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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自足自立的学科、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每一段历

史都是严肃的。这关系到我们从哪里来，又将怎样庄重地走下去。

公共关系以传播、主言为业，更应该拥有一部"多识前言往行，以

蓄其德"的历史文献。

现代公共关系诞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

之中，参与了美国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劳资冲突、阶层对抗、垄

断危机和精神信仰危机的解释和解决。此后 100 余年间，现代公关

全面介入、渗透了人类社会变革·形塑新的政治、经济交往形态，

构建新的社群、民族国家和全球秩序，培育新的生活方式、道德理

想和文化形态。在微观层面，现代公关借由沟通、对话，致力于组

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构

建，成为现代社会系统的粘合剂、润滑剂。

20 世纪 80 年代，现代公关由西方引进中国。彼时，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和"新启蒙运动"为公关概念与观念的导人，为公关事业

的萌芽提供了并不充分却必要的社会条件。实际上，中国公关事业

是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依托的中国现代性转型的产物，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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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现代性谱系在中国的伸展而发展。及至 1988 年前后，中国形

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的带有全民性质的"公关潮 o

而在 1989-1992 年，中国公关进入了-段徘徊期、调整期，其面临

着道德、形象、社会认同、核心价值及合法性危机的考验。

1992 年以后，随着中国重启改革议程、建主市场机制和消费文

化的初兴，第二轮"公关潮"应运而生。这一轮"公关潮"分化为

两股力量，一是以"点子热"、 "谋略热"、 "CI 热"为代表的"策

划热致力于构建公关业务模式，却失之于"虚热"和功利主义

的泛滥;二是基于市场理性和功利主义逻辑培育公关市场第一代"

公关公司获得进一步发展，第二代公关公司纷纷涌现。此间，公关

组织、公关理论研究和教育皆获得长足发展，而公关共同体却走向

分化和多样化。

历经二二十年的高速现代化，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

同时也在 21 世纪初进人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和政坚克难的"改革深

水区"。此中艰难，首先表现为现代性"通病"在中国的显现和发作·

风险社会降临、价值理性衰微、消费文化泛滥、全球化挑战国家事

务等。同时，中国社会的一些个性问题和矛盾也日益突出，譬如文

化上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置于同一时空语境，政经改革不均

衡，工业化和城市化亟待转型升级，新媒休通过话语权再分配重构

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等。风险社会与危机管理、消费文化与营销传

播、全球化与国家公关、新媒体与社会对话，以及公关业自身的职

业化和专业主义，共同构成了 21 世纪以后中国公关发展的背景和

主题。

本书主旨在于记录、梳理中国现代公关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的观念史和实践史，并将之还原至 30 余年间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



语境之中，以考察公关与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相互建构关系。鉴于西

方公关史的研究大多回溯至古希腊的修辞思想和实践，本书也以一

章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先秦的修辞观和公关史。事实上，春秋行人提

出的立德、立功、主言之"三不朽

职志和理想。至于秦以后的中国古代公关史、清末至 20 世纪 80 年

代以前的中国公关史，不在本书考察、研究范围之内。

本书主要有三个资料来源·一是在 2010-2013 年先后正式访谈

了郭惠民、明安香、涂光晋、李兴国、赵文权、叶茂康、纪华强、钟文、

毛经权、廖为建、郑E见农、余明阳、居延安、余也鲁、汪钦、安岗、

杜孟、钟荣凯、严晓翠、王志文、田畔、陈俐、陈丹青、广H健人、

孟建、程曼丽、杨斌、齐晓华、李国戚、徐俊、柯颖德、田行娟、

谢景芬、赵明、张心宏等 40 余位中国公关理论界、实务界、公关组

织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是〈公共关系报〉、〈公共关系报道〉、〈公

共关系〉杂志、〈公关世界〉杂志、〈上海公关〉杂志、〈国际公关〉

杂志等专业报刊，其中前三份报干IJ早已停刊抢救"了一批记录

行业发展状况的图文资料;三是因合作研究、学术研讨会、业界论坛、

纪念活动等机缘，获取了分散在个人手中的一些历史文献。在此向

所有受访者、资料提供者致谢!

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同学，他们在访谈、整理录音文字、查阅资

料等方面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孙希、冯春海、郭闻捷、黄彪文、张庆园、

汪琪娟、黄丽丽、周卷施、冯雯婷、陈曦、杨奕、赵铿冰、陈明子、

等自
豆

赵

余也鲁、廖为建、安岗三位中国公关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在访

谈后不久逝世。在访谈中，余也鲁先生再三强调

并允诺为本书写序'却未及本书完稿而与世长辞，我永远铭记廖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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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不顾长辈之尊，在某个论坛上追我到楼1'，嘱我"到放弃公关研

究安岗先生因年事已高而口齿不清，却疾呼建设一个"有德性

的行业 o 我把这本远不完美的书献给他们。

当然，这本书也要献给中国公关事业的所有奠基者。需要特别

说明的是，书中或详或略地记述了 30 余年来百余人的公关观点和实

践，仍有很多人未能进入其申一一否则本书就成了"流水账"和"花

名册"。但是，他们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每一个后学晚辈皆应向

他们致敬。

对于那些仍然斗进在公关研究和实践一线的中青年骨干，譬如

部分中青年学者、著名公关公司创办人，本书给予的篇幅和评价也

不多。他们虽已成绩斐然，却有待于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后再以主

角的姿态走进中国公关史。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赵启正、涂光晋、赵大力、郭惠民、黄蘸慧、

徐保元、陈俐、王丰斌、郝红、丁晓东、张迪、张宏声等师长和友

人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启迪和支持，在此诚挚感谢。新势整合公关

研究基金为前期访谈提供了差旅和研究支持。我还要感谢中国传媒

大学出版社蔡翔社长、闵惠泉总编辑、司马兰主任、责任编辑姜颖

跌老师，你们的真诚和创造力，帮我弥补和掩盖了很多不足。余下

的更多不足则需要我付出更持久的努力来改变它们。

胡百精

2013 年 11 月 18 日于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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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修辞思想与中国古代
公关史

西方公共关系史研究大多将起点置于古希腊，一则因为叫乍为

独立个体的公民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争取公众支持为统治者必

不可少的政治活动而修辞和说服乃是赢得支持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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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认同的基本方式;①二则由于亚里士多德写作了 J ① Berna队 E. L. (υl 钳蚓l川) , Cr阳y户st叫t
I Public Opi，的n阳11ωlOn矶， NY飞~ Live町eri泡ght， p.vii i 

本 2000 余年来从未过时的〈修辞学} ，精微论述了

修辞和说服的基本概念与观念、方向与方法，提供了西方公关理论

中的修辞思想来源。与此相应，中国公关史研究也大多回溯至与古

希腊大抵处于同一时代的先秦，以清理和继承文化童年期的公关思

想遗产。中国文化的根底生发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历史迁转流变，

但源自文化童年期的思想底色却不曾真正褪去。

从现象层面看，公共关系活动应与人类社群的形成同时发生。

当交往、认同、信任、协作在社群生活中必不可少，公关行为就会

自然出现，并逐渐转化为一种主观自觉。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的进

步，社群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日益复杂，早前应激性、分散化的

"公关自觉"便普泛为争取支持、建立秩序、形塑观念的持续性努力。

与刑罚和征战不同，公共关系强调借由"说服"而非"压月臣"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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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协同。自然，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下，说服从未替代压服成为

统治者的底线。拥有深远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如此，在构建认

同与秩序的诸多手段一一-暴力、等级、人伦、习俗、宗教乃至神秘

主义力量-一一中，说服往往只是当事者耐心耗竭之前的平常选择。

在思想和理论层面，中国虽未出现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

相类的专著，但有关修辞、说服的论述，在〈尚书上〈论语〉、〈易经〉、

〈道德经〉、〈孟子〉、〈苟子〉、〈左传〉、〈战国策〉等先秦

著作中却处处可见。这些思想确立了修辞、说服在邦国治理和社会

交往中的地位、价值和原则，并提供了丰富、精细的修辞策略和方式。

虽经天地人事之沧桑巨变，先秦修辞思想依然可以成为今日中国公

关理论和实践的一处源头活水。只是接续和激扬这源头活水，尚须

重振先秦修辞的道德前提一一修辞主其诚。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命

脉和个性所在，离开道德前提的凝摄、导引和规约，那些辉煌的思

想便沦为虚幻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可信且典型的公共关系案例，当属〈尚书〉

记述的盘庚迁都。为了躲避洪灾和止息权力斗争，商王盘庚决意将

都城从奄(今河南商丘)迁至殷(今河南安阳) , 些贵族"动以

浮言煽动百姓拒迁。盘庚并未专横、粗暴地对待

而是再三动员、软言劝慰，最终得以成行。所谓专欲难成，众怒难

犯，盘庚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以说服而压服的动员策略。

①明·吕坤: {呻吟语·应物L 载商务

书馆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 {文津阁四库

全书部·儒家类L 北京，商务印书馆，

明代吕坤对此评价说虽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

光明之事，亦须调剂人情，发明事理，傻大家信从 1

2005 年版，第 239 册。 然后动有成，事可久。"①

〈尚书〉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书中"廉i语告

i浩告"、"无逸"诸篇清晰地表达了西周"敬天保民"的统治思想。"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畏裴忱，民情大可见即统治者理应敬畏上天，而上天是否诚意

护佑，贝IJ 又可从民情中得以体现。"天意"和"民情"乃是统治合

法性的两个来源，而二者又是统一的。如是用康保民，弘于天"。

这种叫呆民"思想，后来被儒家发展为"因民之利而利之门〈论语·尧

曰> ),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 <孟子·尽心上> ), "民

为贵，社穰次之，君为轻" ( <孟子·尽心下> ) ，以及"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贝IJ载舟，水员IJ 覆舟"( <苟子.:=E制> )。对于民恕， <尚书〉

强调"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皆为人君之镜鉴。不管小民如何抱怨、

吾骂皇自明德 o 不仅如此，尚应"怀保/小J\飞民

以从根本上化解怨晋。

〈尚书〉中有 60 余处与"言辞"直接相关的语旬。譬如"唯口

出好兴戎意即说话可能产生善果也可能结下寇仇，唇舌鼓动，

福祸无常?又如"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即嘉言(良善、

有德之言)无遮，贤人得任，天下便可安宁和谐一一嘉言乃是理想

政治的重要前提和路径。实际上， <尚书〉之后的大量先秦典籍都

强调了言之"重"、言之"难 o 这大抵与当时人们对言说、修辞

功能的认识有关:大者，关于治国、安民;小者，指涉经事、修身。

孔子将〈尚书〉的"唯口出好兴戎"之论直白地表述为" 言

可以兴邦，亦可丧邦" ( <论语·子路> ) 0 这就将言说与治国联

系了起来。〈诗经〉唱诵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悻矣，民

之莫矣" ( <诗经·大雅·板> )。孔颖达将之注疏为王者若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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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教令，其辞气之和JI顶矣，贝IJ下民之心相与合聚矣。 I ①李学勤主编<十二经注疏L 北京，

其辞气之悦美矣，贝IJ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 o 官辞和JIIVi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版. 1145一1146 页。

悦美，足以安民。

在个人层面言语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 (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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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系辞) ) 0 <易经〉所言不虚，言语实为君子求荣取辱的根本所在，

此为经事。"彼都人士，狐装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 <诗经·小

雅·彼都人士) ) ，辞章通达、雅言脱俗乃是君子风度和人格魅力

的重要标志，此为修养。到了唐代徐洪(彦伯)那里，先秦的言说

修养问题被概括为:
①唐·徐彦 f白~枢机论L 载:青·董

浩等: ~全唐文L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90 年版，第 267 卷。

言者，德之柄也，行之至，志之端，身之文也。

君子之枢机，动则物应，得失之见也。可以济身，亦

可以覆身，否泰荣辱一系之。①

可见，言说几乎就被理解为"人之为人的规定性"了，颇有亚

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逻各斯( logos，言说与理性)的意味。亚里士多

德认为人在天性上乃是"政治动物

特质。在希腊词源上 "logos 有两个主要含义-既

可以指理性( reason )、论证( argument) ，又含有
②胡全成~说服与判断:古典修辞对

当代民主的启发} , (台) ~政治科学论

丛} , 2013 年 3 月，第 55 期。
语言( language )、修辞( rhetoric )的意涵。"②简

言之，基于理性的言说和修辞乃是人之本性和在世状态。

先秦中国和古希腊皆肯认言说的重要性，而中西文化理路迥异，

对待言说的态度亦分殊鲜明。在古希腊人看来，既然言说如此重要，

那么研究和训练如何有效、灵动地表达一一-修辞，便成为城邦生活

中的要务。为此，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先贤发展

出"科学的修辞并将之力行于城邦生活。雅典开办了大量修辞

学校，以教育和训讪训|川|陈练拥有卓越表达能力的公民。尽管当时"技I巧可派

"智辩士派"导致诡辩和相对主义盛行，但11妻辞在总体上还是被认

可为→种基本公民素养。这种素养可以促进入神对话、公民自由、

政治清明真理闪现于意见交换之中"。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先哲则因言辞之"重"而持之以"慎"。



既然言说如此重要，且祸从口出，因此"多说无益更不可勺亏

言令色"。久而久之，寡言、希声被推崇为←种美德和智慧，直至

言、讳辩"竟成了金丰科斗玉律。当公都子问孟子， 吁卡人皆称夫子好辩，

敢问何也? "孟子雄辩滔滔地反驳说 "余岂好辩哉?余亦不得已也"

( <孟子·滕文公下> )。民国林语堂对此批评说我国的读书人，

大都有着几个很深的毛病……大家把这 6辩'字看作好像是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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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的东西 般的，非到万不得已，不敢沾染了的口

这种风尚愈传愈甚，……对于辩论术不但不敢彻底地

1 ①咐:叫叫》西安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0 页 f

研究，并且提都不敢提及。"①

总体而观，自先秦以降，中国人在言说问题上形成了三种"顽

固的态度或可称之为三种表达境界-最高者为"忘言"\'

而忘忘、言" ( <庄子.外物> )人、"欲吉割辩i诗丰已忘忘、言" ( <陶渊明. t饮欠酒> ) ; ; 

其次为慎言、寡言、讷于言，强调"少言厚德认为少说话本身

即是浑厚、敦朴、深沉、贞静之德的体现，最后才是工于修辞或辞令，

而这又被视为 1\人之道"一一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盾森然，非

至诚君子所取。在某种程度上，这三种态度至今仍是中国人信奉的"言

之纲纪"。公共关系以言说为业，以巧言美辞为本事，在中国文化

语境下遭受非议和贬抑，可谓渊源有自，实非偶然。

然而，除了少数一心奔着自然、大道去的圣人，

大多数人是靠说话活着的。诚如朱自清所说人生

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 半儿

是在说话里。"②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言说和生产、

征伐样，堪为立国图存的基本依凭，所谓" 人之辩，

②未自清{说话L {小说月报L

1929 年 6 月 10 El c 

③南北朝·刘机{文心雕龙·杂文L

载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 {文

津 l萄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诗文评类~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494 册。

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飞③司马迁在〈史记〉中

述及春秋之中，就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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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穰者不可胜数。"①及至战国初期，原有 140余个诸侯国被齐、晋、楚、

秦等强国吞并了 110 个。据统计， (春秋〉一书在其起吃的 242 年间，

记载了列国战争 483 起，朝聘会盟 450 次。天下失序之际，进退战

①汉·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 , 

载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 {文

津阁四库全书史垂11 .正史类L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84 册。

和之间，言说自然是关系到生死盛衰的大问题。

而深究先秦修辞思想会发现，中国先贤对于言说

的态度并非如后世想象那般保守、严苛。先秦修辞观

实际上是" 分为二"的·一方面崇尚寡言、讷于言;另一方面则

鼓励说话，言之多寡本身不是根本问题，关键要发出合乎道与德的

嘉言。这也是中西修辞观的重要差异所在 西方致力于把修辞"科

学化发展出一套从理念到技巧的知识体系，而中国贝则iJ考虑到言

说的重要↑

如是规训逐渐;演寅化为中国人f保呆命\J顺|顺顷生的生活哲学O 所以' 叫莫言"

而非"寡言"也许更能准确地反映先秦修辞观。〈左传〉记述孔子

的话说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

下面以道、儒两家为例，考察这种"一分为二

道家对待言和辩的态度，带有"超i语吾言学"的色彩 言无言。

言当自然，而自然者无为。老子提出，

者不辩，辩者不善" ( (道德经·八十一章) )。庄子继承此说，

他认为"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 (庄子·齐

物论) )。在老庄看来 "i诗不如默

理由在兹"即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

果非也牙邪p 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 (庄子·齐物论) )。

大意是，假如你和我辩论，你胜了我，那么你 定是对的，我一定

是锚的吗?反之亦然。是你我当申二人对了，另一人错了?还是你



我都对或都错了?

既然事物自有是非，彼我各有情执，不如不议、不论、不吉辩i辞丰。

f倘尚若就此把道家的"言无言 11 理解为"言无用 11\' 那就犯了庄子所

说的

的价值，主张契人自然、大道的"贵言"\' 叮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

百姓皆谓我自然 o 至于庄子，他本人即是杰出的修辞大家，言道

言人言事，气势凌云，惊梦于内，外周八荒，浑然天成。道家对语

言问题的根本看法是"大言炎炎即有如烈火燎原 般通达、明

朗、周遍的表达。与琐细、纠结的"小言"不同大言"依了大道，

JI顶了自然，因而信、美、灵动、自然而然、来去通达，若大鹏于飞。

倘若人皆言近乎道，大道|自照言说和内心，自然会达及共识和无争。

儒家的修辞之道集中休现为 句"修辞立其诚 11 ( <周易·乾·文

言) )。孔子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主其诚，

所以居业也。"①〈文言〉中的修辞不单是辞令之意，而是包含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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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文辞在内，孔子认为所有这些皆应以道德修炼

为根本。②"非诚勿辞"思想并非孔子独创， <尚书〉

对"嘉言"和"请言"的区分己见其端-嘉言者，善

言、良言、德言也;漏言者，涯言、淫言、馋言也。

①魏·王粥J主，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

载李学勤主编: {十二经注疏L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16 页。

②周振甫: {中国修辞学史L 北京，商

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5 页。

在儒家看来诚"为本、里辞"为末、表，宋

代王应麟将之精当地表述为修其内则为i戚， 11~其外

则为巧言。"③

③陈彦辉: {春秋辞令研究L 北京，中

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27 页。

④同上。

修辞立其i戚'的 6诚应用到辞令上，是指辞令内容信

实和言说者|育感真实两个方面④诚哉斯言。内修之"诚"指向事

实和价值两个层面·内容可信，情感真诚。同时，按照儒家的理解，

"诚"既是与他人相与为善的原则，也是对待自我的方式一一不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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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章学诚认为，持之有故即为"诚

而"故"者，合理合情合德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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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此而求言辞工巧即为"鄙悖"。①

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道德为出原点解释和解决问题，

而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为了增益道德。归根结底修辞立其i戚"

就是良善表达、表达良善。在这一点上，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

思想是相通的，后者也认为诚信、信誉是修辞和说服的必要条件。

当然，亚氏并不认同将诚信视为修辞的唯一要素或全部问题。在他

看来，修辞是表达者面向倾听者采取的逻辑、信誉和情感三位一体

的证明过程。逻辑证明即透过"事实之所以如是"进行理性论证，

在言说中靠近真相和真理;信誉证明指向了表达者的人格质素，主

要是诚实可信，情感证明即言者对昕者的情感激发，倘若触动、召

唤积极正面，而压抑、安抚消极负面的情感，就会在"心灵共振"

中实现说服。亚氏的修辞观，大抵相当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修辞

主其诚"加上"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再回到儒家学说。实际上诚"只是儒家秉持的道德准则之

→。在儒家道德体系中诚"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信"

相通，与

仁义礼智也莫不与f币修|嗲妻辞和公共关系活动紧密关联。以下择其要者，

分而述之·

仁在儒家"五常"中居于统领和核心位置。孔子在〈论语〉中

共 105 次提及仁，他至少在三个层次上定义了仁.一是

即尊重、护念、关l心b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即借由"躬自厚

而薄责于人实现"天下归仁焉" ( {论语·颜渊} ) ;三是"仁

者人也即以仁为人的本质，成就仁、完善人。如是，仁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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