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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内容摘要 

 

由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文人论政史上的 后一个

里程碑，它的存在和消亡也是自由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中国瞬息繁荣和旋即沉默

的一个历史侧影。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除了参政（成为

政府阁僚）与组党外，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通过民间报纸、杂志等媒介发出自

己的政治声音，文人论政遂成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学、实践理想的重要途径。由于

诸多原因，参与论政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有着或“左”或“右”的倾向，

却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们的“自由主义”信仰一方面直接源于西

方民主政治思想，一方面又因受到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而产生显著的变化——

这一独特的中国式“自由主义”理念在文人论政上有着清晰的体现。而储安平的

《观察》周刊作为这一时期 为著名的时政杂志，既是文人论政的重要阵地，也

是宣扬“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大部分知识分子迅速转向

社会主义，《观察》成为“自由主义”文人论政在中国的绝唱。本文拟通过对《观

察》的个案研究，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结合近现代中国文人论政和自由主义发

展的思想脉络，展现《观察》作为一份“高级”时政杂志在当时社会获得的巨大

成功，揭示文人论政在那一个特殊时期的“自由主义”精神内核，并还原其本来

的历史意义。 

 本文分以下部分： 

一、已有研究成果、个案选择依据及研究方法。 

二、回顾《观察》在经营上获得的巨大成功，阐述《观察》在文人论政史上

的重要地位；并简略分析文人论政的“中国传统”与“西方实践”两个源头，回

溯近现代中国文人论政的历史进程，分析抗战胜利之后文人论政勃发的现象与原

因。 

三、解析《观察》文章对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和对自由主义内容要义的直

接反映；并回顾自由主义在西方和中国发展的思想脉络。 

四、以《观察》文章为例，分析文人论政中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缘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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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未能成为推动国家变革的直接力量；并客观“还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

实的深刻认识。 

 

  关键词：文人论政；自由主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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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server weekly whose chief editor was Chu An-ping is the las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s’ Debated Politics by virtue of Private Journalism”, 

as well 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boom and sil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Along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d  

unprecedented passion for the politics. In addition to serving the government and 

organizing a party, most of the intellectuals chose private journalism to express their 

political views. So, “the Intellectuals’ Debated Politics by virtue of Private 

Journalism”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way for intellectuals to realize their political 

ideals and to display their scholarship. Because of so many reasons, whether those 

intellectuals were conservative or jacobinical, most of them were liberalists. Their 

strong belief in liberalism came from western democratic ideology, and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ome and abroad. This special 

Chinese “liberalism” was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the Intellectuals’ Debated Politics 

by virtue of Private Journalism”. As the most famous current affairs magazine, Chu 

An-ping’s the Observer wa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the Intellectuals’ 

Debated Politics by virtue of Private Journalism”, but also a banner of liberalism. 

With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ost intellectuals rapidly shifted to socialism. 

Then, the Observer beaome the last supper of the liberalistic “the Intellectuals’ 

Debated Politics by virtue of Private Journalism” in China.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he 

method with which we could make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uals’ Debated Politics by virtue of Private 

Journalism”, I will take the Observer as the case and to detect its liberalistic 

connotation and to recover part of its realistic nature. 

This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parts: 

(1) This part will introduce the known research results, the reason of chosing the 

cas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2) This part will analyse the two headwaters of “the Intellectuals’ Deb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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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by virtue of Private Journalism”. Then, this part will go through the “Debated 

Politics” history and decode the reason of its boom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well as showing the successful management of the Observer 

and its important position. 

(3)  This part will recall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western world and 

China, then analyse the contents of  the Observer which was the embodiment of 

liberalism. 

(4) This part will discuss the problem with the case of the Observer that why  

liberalism could not become the engin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at time, and 

recover the piece of history that the Intellectuals faced reality seriously. 

Key Words: Liberalism;Intellectuals;The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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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文献综述 

     

本文为历史文献研究,以《观察》周刊为研究个案，在研究背景上将涉及文

人论政和 20 世纪 40 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两大方面内容。 

文人论政是中国近现代报刊发展的显著特点。“文人论政”即“文人”在报

刊媒介上“发表政见”。
①
关于中国近现代言论史的研究，学界迄今没有较系统的

专著。对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页的言论研究，由于历史原因，成果更是稀少。 

傅国涌的《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和《追寻失去的传统》

两本书均以随笔的形式追溯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时刻，虽非系

统的学术研究，但毕竟集合了文人论政史上的重要片段。王芝琛的《1902－2006 

百年沧桑》一书则集中回顾了《大公报》的言论史。 

有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题，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末的复兴，

研究专著开始出现。 

其一是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演变的研究。 

任剑涛在《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一书中，从哲学和政治学的角

度分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演变，提出了“西化自由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两

种理路。
②
 

其二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 

《20 世纪中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哲学》一书以人物为章节，分别讲述各

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其中包括了张君劢、殷海光、胡适、张东荪等一批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
③
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以杂

论的形式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进行了细致刻画，同时讲述了第一代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新月》、《独立评论》等刊物；该书的一个重要思路在

                                                        
① 转引自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291﹒ 
②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③ 丁祖豪等﹒20 世纪中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哲学[M]﹒江苏：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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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作者认为“学术与政治是不可分隔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在根本上

是要建构一个“学术社会”。
①
和该书一样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有着深入

描述的是张晓唯的《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②
 

这里需要特别单独列出的是涉及本文所探讨的 40 年代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命运的专著和论文。 

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一书对自由主义精神

谱系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对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新闻出版界几位重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描述是较为具体的，这样较全面的

描述在其它的专著中是未曾出现过的，其中就包括了储安平。
③
而石毕凡的《近

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则从公法研究的角度解析了自晚清起到新中国成

立止半个多世纪来自由主义宪政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其中对 40 年代下半叶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的宪政理念进行了详细解读。
④
 

在学术论文方面，仅有少量文章对抗战之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分

析，且大部分采取了阶级划分的思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不能体察民众、不

能代表民众即其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属性等，作为其“失败”的原因。 

《自由主义之殇——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自由主义》一文则基本摆脱了

这一思路。该文认为自由主义“既不能从社会秩序整合层面提供手段”，“又不能

从思想信仰的层面为国人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无法摆脱被历史淘汰的命

运。文章从自由主义自身的学理缺陷、和自由主义在社会及思想文化转型中的困

境等方面解释了自由主义在当时中国之不行的原因。
⑤
 

《论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异质疏远性——兼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

义政治思潮》一文认为自由主义的“失败”源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

化土壤以及当时社会具体环境的“异质疏远性”，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选择了自由主义，而这种“不同质”的“嫁接”，“其

结果不是嫁接的枝条枯萎，就是被嫁接植物的死亡”。文章同时认为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对自由追求的合理性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如其“批评的精神”和“容

                                                        
①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②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③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④ 石毕凡﹒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⑤ 张晓平，张云秀﹒自由主义之殇——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自由主义[J]﹒探索，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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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的态度”等都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①
 

后，关于本文选取的个案——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仅有少量专著

和论文对其进行过细致研究，但在近两三年来，以《观察》业务为研究对象的学

术论文陡然增多。 

谢泳的《储安平和〈观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较详尽介绍《观察》的专

著。该书以较大篇幅讲述了储安平的一生，介绍了《观察》同人的主要活动，归

纳了发生在《观察》上的论战，并赞扬了《观察》的自由主义精神。
②
而张育仁

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中也有一节专门论述储安平与《观

察》，思路、内容和前者类似，只是较为简略。 

早在 1994 年的《新闻大学》上，就曾刊载过马光仁的《储安平与〈观察〉

周刊》一文，该文对《观察》进行了简略的回顾，认为“在清除了极左思潮的影

响之后，理应对《观察》的功过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③
硕士学位论文《从〈观

察〉看储安平的时论观》从舆论监督、写作立场、编辑方针三方面阐析了储安平

的时论观，指出储安平时论观是对“文人论政”传统的延续和对新闻评论发展的

推动，并认为该时论观存在着对时论和理性过分夸大的缺陷。
④
该文是近年来研

究《观察》业务的主要学术成果。另外，《“刊物本身是可以赖发行收入自给的”

——储安平〈观察〉的经营策略探析》一文也对《观察》业务进行了探讨，该文

认为“契合时代需求，定位明确”、“以发行为重，兼顾广告”和“执事负责、严

谨、高效”是刊物经营成功的三个原因。
⑤
《从〈观察〉看储安平编辑与出版发

行思想》一文同样也对《观察》的业务方针进行了归纳，在总结《观察》“富有

个性的编辑思想”的同时，补充阐述了其“生动活泼的出版发行思想”。
⑥
《〈观

察〉的对外主张》一文分析了刊物对美、苏、日三方的外交主张。
⑦
《一个旧中

国“自由主义者”的法治心路——试论储安平的法治观》则从法学的角度，提取

储安平在《观察》上所撰文章的法治精神，“论述了储安平的宪法观、司法独立

                                                        
① 林建华﹒论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异质疏远性——兼论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J]﹒求

是学刊，2004﹒31 卷﹒2﹒ 
② 谢泳﹒储安平与《观察》[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③ 马光仁﹒储安平与《观察》周刊[J]﹒新闻大学，1994﹒4﹒ 
④ 刘丽伟﹒从《观察》看储安平的时论观[D]﹒河北大学﹒2006﹒ 
⑤ 蒋含平﹒“刊物本身是可以赖发行收入自给的”——储安平《观察》的经营策略探析[J]﹒新闻记者，

2006﹒9﹒ 
⑥ 付祥喜﹒从《观察》看储安平编辑与出版发行思想[J]﹒编辑学刊，2004﹒1﹒ 
⑦ 陈永忠﹒《观察》的对外主张[J]﹒江西社会科学，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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