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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自永乐始,宗藩地位急剧变化。明中期以后,宗室更是被锢禁于一城之中, 不得擅离封域,亦不得从事四

民之业, 成为坐糜岁禄的寄生阶层。宗室奏事,亦有严苛的规条限制。但明王朝的禁条,从来没能遏止住宗藩的私

离封禁和越关奏扰, 特别是正德以降, 宗禄问题困扰明王朝,宗藩问题成为一大社会难题以后,宗藩私离封地、越奏

日益加剧, 成为难以刹住的风潮, 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恶果。

关键词: 宗藩;禁令; 私离封地;越奏

明初,朱元璋分封同姓子弟, 数十年间,形成弱

干强枝格局。建文帝逊国后,削藩成为永乐以后几

代皇帝要解决的课题, 削弱宗藩势力包括禁止宗藩

典兵; 宗室不得从四民之业; 限制宗室自由, 宗藩不

得出城、入朝;禁止王府与官府交通, 等等,成为独具

特色的明代藩禁制度。有明一代, 宗藩典兵虽酿成

靖难之变, 但朱棣即位后, 对宗藩军事权力大加裁

抑,并规定宗藩 不许擅役一军一民!, [ 1]卷19,永乐元年四月丁卯

其后进一步削夺宗藩兵柄,革除藩王护卫,宗藩军事

权力愈见微弱,虽有宗藩谋反发生,但不足为一代之

患。洪武时,  未尝不许宗藩出仕 !, 诸王不仅手握

兵权, 而且可以授官。宣德初年, 汉王谋反,  当时
大臣倡为疏忌宗室之说, 遂废出仕之令 !。从事四

民之业的禁令,一方面,限制了宗室才能的发挥;另

一方面,使宗藩成为了坐糜岁禄,无所事事的寄生阶

层。明朝宗藩私结官府,谋取利益,危害社会的并不

多。甚至  诗礼故家、衣冠世胄, 俱不愿与王府结

亲。! [ 2]卷 119, 1142
严格限制宗藩行动自由是宣德以后之

事,明制:  亲郡王以及将军、中尉俱不许擅出城
郭 !。[ 3]卷 7, 276

诸凡出城省墓、田猎、游历、宴享、奏事,

均在禁止之列。一开始,宗藩冲破禁条,擅离封地尚

不多。正德以后,宗藩私离封禁,越关奏扰成为明代

严重的社会问题,朝廷疲于应对,打乱了明王朝正常

统治秩序,造成相当严重的社会后果。

一 � 擅离封禁

明初,并无诸王出城之禁, 亲王亦间以庆贺入

朝。洪武六年, 定诸王朝觐  不拘岁月, 自长至幼,
以嫡先至,嫡者朝毕,方及庶者,亦分长幼而至,周而

复始,毋得失序 !。边塞诸王  无警, 则依期来朝; 有

警, 则从便,不拘朝期!。[ 4]卷 56, 972
朱棣即位以后,鉴于

建文帝  疏忌宗室 !,  永乐朝, 亲王入觐者不
绝!。[ 5]卷 4, 106

至宣德年间, 汉王朱高煦以反叛被诛,

遂废诸王定期朝觐制度。正统十三年,荆王奏迁国

三 年,  欲 诣 京 朝 见, 上 以 道 远 复 书 止

之!。[ 6]卷 165,正统十三年四月丙寅
英宗复辟后,天顺时,曾特诏

襄王入朝,襄王为宣宗同母弟, 景泰间,  曾有疏上

章皇后,请视南城起居, 又疏劝景帝朝南内 !, 英宗

深感其诚,故命入朝,  情礼优渥 !, 此后, 亲王不朝

者近四十年。弘治八年, 因仁寿太皇太后思念自己

的儿子崇王,孝宗曾下诏召崇王入京,亦由于朝臣反

对而终止。
[ 6 ]卷 165, 正统十三年四月丙寅

正德四年, 明确规定:

 亲王朝觐,虽载祖训,英庙之时,亦尝一举,然久已

不行,以故比者崇王请朝, 则贻书免之,今后凡亲郡

王请身入朝者,并免,著为令 !。[ 7]卷 58,正德四年十二月庚戍

明制:  亲王非迎驾及扫墓, 不许出城一
步。

[ 5 ]卷 4, 107
凡天子行幸至藩府境内, 亲王例应出府

迎谒。明初,永乐帝巡幸北京,过济宁州, 有鲁王来

朝。正德间,  武宗巡幸最繁,然未闻有亲王朝谒一

事!。嘉靖十八年, 世宗驾幸承天府,  敕谕路近王
府封疆者,出城候驾!,于是, 赵王、汝王、周世子、徽

王、唐王皆出府,跪迎于道旁。
[ 5]卷 4, 106

然而,对于宗室出城送葬、扫墓,明王朝也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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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限制的。据∀明史#记载,宗藩  出城省墓, 请而后

许 !。[ 8]卷 120∀礼部志稿#也明文记载:  各王府郡王以
下,凡欲出城祭墓、送葬之类, 俱先期奏请, 得旨乃

行 !。[ 9]卷 77, 344
但明代中期以后, 宗室遇丧葬、祭扫之

事, 多有不请自行。分封四川的蜀府, 自蜀献王以

后,  每遇亲丧,亲王、郡王俱自行送葬,不经奏请!,

在四川地方官奏告蜀府违制后,  蜀王亦自以本府

相承故事为解!。[ 9]卷 77, 344
景泰时, 因要为妃择坟地,

不经奏请, 安塞王就私带内使人等前往贺兰山察

看。
[ 6]卷 243,景泰五年七月壬戌

天顺时,宗室成钡,因罪锢凤阳

高墙的父亲病危,微服走视。
[ 10]卷 4

弘治时, 襄王祐材

未经奏 请, 清明 时  出 城祭扫 先墓, 四日始

归 !。
[ 11]卷 62,弘治五年四月甲寅

宗室出郭不乏游猎、宴享之辈。自然,这也是明

王朝明令禁止的。但是, 宗藩擅离封地, 外出田猎、

游宴却大有人在。景泰三年, 蜀府华阳王  尝率妃
与宫人并 军丁 百余, 出城 围猎 !, 越五 日而

归。
[ 6]卷 212,景泰三年正月甲寅

六年, 代府昌化王乘大同巡抚

等 官 出 外 行 礼,  径 至 帅 府 周 围 观 视 而

还 !。
[ 6 ]卷 260,景泰六年十二月庚子

正德三年, 淮府顺昌王  以
迎敕为名,出城游玩 !。[ 7]卷 41,正德三年八月癸酉

据陕西巡抚

都御史张潮反映,嘉靖时, 靖江王府有奉国中尉曾两

度违例出城, 并潜至南京。
[ 12]卷 8, 嘉靖六年七月辛已

韩府乐

平王府有奉国将军  以三月终背父出游, 莫知所

之 !。[ 12]卷 466,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壬寅
韩王常出郊田猎,以致宗

人相慕效之, 韩府宗室冒禁出城, 成为司空见

惯。
[ 12]卷 558,嘉靖四十五年五月戊午

宗室出城,  非挟耒耜以缘南亩, 亦非操资本而

逐什一 !, [ 13 ]礼部卷 4, 563
其意图亦不止于田猎、游宴。

纵观明王朝的藩禁政策,宗室被锢禁一城一地,如同

羁押的罪囚,确实值得同情。顾炎武也批评明王朝

对待宗室  既不得筮仕为吏, 而复限于国域之中,若

无罪而拘之者!。[ 14 ]卷 2
但禁止宗藩出城,其主要意图

在防范、裁抑、箝制宗藩。明王朝自朱棣发动  靖难
之变!, 以藩王身份登上皇位后, 仍有一些宗室步燕

王后尘,兴兵反叛,其中有亲、郡王,还有将军、中尉。

而正德年间的宁王朱宸濠,正是通过四出活动,结交

刘瑾、钱宁诸权奸,  十余年间,棋布星罗, 贼党几遍

海内!, [ 15]卷 44
并且在南昌纠合起十余万反叛之师。

当然, 明王朝对宗室出郭,滋事扰民, 甚至作奸犯科

也是有所担心的。戚元佐在 ∀议处宗藩事宜疏 #中,

论及明代宗室出城出郭之禁出现的原因时, 就强调

 其所以禁之,不使出城郭者, 为近日放纵不法者设

也 !。[ 2]卷 388, 4202
明初, 允许亲王入朝, 但王府须  自备

饮膳,其随从官员军士盘费、马匹草料, 俱各自备 !,

并规定  毋得干预有司, 恐惹事端!, [ 4]卷 59, 973
其目的

显而易见。但是,宣德以后, 明王朝的禁令并没有杜

绝宗藩非法越禁, 相反, 宗室擅离封地日益增多, 其

影响也不仅限于违犯禁令本身。宗室滋生事端, 抢

盗民间,为害地方, 可谓无恶不作。他们  占民产,

骗民财, 违明例, 虐民生, 既属非法, 历乡村, 犯不

测!。[ 13]礼部卷 4, 562
早在天顺年间, 就发生过宁府临川

王磐烨  擅出 城外, 辄入人 家索取 财物 !之
事。

[ 6 ]卷 293,天顺二年七月乙未
万历时, 韩府襄陵王有镇国中

尉  越禁骚扰驿道, 诈骗财物 !。[ 16]卷 344,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已丑

有的宗室私出封禁,还纠集王府人众,出城公开

抢夺。他们  三五成群, 数十聚众, 或哄然入室, 围

绕掳掠,或攫金于市,旁若无人,有司亦谓其无肆,莫

犯其锋,百姓但任其鱼肉, 愀然饮恨 !。[ 13 ]礼部卷 4, 562
正

德时,岷府黎山王彦漠、镇国将军彦淮与安昌王  收
蓄奸 徒, 从臾 为 非, ∃ ∃ 勒取 民 财, 莫敢 谁

何? ![ 7]卷 90,正德七年七月丙子
嘉靖时, 西河王府奉国将军表

寨等,  招纳亡命,剽劫为盗!。[ 12]卷 200,嘉靖十六年五月乙未
据

巡抚都御史蔡汝贤奏称,万历时, 靖江王府中尉经扣

等,  结党横行,昼夜若狂,聚众殴打察使顾问几死,

∃∃又逼勒程布政改换禄帖,言词悖慢。抢夺财物,

殴打平民,城震惊,人心凶凶 !。[ 16]卷 229,万历十八年十一月壬戌

有的宗室私离封禁后, 选择关津通衢拦路抢劫。正

德时,庆成王府镇国将军中尉知爝  招集无赖掠货

于途 !。[ 7]卷 117,正德十六年三月辛酉 )
宗室招纳亡命,  邀裁河

口, 或沉其船, 或夺其货,或打伤人命,作梗关梁, 商

民畏遁,致国课无从取!, [ 13]礼部卷 4, 563
祸国殃民, 莫此

为甚。

有的宗室离开封禁,把持地方商税,严重妨碍了

地方经济的发展。弘治时, 松滋王府几位镇国将军

 招引群小, 夺军民商贾之利, 人苦之, 至有缢死

者!。[ 11]卷 60,弘治五年二月戊申
周世子安潢,  乃擅差典吏史

澜 监 修, 复 遣 人 于 河 次 提 载 百 货 而 税

之!。[ 11]卷 120,弘治九年十二月已丑
甚至出现宗室成群结队擅离

封禁,冲击地方衙门,殴辱地方官员之事,这些情况在

嘉靖以后曾频繁发生,限于篇幅,兹不一一举述。

二 � 越关奏扰
明初规定,凡王府奏事,  王遣使至朝廷, 不须

经由各衙门,直门火者速奏闻,若不奏闻,即系奸臣

同党。! [ 17]卷 4, ∀皇明祖训 #
朱棣即位后, 更定祖训成制, 明

令  王府有事, 发行三司等衙门随即奏闻, 必待钦

准, 方许奉行!。[ 9 ]卷 16
正统以后, 宗室陈奏的有关规

定更细更严,  宗室非机密重情不得径奏;郡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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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 非启亲王不敢奏;袭爵请名封等事, 非长史启

王不敢类奏;仪宾不敢托郡、县主、君名陈奏。! [ 9]卷 16

除事干亲王或所奏系机密重情外, 王府陈请的大小

事务须先启亲王,无故私自赴京奏告者,谓之越奏。

明代中期,宗室越奏的事例,明实录中可谓俯拾

皆是。然而,就宗室越奏数量的多寡和明王朝对宗

室越奏所持的态度来看,嘉靖前后则有明显的变化。

宣德时,明王朝取缔了宗藩定期朝觐制度, 其

后,宗室擅离封地频繁发生,各藩府越关奏扰之事也

随之产生。早在正统十一年九月, 被禁住的辽庶人

长子就擅离祖坟,  欲赴京自诉 !。[ 9]卷 75, 303
十四年,广

通王府教授汪敬亦奏告,  广通王等各往东门出城,

称欲赴京奏事 !。
[ 6]卷 184,正统十四年十月月乙亥

天顺时, 代府

左长史李滋反映:代府各郡王奏事,  止令长史司出

批, 所奏事情并不经本司看验 !, 有的郡王弄虚作

假,  中间有奏一事而夹奏二、三事者 !,  稍有不从,

辄将实封送赴 !,  甚至镇国将军以下亦有不由郡

王,而径令家人、校尉赍本诣京者!。[ 6]卷 306,天顺三年八月戊辰

成化以后,宗室私离封地越奏愈加严重。成化八年,

代府灵丘王府有将军三人  擅出平阳府城, 于佛寺
止宿,言欲赴京奏事!。[ 9]卷 79, 401

十一年, 鲁府有镇国

将军因与护卫指挥鲍珣争地,  赴阙陈诉 !, 鲁王遣

人 追 回 后, 还 是 有 一 位 将 军  潜 赴 阙 具
奏 !。[ 18]卷 140,成化十一年四月丙申

宗女甚至也离京远出。成

化十九年,辽府宁福乡君诣京, 奏告其兄已封为长阳

王, 本身该进为县主。
[ 18]卷 246,成化十九年十一月戊戌

两年之

后,寡居在家的宁福县主无视礼法, 又私赴巡抚衙

门, 告 讨 监 利 县 空 地,  回 到 监 利 不

归 !。[ 18]卷 256,成化二十一年八月戊子
弘治时, 郡县主君,  多有

听人拨置,赴京奏扰!。[ 9]卷 79, 417

弘治以前, 明王朝对宗室越奏重在防范而不重

罚治。朝廷三令五申,无论是直接向王府发布敕命,

还是以书信诫谕亲王, 更多的是申明宗室奏事应遵

依规制,要求各王府约束本府宗人,杜绝私自越奏事

件发生。针对越奏宗室, 则采取降敕切责或警告的

方式, 但对王府官员及相关人员,明王朝则不姑息迁

就。成化十八年,灵丘王府三位将军欲赴京奏告,宪

宗下令究问该府教授及守城官罪。
[ 9]卷 79, 402

武宗即位后,鉴于各府入京奏诉成风,于是命礼

部移 文 各 王 府,  敢 有 仍 前 故 违 者, 并 治

之 !, [ 7]卷 8,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乙丑
随后又下旨,命将军以下越

诉者,  不必馆馈, 止令办呈官送回本府严加管

束 !。[ 7]卷 8,弘治十八年十二月辛未
正德十二年以后, 下令对越

奏宗室作出处理:其一,对奏诉者  原词立案不行!,

其二,  仍将禄米量行减革!。[ 3 ]卷 7, 276

嘉靖时,明廷加强了对宗室的监管力度。对违

禁越奏宗人,除事后依照正德十二年的办法处置外,

遣官伴送回府时, 尤其重视对差官和犯宗的约束。

嘉靖元年,规定犯宗遣送回府  只给口粮脚力, 不许
沿途需索,轮马供应 !。[ 12]卷 14,嘉靖元年五月壬子

为了从源头

上杜绝藩府的越奏现象,十五年, 明世宗敕谕各王府

 令辅导官置立稽考簿藉一扇, 凡五日, 镇国、辅国、

奉国将军、中尉、庶人亲自赴府画押, 如有称病不到

者, 即时差官询问明白, 朔望朝谒,听王逐各点闸,如

有私 出 城 郭 者, 差 人 追 回 监 禁, 具 奏 处

治!。[ 12]卷 191,嘉靖十五年九月已未
二十四年,明王朝又把这种

监管办法进一步推广到王府仪宾头上, 规定:  今后
各府仪宾务要照将军等例, 五日赴府画押, 如或不

到, 许即时差人查究下落, 其有无故而推托者, 即拘

伊亲、邻里体访勘明 !。[ 9]卷 79, 767

不仅如此, 嘉靖时也一改正德以前对越奏犯宗

的宽恕态度。一方面, 加重了对犯宗的经济制裁。

嘉靖元年,重申对来京奏扰人员除  奏词立案不行 !

外, 仍对涉罪之人,  量减禄米 !。十二年, 又下令对

所有违例赴京宗人,  其应得禄米, 以出城日为始,

裁日住支,至回府发落之日复支, 中间旷日不准补

给!。[ 3]卷 7, 277
另一方面, 对越奏人员视情节予以惩

处。嘉靖十一年,下令对越奏犯宗,  情轻者革去爵

秩, 情重者发送高墙!。[ 3]卷 7, 276- 277
其后, 犯宗或发送

高墙,或关押闲宅, 或革去爵秩、宗禄。然而,明世宗

对犯宗的重谴,并不能刹住藩府宗人私离禁地,赴京

越奏或赴省城诉告之风。与正德以前相比, 嘉靖时

的宗室越奏,发展成为无法遏制的态势。嘉靖元年,

世宗在发给礼部的上谕中, 就明言各府宗室  近多
越关妄奏 !, [ 9]卷 6, 96

二十九年, 据礼部给事中杨思中

反映,数月之间,赴京奏扰者有十余起。
[ 9]卷 80, 425

在宗

室人口众多的周、晋等王府, 越奏情况尤为突出。三

十一年,前三个月内, 周府赴京越奏的就有十人之

多。
[ 12 ]卷 384,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乙丑

晋府宗室甚至结队成群私

赴京城。嘉靖十四年十月,晋府宗室奇渭、奇决等十

人 结 伴,  越 关 入 京, 诣 午 门 驰 道 伏

奏!。
[ 12]卷 180,嘉靖十四年十月壬辰

宗室越奏人员,除有少数郡王外, 大多为王府的

将军、中尉、庶宗, 也有少量的郡县主、君、仪宾人等。

甚至一些藩府嫔妃、将军夫人等参与其中。∀明世宗实
录#记载,嘉靖时,  各处宗室、将军夫人等项往往不守

礼法,擅离封域,越关赴京奏扰!。[ 12]卷 191,嘉靖十五年九月已未
而

张瀚的∀松窗梦语#记载也说:  不惟宗人逾制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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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关妄奏,而嫔妃姬妾,亦有以内臣护送, 诣京奏事

者矣!。[ 19 ]卷 8, 157
由于明王朝对越奏犯宗予以经济制

裁,以至出现某些犯宗冒别府之名,赴京渎奏。嘉靖

十五年, 就发生晋府将军冒称高平王府  赴阙渎

奏 !。[ 3]卷 7, 280 - 281
甚至有宗室私带奸徒, 冒充宗人赴

京越奏,希图渔利之事。嘉靖四十三年,据怀仁王反

映,该府宗室赴京越奏时,就挟带奸徒, 冒称宗室三

哥子。
[ 20 ]下卷, 401

宗室越奏,多因岁禄逋欠、资身乏策所致,也有

因名封婚请不时,告诉不果才忿而赴京,更有一些宗

室受利益的驱动而赴京奏扰。宗室不辞千里之遥,

前往京师奏告,他们期望朝廷解决本身的实际问题,

为达目的,有些宗室出现过激行为, 甚至以死相胁。

嘉靖 中, 周 府奉 国 将军 安 泪  至 欲 自 刎阙

前 !。[ 12]卷 384,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乙丑
万历时, 周府鄢陵王府有

镇国中尉  令未名二子小孝哥越关具奏, 持刀自
抹 !。[ 16]卷 175,万历十四年六月辛未

为消除来自藩府和地方的

阻力, 实现顺利赴京, 有的宗室明目张胆地以武力捍

卫越奏行动。万历时, 代府饶阳、潞城等王府将军、

中尉赴京越奏,奉国将军俊椁等  擅出镇城, 项插黄
旗,书 %拦挡者斩 & !, 以致潞城王坐视群宗出城, 不

敢阻拦。
[ 16]卷 112,万历九年五月庚午

正德以后,宗室  倡众出境, 越关妄奏 !, 为什么
会成为难以逆转之势呢?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

上说, 是由于宗藩问题久经积累,正德以后发展成为

明王朝无法甩开的沉重历史包袱, 明王朝对宗藩的

种种限制和根治宗藩弊政上的无所作为, 使得庞大

的宗藩集团成为坐食岁禄的寄生阶层。宗禄问题是

明朝中期以后朝廷议论宗藩的核心问题, 但如何解

决这一问题,明王朝抱残守缺, 始终不愿解除对宗藩

的种种禁条, 不允许宗藩从事四民之业, 宗室只能

 仰给有司!,而各王府和地方衙门也难以解决大量

无禄宗室的供养问题,加上宗藩奏事手续的繁琐,各

王府宗室,有事转奏,难以上达,他们只能选择亲赴

京城具奏的方式。

当然,中下层宗室赴京越奏,也与亲郡王不顾宗

室冷暖, 挟私报复甚至借奏事敲诈密切相关。据

∀明宪宗实录 #记载, 成化六年, 郑府长史张铎曾向

郑王反映,其长子已到婚、封年龄,然而,由于郑王父

子关系微妙,郑王对长子的请封、选婚不管不顾,王

府长史  屡以启, 王辄忿怒, 纪善彭锼、王谅亦因谏

劝遭辱 !。[ 18]卷 80,成化六年元月癸亥
成化十九年,辽府长阳王

晋封后,长阳王之妹宁福乡君例当进为县主,  辽王

挟 私 不 为 转 奏, 而 长 史 等 官 亦 不 为 启

劝!。[ 18]卷 246,成化十九年十一月戊戌
明中期以后, 藩府名封、婚

禄不能及时上请,有很多是因为亲郡王贪婪敲诈,公

开索要未得到满足的缘故。嘉靖时, 郑王厚烷就反

映:  各府宗室赴京, 事非得已, 皆由亲郡王多方规

利, 阻 泥不 行, 故 有十 岁未 名, 终身 未嫁 娶

者!。[ 3]卷 7, 277
而一些王府官也  借事需索,巧名抑勒,

以恣其丘壑之欲, 不满不已 !。[ 21]卷 66,天启五年十二月壬午
贫

困宗室朝难保夕, 又何从措置亲郡王及王官需索的

这笔钱物,迫不得已, 只能冲破明王朝所设的禁条,

走向越奏之路了。

不可忽视,宗室越奏,也有很多是受到利益的驱

动, 我们姑且撇开宗室赴京具奏, 朝廷是否会圆满解

决其奏请之事不论,仅就宗室沿途供给和本身向地

方衙门需索所得, 足以让众多嗷嗷待哺的贫困宗室

怦然心动。嘉靖时,礼部官员在议处越奏宗室时,就

说宗 室越 关  计其 驿 递需 索 所得, 倍 于 岁

禄!。[ 3]卷 7, 279
尽管嘉靖元年,就规定对于由京城遣送

回府的犯宗:  只给口粮脚力, 不许沿途需索, 轮马

供应 !。但据代府怀仁王俊榭反映, 嘉靖后期, 革去

爵秩的犯宗伴送回府时,  辄擅遣白牌, 僭称爵号,
舆马冠盖, 充斥道途, 所过关津候吏, 无不被需索

者!。[ 3]卷 7, 279
嘉靖四十三年,怀仁王府宗室充鲋以越

奏降为庶人,遣员伴送回闲宅禁闭,沿途仍擅起车辆

人夫,兵快马匹, 多索廪给。
[ 20]下卷, 401

由于利之所诱,

加上王府少数人的怂恿、鼓动,他们毫不顾惜坏法乱

纪, 宗室越奏日益加剧, 进而在嘉靖时发展成为明代

严重的社会问题, 明世宗君臣为应付处置宗藩越奏

耗费了较多的精力,而宗藩问题本身也成为与河患、

边患并难处置的明后期三大社会难题, 显然,这与明

太祖置封设藩的初衷是大相背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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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支持。

于右任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是与新闻活动紧密

相联的,但是于右任首先是一位民主革命的领袖,许

多重大事情等待他参与, 不允许他长期从事新闻工

作,但仍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在某种程

度上, 社会政治理想构成了于右任自由主义新闻思

想的根基,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转换,成为他的自由主

义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于右任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实质是民主主义和

爱国主义,他衷心希望记者可以利用手中的笔和纸

这个武器在新闻战场上厮杀,为民主革命作舆论先

导,早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综观于右任的一生, 他从未放弃过对自由主义

和民主主义的追求, 对我国早期新闻理论和新闻业

务进行了大胆的探索、革新,为我国早期的新闻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办报实践中形成了自己比较

成熟的办报思想。他的办报活动和办报主张对中国

自由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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