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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2009 年，我们是在举国上下亿万民众喜迎与欢庆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的时

光里度过的，也是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度过

的。回顾过去的一年，那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日子依然历历在目，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 60 年大庆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盛大场景，更是令人永远难以

忘怀!

在过去的一年中，紧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我国新闻工作也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广大新闻工作者以改革与创新的出色行动向祖国母亲献上了一份

厚礼。

总结 2009 年新闻工作的成绩和经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是新中国 60 年大庆报道的成功，显示出我国重大主题报道积累了更加

丰富的经验，在体现全方位、多样化和高水平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做出了

更大的成绩;

二是新闻媒体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深入报道，反映出我国新闻工作者对

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刻理解，和对引领我国企业与民众应对危机的高度责任，

说明面对危机，新闻媒体应当担当起帮助民众树立信心、交流经验、明确方

向和途径的庄严使命;

三是新闻媒体关于“7·5”乌鲁木齐暴力事件等突发事件的报道，表现

出我国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中的自信与开放，也体现了我国突发事件报道已

进入一种常态化的专业轨道;

四是世界媒体峰会在中国召开，表现出我国政府对待境外媒体更加主动、

从容和开放，同时也表达了我国新闻传播进一步扩大开放，并尽可能实现与

国际接轨的愿望;

五是近年来网络舆论传播的实践说明，网络舆论传播已经成为民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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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须善于用其功，扬其利，弃其弊，才能更好地

发挥其积极作用，消除其消极影响;

六是对淫秽色情网站及各种低俗之风的整治，今年再出重拳，取得了一

定成效，也得到了社会与公众的好评，这说明整治打击色情网站和低俗之风，

须常抓不懈，注重效果;

七是根据形势发展和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

则》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其顺利践行，须靠新闻界的高度重视和严格遵行，

以使其真正发挥作用;

八是当前我国报刊的转企改制已是大势所趋，需要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

以顺应报刊市场需求，遵循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使转企改制工作能够深入进

行，真正取得好效果。

总结 2009 年新闻工作存在的问题，同样会给我们以启示:

一是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不良广告、低俗之风 “四大公害”已为祸

多年，迄今依然猖獗，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要实现彻底整治，还须抓根本，

断根源，求实效;

二是近年来侵害记者的现象屡屡发生，且不断变换手法，情节也越来越

严重，记者的维权之路愈加艰难，因此，须加大对记者的保护力度，要尽可

能凭借法律的力量为记者提供护身之盾;

三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当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和挑战，要谋求持续发展，须更加重视受众和市场的力量，进一步提升市场

化水平，增强其适应市场变化和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

四是分析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其中许多都与新闻法制密切相关，因

此，进一步推进新闻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新闻法制环境，是新闻界根治弊

端，实现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路径。

在总结 2009 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工作成绩的时候，我们发现，随

着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传媒业自身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

在当前社会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今

年以来，从应对突发事件到摆脱金融危机，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到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从维护国家形象到提升国家软实力，我国新闻媒体都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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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7 月间发生的乌鲁木齐暴力事件，正是靠着新闻媒介的及时报道和

有效引导，才使人们认清了少数分裂主义者制造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真实面

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正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从而赢得了国内广

大群众以及世界友人的理解和支持。

而在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面前，我国企业和民众之所以能够保持信心，

知难而进，从容应对，新闻传播的作用不容忽视。正是由于新闻媒介及时地

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表现的形式、产生的影响、造成的危害，以及

应对的方法做了较为充分的报道，才使我国企业和民众及时认识到了这场危

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了解到了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应

对策略和方法，从而统一了认识，树立了信心，明确了任务，因此，才在应

对和摆脱危机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较好地解决了危机所带来的诸多经济

与社会问题。

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得社会与民众对新闻媒体和

新闻传播增强了信任度与亲近感。这种社会认可度的提高，有助于人们对新

闻工作和新闻学科的正确认识与积极评价，也有助于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的

健康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的新闻学学科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新闻

学科的学术地位有所提升，其影响力也在扩大。在年初教育部召开的 “全国

高等学校文科人才培养与学术繁荣工作座谈会”上，陈希副部长在讲话中就

把新闻学与法学和社会学一起，作为当前我国文科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三

个重要学科之一。而年底在广州召开的，由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的 2009

年中国新闻学学术年会上，学者们对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

新闻学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更使人们感受到了新闻学创新与发展的

潜质和能力。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长期以来，制约和影响新闻学科发展的 “新闻无

学论”依然存在，有时还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前段时间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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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① 为题，来概括中国新闻学科改革开放 30 年来

的发展状况。按照这一结论，我国新闻学经过 30 年的改革与创新，非但没有

什么发展和进步，反而是在走向没落和衰败，犹如夕阳西下， “走入黄昏”。

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此类观点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新闻学学

科发展问题的警醒!

因此，进一步加强新闻学学术研究，提升新闻学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促进新闻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维护新闻学学科的声誉和地位，依然是我们

今后的不懈追求和重要任务。对此，我们应当有明确的意识和坚定的信心。

正如笔者在与上述一文的作者商榷的文章中所写的: “纵使今后发展的道

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

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 ‘走入黄昏’

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

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

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②

当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第二个十年就要到来的时候，抚今追

昔，我们满怀自豪与喜悦，同时也充满期待与信心。今后我国新闻事业与新

闻学科的改革和发展之路依然漫长而艰巨，需要我们继续在前进的路上永不

止步，奋力前行!

《新闻学论集》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

郑保卫
2009 年 12 月 26 日

①

②

郜书锴: 《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 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现代传播》，2009
年第 3 期。

郑保卫: 《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与郜书锴同志商榷》，《现代传播》200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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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职业认同探析①

樊亚平

邵飘萍是我国新闻史上叱咤风云的报界巨子。近 30 年来对他的研究与其他

新闻史人物相较可谓成果丰硕，评传和其他著作六七部，各类论文或文章七八

十篇，选集或文集数套，更不要说各通史和名记者研究专著中都会有关于他的

专章或专节内容了。然而，综观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与整个新闻史人物研究

的普遍取向一样，这些成果大多着力于对邵飘萍新闻经历、新闻思想的介绍、

概括和新闻作品、历史贡献的分析、评价等; 从这些成果中，难以把握邵飘萍

从事新闻职业的内在心路，难以充分感受到邵飘萍对其新闻职业的认同状况。

针对新闻史人物研究中存在的重新闻思想、历史贡献而轻从业心史、职

业心灵等问题与现状，笔者曾在 《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

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一文中提出引入 “职业认同”视角研究新闻史人

物职业意识与心灵，以还原历史情景，展示历史研究的丰富性之主张②。本文

即打算运用该文提出的设想与思路，对邵飘萍从事新闻职业的内在心路和他

对新闻职业的认同状况进行研究，以呈现邵飘萍新闻从业行为背后的心灵世

界，也藉此对现有新闻史人物研究提供更具体的启示。

本文试图围绕的核心问题是: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记者，邵飘

萍对其新闻职业是否具备发自内心的真正认同? 这种认同究竟处于什么样的

状态和层面? 在职业认同方面，邵飘萍与其之前的新闻从业者相比获得了什

么样的进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进步?

①

②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近代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
( 1815 － 1927)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 09XJC860001。

樊亚平: 《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国际新闻
界》，2009 年第 8 期。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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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缘起与动机是把握一个人职业认同的基础。邵飘萍缘何而投身新闻

业呢? 与民国之前多数新闻从业者涉足新闻业首先是因为某种急迫的现实政

治目标与政治理想不同，邵飘萍涉足新闻业，首先是因为其自少年时代便逐

渐培育和熏陶出来的对报刊与新闻的志趣和理想。邵飘萍 1886 年生于浙江东

阳，5 岁开始在父亲的私塾读书，1899 年考取秀才，1903 年入位于金华的省

立第七中学上学，1906 年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读书。邵飘萍的新闻志趣和理

想就是在“浙高”读书时确立的①。

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引发的民族危机与随之而来的亟求 “救亡”的改革

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交替进行之时。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对时

代脉搏与主题的感应最为迅速。这种对时代脉搏与主潮的感应，加上浙江士

子精神传统中素有的感时伤国的危机意识、关切社会问题的经世意识和讲求

气节与精神的道德主义倾向，以及“浙高”素来崇尚的“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孳孳为学，互以敦品励行相勉”② 之学风，为邵飘萍

发蒙和立志从事新闻事业提供了思想和精神资源。

这样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再加上进入 “浙高”后较为便利的报刊接触机

会和参与新闻工作的良好环境，很快便催生了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最初志向

与兴趣。由于“浙高”是当时浙江最好的学校，以培养国家振兴之才为目的，

故对学生读报非常鼓励。学校规定，每晚及 “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学生应

利用此时间自行浏览经史古文和中外各种报纸。为方便学生读报，学校还专

门辟有“书报阅览室”，每晚 8 点后对学生开放。这种读报环境与氛围，对邵

飘萍认识报纸、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

“浙高”时期的邵飘萍不仅沉迷于阅报，而且与同学集资订购《杭州白话

报》，分送给学校周围的茶馆、酒楼供市民阅读。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报纸内

容，邵飘萍与其同学还定期在百姓经常聚拢的地方轮流讲解 《杭州白话报》

①

②

郭汾阳: 《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1 页。
散木: 《乱世飘萍: 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 年，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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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曾是“浙高”学生和教师的钱家治曾回忆说: “凡同学于每星期日有

被抽签举任讲解者，均须前往，不得辞谢。”① 这种公开的讲报活动对邵飘萍

和其同学理解报刊及其功能，进而产生投身新闻业的志趣，更具有不可忽视

的作用。

“浙高”时期对邵飘萍确立新闻志向具有更直接作用的是，邵飘萍“和他

的一些同学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从事新闻的经验了。”② 在 “浙高”读书期

间，邵飘萍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为上海的 《申报》撰写杭州和浙江地方通

信———他后来毕业回到金华任教时，仍继续为 《申报》撰写通讯，并被聘为

特约通讯员。另外，在“浙高”时，邵飘萍还曾有过办 《一日报》的经历和

体验。虽然这张报只是邵飘萍和他的同学为配合 1908 年浙江省运动会而办的

临时小报，但这次经历无疑是邵飘萍正式投身新闻业前的“试水”，对育化其

新闻志趣显然具有诱发作用。

另外，梁启超对“浙高”时期的邵飘萍发蒙新闻理想影响也非常大。梁

启超此时虽在海外，但 “浙高”学子对其可谓情有独钟③。梁启超富有激情

和“带电”的报刊文字和其对报刊功能与地位的赞美对正在发蒙新闻志向的

邵飘萍来说，影响无疑非常巨大。不仅梁启超对报刊功能与地位的赞美很可

能最终促发了邵飘萍投身新闻业的志向，梁启超的 “舆论界骄子”的地位和

大名也很可能激发了邵飘萍对舆论界的更加强烈的向往。

由于上述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使 “浙高”时期的邵飘萍即已产生了

对新闻事业的兴趣和投身新闻事业的志向。而正是由于这种志向与兴趣的召

唤，最终使他走上了记者生涯。邵飘萍就曾明确表述过自己对新闻职业的兴

趣与志向，他说: “余百凡不介意，不求爵禄，不事产业，所萦于心怀者，厥

惟新闻事业”④; 又曾说: 余“百无一嗜，唯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⑤。

①

②

③

④

⑤

《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
社，1996 年，第 262 页。

郭汾阳: 《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7 页。
史寿白: 《求是书院掌故》， 《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64 页。
汤修慧: 《先夫子言行纪略》，来源自肖东发、邓绍根编: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8 年，第 241 页。
潘劭昂: 《我负飘萍先生》，《邵飘萍先生被难纪念特刊》( 京报) ，1929 年 4 月 24 日，来源自

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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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因新闻志趣而投身新闻业的情况，使邵飘萍的职业认同从一开始就

显现出与前代新闻从业者的明显不同。前代新闻从业者如改良派报人或革命

派报人大都是先产生急迫而具体的维新或革命目标与方案，为实现其维新或

革命目标才选择投身新闻业的。为实现新闻业之外的目标而选择新闻业，必

然出现“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情况，从而影响从业者对其职业的内心认同。

相反，因新闻志趣而投身新闻业，其对新闻职业的认同感必然较易获得。由

此来看，即使不考虑职业认同的其他考量指标，单就从业缘起与动机来看，

也已经可以说邵飘萍的职业认同相较于前代报人已有很大进步了。

当然，仅从年轻时代孕育出的新闻志趣来把握邵飘萍从事新闻职业的动

机，未免失之肤浅。如果说邵飘萍最初投身新闻业确是基于 “浙高”时期熏

染出的新闻志趣的话，在其投身新闻领域后，之所以能一直保有持续不竭的

新闻志趣与职业激情，则主要是由于在其新闻志趣背后有近现代意义上的知

识分子精神作为支撑，并为之持续驱动。这种知识分子精神与邵飘萍的新闻

志趣相结合，形成了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 “新闻救国”理想。换句话说，

知识分子精神与“新闻救国”理想，是邵飘萍投身新闻业后能够使自己的职

业生涯逐步走向巅峰的动力之源和精神之本。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

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

群文化人。”① 这些文化人最突出的精神特质是独立性、批判性，推崇自由、

民主、公正、理性和公共关怀，以 “社会的良心”自任。邵飘萍无疑正是这

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新闻从业者。这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

子精神与邵飘萍从浙江士子传统中承传而来的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和“不应沾之于贪权功利为满足”等价值关怀相结合，形成了邵

飘萍对作为现代自由民主之产物与表征和作为独立批评与监督之公器的新闻

业的持续不断的兴趣与追求。

这种基于知识分子精神而产生的对新闻业的持续志趣与追求，与混乱、

动荡、黑暗的中国前途命运结合起来，进而催生了其以新闻 “救国”的理想。

虽然“新闻救国”是后世研究者通过对邵飘萍新闻生涯的动机探究与分析而

① 许纪霖: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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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一种认识，邵飘萍本人并未用 “新闻救国”一词表述过其从事新闻业

之动机，但从其曾经说过的与记者 “天职”或报纸功能相关的许多话和其涉

足新闻业后始终站在自由、民主、爱国、进步之立场，对所处时代的各种政治、

社会问题或进行无情鞭挞或尽力引导维持等职业努力中，无不可以感受到其试

图借“新闻”挽回国家劫运，促使国家走上文明、民主之路的“救国”诉求与

动机。

需要指出的是，邵飘萍从业动机中的 “救国”取向与他之前的报人为扶

危救国而涉足报刊领域虽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更多表现出不同。前代 “报人”

办报主要是为其扶危救国诉求下的政治目标服务，报刊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

工具，政治为体，报刊为用。而在邵飘萍的 “新闻救国”中， “新闻”和
“救国”合二为一，无所谓体，也无所谓用; 而且，“救国”在邵飘萍的职业

语境中，并不对应着某种明确的政治目标或方案，而是一种与自由、民主、

理性、进步等相关的现代价值体系。

尤为重要的是，在邵飘萍看来，“新闻”是一种有独立自存价值的职业存

在，“新闻”自亦有道，故其 “救国”效用的发挥只能通过 “新闻”特有的

方式来实现。换句话说，邵飘萍是将 “救国”之目标和诉求 “化”进了 “新

闻”本身的价值系统中，而不是将 “新闻”完全 “化”入了 “救国”目标。

由此看来，邵飘萍的从业动机中虽然与前代 “报人”一样蕴含着 “救国”诉

求，但这种“救国”显然不太像前代“报人”的救国之志那样牵制和消解其

对新闻职业的价值认同。

二

职业情感、忠诚度是考察职业认同的核心指标。怀抱新闻兴趣、志向和
“新闻救国”理想投身新闻领域的邵飘萍，对自己所选择的新闻职业的情感与

忠诚度究竟如何呢?

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情感、忠诚度首先可以从其 “生平未曾改业，可谓

以新闻记者终其身”① 得以看出。邵飘萍从 1911 年 12 月以主笔 《汉民日报》

① 散木: 《乱世飘萍: 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 年，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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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志开始其新闻生涯以来，直到最终“以身殉报”，再也未曾离开过新闻职
业岗位，也没有表露出放弃新闻职业的任何迹象和念头。若拿邵飘萍对新闻职
业的这种执著和“从一而终”与前代报人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相比，明显可
以看出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深厚情感和相当高的忠诚度。职业情感与忠诚度如
此，对其职业是否具备认同也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情感、忠诚度也可以从其对记者职业的地位、辛劳、

艰险等有着深入了解，却能满怀热情地投入记者职业，并矢志不变、敬业奉
献、尽职尽责中得以看出。

无论从邵飘萍投入记者职业之前还是从事记者职业过程中的情况均可以明
显看出，他对当时在中国从事新闻职业所存在的危险、当时记者社会地位之低
下及从事记者职业的辛劳等是非常清楚的。在从事新闻职业前，通过张恭及
《翠新报》他就已知道了“办报之艰险”①。从事记者职业后，对这种艰险的
了解就更直接、更深刻了。这一点从《汉民日报》时期他 “日与浙江贪官污
吏处于反对之地位，逮捕三次，下狱九阅月”② 之遭遇和此间他曾说的 “报
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蘄也”③ 之语即可推
知。以后他更曾明确说过，在中国从事新闻记者职业“尤有不安全之恐慌”④。

清楚记者职业之艰险的同时，邵飘萍对记者职业的辛劳也深有了解。在
《新闻学总论》中，邵飘萍曾说，新闻记者从事的是 “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

之双重劳动，这种劳动“日夜不休”; 同时说: “新闻记者之业务，每与普通
卫生之原则背驰。其最无法避免者: ( 一) 睡眠时间比常人少， ( 二) 饮食无
适宜之量与时，( 三) 脑筋之终日不得休息， ( 四) 晨夕奔驰，不能为适当之
休息与运动。”⑤ 1925 年，在《京张三日旅行记》中他又说: “新闻记者之生

①

②

③

④

⑤

旭文《邵飘萍传略》中谈到年轻的邵飘萍与当时创办有《翠新报》的反清知名人士张恭的交往
时说，“年轻的邵飘萍到底是否参与过报事 ( 指《翠新报》) ，现今尚无从考证。但飘萍从《翠新报》获
得报业的最初印象，并知道张恭办报之艰险则是无疑的。”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 12页。)

邵飘萍: 《实际应用新闻学·余白》，来源自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 《邵飘萍新闻学
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4 页。

邵飘萍: 《唤醒虞签事 ( 二) 》，汉民日报，1912 年 5 月 10 日，来源自方汉奇主编: 《邵飘萍
选集》( 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91 页。

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119页。
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13、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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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不眠不休之生活也。”①

明知记者职业充满风险，缺乏足够的社会尊重，且十分辛劳，却选择了
这个职业，这说明，邵飘萍投身新闻职业决非仅凭一时热情或对新闻职业的
皮毛了解而产生的行为，而是一种建立在对新闻职业的各方面利害关系的明
确认识之上的理性选择。明知新闻职业的各方面利害尤其是不利方面却依然
选择新闻职业，由此也可以推知其对新闻职业的情感与忠诚度，进而也可推
知其对新闻职业的认同度。

基于明确认识而理性选择新闻业后，邵飘萍的实际工作状态如何呢? 他
对自己选择的新闻职业是否全身心投入并体现出足够的热情、激情和敬业程
度呢?

邵飘萍是以《汉民日报》为起点正式开始新闻生涯的。关于 《汉民日
报》时期邵飘萍的新闻工作状态和对新闻职业的身心投入程度，从他办 《汉
民日报》之同时继续担任上海申新两报通讯员和兼任 《浙江军政府公报》编
辑以及因“办报出色”“被推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等②即可推想到。讨袁时
期，邵飘萍同时“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③，对新闻工作
激情更盛，因“正值壮年，写作甚勤，往往一日能撰写数篇时评”④。担任北
京特派记者时期，由于同时创办有新闻编译社，工作更忙、更投入，每天
“自朝至午夜，殆无休晷”，“电报日一二千字，通信殆无间日。”⑤

创办《京报》后，这种敬业之程度有增无减。这一点，从 1919 年邵飘萍
因安福系通缉而逃亡期间仍 “手不停挥”地继续撰文即可说明。邵飘萍的另
一个妻子祝文秀曾回忆邵飘萍逃亡期间仍不停止工作的情况。邵飘萍受通缉
时先逃到了天津，后潜至上海。在天津期间，他虽身处危险之中，却 “继续
挥笔撰文”; 为写文章，他还曾派祝潜回北京取过一些参考用书。逃到上海
后，邵飘萍曾生过一场大病，但患病期间，他 “仍手不停挥，每天都有大量

①

②

③

④

⑤

方汉奇主编: 《邵飘萍选集》( 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558 页。
散木: 《乱世飘萍: 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 年，第 94 页。
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4 页。
散木: 《乱世飘萍: 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 年，第 117 页。
潘公弼: 《纪念飘萍先生》，来源自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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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和文稿交祝付邮。”① 被通缉又遭大病，却不中断自己的工作，邵飘萍对

新闻工作的敬业与投入由此可见一斑。

邵飘萍自己也曾对其新闻工作和职业生涯做过点滴自述。1921 年，他在
《新年三日旅行琐记》中说: “终日奔驰，……每晚平均睡四五小时，此愚多

年以来滥竽新闻界中极可怜不相干之生活也。”② 1924 年在 《新闻学总论》中

他又曾说: “十三年以来，……从未有五日以上卧床之病; 且所处地位，决不

能有三日完全休息，而日夜操作。”③ 邵飘萍的朋友对其工作态度与投入程度

的回忆证明他的上述自述并未虚言。

顾维钧在给邵飘萍的 《新闻学总论》所做序中说: 飘萍对其新闻职业
“其用心也，专其致力也，勤其于人也，坦然而无所隐。”④ 张季鸾 1929 年在
《追悼飘萍先生》中也说: “余交飘萍久，常叹弗如，夫新闻记者之资格，首

为忠于职务，此亦余所愿能，而精力与勇气，则不逮远甚。”⑤ 面对邵飘萍对

记者职业的忠诚与投入、精力和勇气，连张季鸾这样的最终鞠躬尽瘁于新闻

事业者也自叹弗如，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敬业程度之高，由此可以想见。敬

业程度如此之高，认同于新闻职业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感情、激情、投入度、忠诚度来源于其职业责任心

和使命感。正是因为邵飘萍对新闻职业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才使得

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充满热情、激情并全身心投入。说到邵飘萍的职业责任心

与使命感，张勋复辟时，他受记者的职业责任心与使命感之驱使而不顾危险
“亲赴天津发电”并在流弹横飞中冒死采访的事不能不提。在当时混乱而危险

的形势下，为将新闻及时告知国人而 “亲赴天津发电”本身就已显示出邵飘

萍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在丰台站利用两军交战、火车受困暂停之机，冒死下

车搜求交战情况⑥，则更显示出其职业使命感之强烈。事后他曾回忆说: “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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