需要展望，
在回望与展望间才能获得三分清醒。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一书，是对已逝去
的1815—1915百年时光的追溯和探寻，作者将着眼点放在那些曾经鲜活的报人身上，一点一点在残存
的时光记忆里复活他们鲜活的个性、冲撞的思想，以及站在“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颠沛流离的命
运。书页之内是一段段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息，如同评书一般热闹的报人报事，同社会的大背景交织混
杂在一起，有时让人啼笑皆非，有时又让人陷入深深思考之中；书页之外，是对读者的启迪，“那些
沾满油墨的文字就是纸里包着的火”，燃烧的火焰终归要跃出文字之外，燃烧社会、燃烧意识，与社
会变革的洪流一起，改变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 在曾经千年静止的东方时空中，豁然撕裂的空间之门
，把一批只知忠君爱国的旧式知识分子，骤然抛到了历史的峰头浪尖，一个闪念，一个犹疑，就有可
能从千古留名到魂飞魄散。历史不会给任何人解释的机会，中西文化巨大的差异把这批惊恐万状又雄
心勃勃的“孩子”抛到了历史夹缝当中。 这不是一本严肃的报界百年史考，作者求证的事实，有些散
落于从前的书籍当中，而有些是在网络中拼取的时光碎片。在作者笔下，那些与中国百年国运、报运
紧密相连的人物，可谓血肉丰满。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大清国刻字工梁发、人格分裂的知识分子王韬
，以及在历史舞台上，长袖能舞沉浮起落的时政官员、知识分子、报人，围绕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
边缘的教书匠、讲报人等，他们性格迥异，对时局时事的把握各有不同，他们可悲、可敬、可叹，也
有可怜之处！“臣记者”的奴才意识谁又说不是时代的产物！那些故事，至今听来仍然惊心动魄，余
音三叠。 这些文字颇有历史现场感，但该书的重点并不在还原那段百年报人历史，而是借百舸争流的
故事，追忆中国报业发展的起源、脉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中国报业未来的昭
示。作者夹叙夹议的写法颇见功力，例如对王韬宿命的评议“人生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自己昨日鄙夷
的那种人生模式，不久自己就一脚踏了上去，且永不回头”、“和空荡荡的肚皮相比，节操实在坚挺
不起来”、“命运就是这样刻薄，当他忠于朝廷时，没人拿他当根葱，当他转向叛军，刚刚抛出一封
‘情书’，就被朝廷截获。现在，他是钦犯，祖国只为他准备了三尺黄土，埋他。”这些一针见血的
评论，既深刻又对人物具有深切地同情和关怀，犹如透见了时代的骨血，使得该书在 “热闹”之外，
有了更多让人回味的精神特质，百年报界的命运在作者笔下沉淀成了一潭幽深的湖水。 一百多年前，
记者们面对纷纭时事犯下的错误，如今的记者仍在继续，作者在对洋记者莫理循的评价中，有这样一
段话“莫理循对中国事务一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然而他越是相信自己的判断，越容易走入另一个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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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那就是对纷繁复杂的事实进行裁剪”。当记者对事实进行有倾向、有目的裁剪时，部分真相就会
被隐去，直至残存的关于真相的蛛丝马迹也被歪曲，报道与真相开始背道而驰。当莫理循的报道开始
为袁世凯个人服务的时候，新闻的政治目的便越发明显。百年过后，如今的报人对事实有意识地裁剪
越发纯熟，提炼与歪曲之间仅有一步之遥，长于文字的编辑记者甚至可以将真相玩弄于股掌之间。莫
理循逐渐暗淡的光辉，被自己祖国的遗忘，不知是否能给今天的报人一点启示？ 1815-1915，报界百年
风云散尽，留下后人对当年的无限猜测和评说，而今天的报人报业，在崭新的时局中，又开始新一轮
的追寻，此时重温中国报界的发端，重忆那些人与事儿，从源头上再忆中国报人走过的不平常道路，
不失为新时代报人送上的一碗温胃健脾、养心养脑的上好中药。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
与国运》，汤传福、黄大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胡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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