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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 ∃是内地人民进入蒙古地区谋生经商

发展的代名词。它与闯关东、下南洋一样,主要是一

种经济文化行为,都是中国人迫于生存的人口大迁

徙。
[ 1]
电视剧 �走西口 把这种经济文化行为放在 20

世纪初期,它以田青等人走西口的经历为情节线,在

反对帝制复辟、国民革命、反日运动等风起云涌的历

史背景下,通过田家的兴衰过程,以点带面地反映出

民国初年的那段山西人走西口的历史, 诠释了

#仁∃、#义∃、#礼∃、#智∃、#信 ∃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

值观, 展现了晋商家国一体、为天下而忧的精神品

格,把求生存的个体叙事纳入到 #革命 ∃这个宏大叙

事的背景下进行展现,以凸显晋商的家国情怀。其

隐藏在经商背后的革命叙事,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

风云激荡。剧中诺颜王子、徐木匠 (宝音 )和窦华

(豆花 )等人所创办的刊物 �走西口  无疑是其革命

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它以一种直观形象的方式图示

了革命新闻事业的运作方式。笔者无意追求这种革

命新闻事业的历史 #真相 ∃, 感兴趣的只是电视剧

�走西口 的新闻叙事所呈现出来的新闻媒介具有

何种特点,这些特点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间又有着

何种关联。

一、革命刊物�走西口 新闻叙事表现

电视剧�走西口  中的新闻叙事有两条线索, 一

是南社长的办报活动,但南社长所经营的刊物是什

么名称,政治面貌怎样, 新闻活动如何,都未做详细

叙述,这是电视剧中次要的方面;二是诺颜王子、徐

木匠和豆花所创办的革命刊物 �走西口  , 这是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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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主要的方面。作品在有意无意之间, 将南社长

以营利为目的的办报活动和诺颜王子等人以营政为

目的的办报活动进行对比映衬,以凸显晋商的家国

情怀。笔者以革命刊物�走西口  为重点分析对象,

并旁及南社长的办报活动, 在两者的对比互勘中分

析其表现特征。

(一 )办刊目的:为革命办报

当徐木匠向革命领导者诺颜王子提议要办一个

革命刊物 � � � �走西口  时, 诺颜王子高兴地说:

# �走西口 , 这个建议不错, 这样一来会使很多山西

人通过 �走西口 联系起来, 进而唤起山西人爱家

乡、爱祖国的朴素情怀,又宣传了革命, 又能筹集到

更多的资金。∃在这里,诺颜王子揭橥了办刊的三个

目的: 宣传革命思想, 组织革命群众, 筹集革命资金。

诺颜王子在同意徐木匠关于创办刊物的建议后

说: #我让李义过几天把经费给你送过去 ∃, 徐木匠
说: #那倒不必了, 油印刊物花不了多少钱, 我们自

己解决吧。∃这里的 #我们∃, 指的是革命党人徐木匠

和田青等人,从他们所经营的皮货生意利润中拿出

一部分钱来办报。事实上,山西人走西口,当为生计

所迫, 是一种经济行为,但作品所反复致意的, 是他

们对传统价值的重新理解及其家国情怀, 筹集款项

以支持革命是这种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田青给诺

颜王子以超过其股份的利润,田青的母亲变卖好不

容易才赎回的田家大院以支助革命, 莫不如此,以经

商养活革命刊物,亦可作如是观。

(二 )组织方式:集中领导

在电视剧中,办报只是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

的内容之一,虽没有着力表现, 但通过作品中的新闻

叙事, 我们还是能在如下两点上看出端倪:一是刊物

的版面、内容安排。革命同情者鲍晋中写了一篇

�晋商传奇之一 %车惘常氏  的文章给了 �走西口  

的编辑豆花,尽管豆花觉得写得很好,也符合刊物的

要求, 但还是不敢采用,一直等到刊物主编徐木匠回

来,等徐过目同意之后才决定采用;二是在报社的人

员录用上。南社长录用豆花进他的报社工作, 是看

中了不要他承担工资和豆花的业务能力, 是经济的

考量; 而�走西口  编辑部录用鲍晋中, 无疑是政治

的考量,典型的敌我分析思维。报社主编徐木匠通

过亲自考察, 明确了鲍晋中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政治态度之后, 才做出录用决

定;当鲍晋中问徐木匠是否是南方的革命党时,徐木

匠给出的是一个外交式的回答: #我能回答的只有

一句, 我希望你和我是同路人。∃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革命党人对刊物

的领导,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从刊物的内容版面到

人员录用,都要经过领导人的严格把关,不容许任何

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从作品的新闻叙事来看, 鲍

晋中正是因为违反了纪律, 擅自发表他的文章 �张

开臂膀,迎接共产主义幽灵  ,以至 �走西口  刊物遭

到关闭,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三 )发行方式:秘密发行

革命传播以推翻现政府为目标, 自然要遭到统

治者的查封,迫使革命传播转入地下。这种秘密的

传播,要求革命党人,如徐木匠,隐瞒身份,秘密传播

革命思想,吸收一些如田青、豆花、鲍晋中等这样同

情或信仰革命意识形态的积极分子, 以原点的形式

向四周扩散革命思想的影响。

�走西口 以宣传革命为职志,自是统治者的查

封对象。 �走西口 刊发了鲍晋中的 �张开臂膀, 拥

抱共产主义幽灵 的文章,显示出其政治面目之后,

立即惨遭厄运就是明证。因此, �走西口  只能以秘

密的方式发行。在第一期刊物编出后,编辑豆花按

照主编徐木匠的要求, 把 �走西口  装到信封里, 寄

给那些预选的同情革命的读者家里, 运用这样的方

式来发行刊物。为了求得刊物的生存, 在字体上,徐

木匠要求豆花用仿宋体刻蜡纸, 以避免有人认出字

迹; 模糊政治面目, 刊登一些关于晋商经商致富的故

事; 要鲍晋中以不知情的方式暗中了解读者的反馈

情况,以避免暴露身份; 为扩大刊物的影响, 针对当

时发生的蝗灾,专门出版专刊,利用田青的驼队, 一

路散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深入群众, 使革命获得群

众的支持。

二、革命刊物�走西口 新闻叙事特征的原因

通过上述对电视剧新闻叙事的分析, 我们可以

发现,革命刊物 �走西口 具有为革命办报的目的、

集中领导的组织方式、秘密的发行方式等特征, �走

西口  为什么会呈现出这些特点? 我们再回到电视

剧的新闻叙事中,仔细梳理故事的脉络,可以这样认

为, 这些特征是对当时媒介生存环境的适应,是环境

选择机制的结果。

1905年, �民报  与 �新民丛报  之间爆发了关

于中国前途问题的论战, 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战胜了

改良,革命成为影响 20世纪中国的巨型话语。革命

话语对新闻媒介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

对媒介生存环境的重构, #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

政权,革命的中心内容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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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 2]
革命党是以反现政权的面目出现在

历史舞台上的,其首要目标是要夺取政权,你死我活

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决定了革命的新闻媒介

面临险恶的生存环境, 其生存与发展必须具备如下

条件: ( 1)理想与目标的高度吸引力及其阐释现实

生活的能力; ( 2)一大批献身于革命新闻事业的积

极分子通过严密纪律型组织的秘密活动, 深入群众,

宣传革命思想。任何一个条件的缺失都会危及到革

命媒介本身的生存与发展。
[ 3]
在电视剧 �走西口  

中,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以土匪刘一刀、污吏吴玉

昆、恶棍夏三为代表的黑暗世界。正如徐木匠在向

田青交流阅读�走西口  心得,引导田青走上革命道

路时所说的,常家大院、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晋商

的成功除了田青所讲的晋商的儒家背景及其自身努

力等个体因素之外,还有当时良好的经商环境。接

着,徐木匠向田青发问, #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是官

府不行了,只知道盘剥、杀鸡取卵。∃因此, 诺颜王子

才向田青诉说革命党人的理想: 把中国建设成为

#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百姓安居乐业、商业可以自
由贸易的国家∃。简言之, 当政府不为民服务, 残害

百姓时,民众是可以通过革命暴力来改变政权的。

�走西口  的创办是在为 #暴力 ∃造势, 为 #革命∃提

供合法性。正因为�走西口 能阐释现实社会生活,

其理想具有高度吸引力, 因此, 这份刊物能使读者

#争相传阅, 趋之若鹜 ∃。

革命党是反政权的政党,参加革命新闻工作是

生与死的选择, 而没有资源的优先分配权。正如徐

木匠在考察鲍晋中时所问: #鲍先生,您考虑过参加

�走西口  编辑工作会有一定危险吗? ∃因此, 它必须

以地下的、秘密的活动为主, 深入群众, 以秘密的新

闻传播形式向四周宣传革命思想。因此, 徐木匠才

利用木匠活做掩护,宣扬三民主义的革命道理,利用

自己对田青的影响, 潜移默化地引导田青走上革命

道路, 充分利用田青的商业网络来扩大 �走西口  的
影响, 采用秘密的方式来发行 �走西口  。同时, 这

种残酷的生存环境也使得革命党一开始就是按照军

队的形式来思考其新闻纪律, 使 �走西口  按 #集中
领导∃的方式来管理媒介, 报社内上下级之间关系

简单,具有下级服从上级的纵向集权的特点。在不

明了鲍晋中的政治态度之前,鲍甚至都不知道这份

刊物的真正主编是谁,一切都按照地下纪律在运作,

把革命党对刊物的领导提到了关乎刊物生死存亡的

高度来看待; 而正是鲍对纪律的违反, 使 �走西口  

被关闭,徐木匠的革命党人身份被暴露,革命事业受

到巨大损失,这也从反面证明,这种集中管理是何等

重要。

无疑, �走西口  这些特征是适应当时革命环境

的结果,这是 #一种适应当时形势的集权内敛型、动

员型的革命新闻体制。∃ [ 4]
这样的新闻体制,在残酷

的战争年代,充分保证了革命党人对各级党的新闻

媒介的领导,在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群众、筹集

革命经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现了其为革命办报

的目标。

三、革命刊物�走西口 新闻叙事特征的启示

如上所述,革命刊物 �走西口  是对当时生存环

境的生态性适应,是特定历史和文化话语中的建构,

它不是已经完成的终点,而应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不

断被生产。当生存环境发生变化, 媒介亦因应这种变

化,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践行媒介的社会功能。

新闻能做宣传之用, 但新闻毕竟不是宣传。如

�走西口 这样的革命新闻体制,媒介只是特定意识形

态的承载者,以最大化地为革命政策与意识形态辩护

为目标,从而教化、感召和激励大众遵奉特定的意识

形态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了新闻本身作为现代性社会

分工所应承担的 � � � 提供信息 � � � 的社会职能。尽

管�走西口 所要表现的是一个晋商传奇,但推动 �走

西口 浮出历史表面的动力,不是当时商人对信息的

需求,而是革命的需要, 不是经济的推动力, 而是政

治的推动力。在革命刊物�走西口  的新闻活动中,

经济退隐幕后,革命走到前台。尽管从电视剧来看,

商人对信息的需求是明显的, 比如梁满囤对 #瘦猴 ∃

推销其熟坏的牛皮充满疑惑,极力想探明幕后详情,

但与田青的信息不对称,使其无法获得商业利润,只

能眼睁睁的折本。综观整部电视剧关于革命刊物

�走西口 的新闻叙述, 除了被动式的赈灾专刊外,

基本上不涉及新闻采访活动, 更多地是政论和副刊

一类的内容。鲍晋中的 �张开臂膀, 拥抱共产主义

幽灵  应该是政论, 豆花为办栏目所搜集的山西民

歌和鲍晋中所写的晋商传奇之类的内容,应是副刊

内容。而作为刊物主打的新闻资讯, 电视对此付之

阙如。�走西口  的创办,旨在灌输经过重新诠释的

#仁 ∃、#义 ∃、#礼 ∃、#智 ∃、#信 ∃等革命意识, 宣传革

命观念,引导如田青这样的晋商不要老是想着赎回

他的田家大院,而是应有家国情怀,走上革命道路。

迫于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革命刊物 �走西口  

采取了纵向集权的组织方式、地下的秘密发行方式,

用严格的纪律来管理新闻媒介,权力高度集中,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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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之所必需,但这样封闭、内敛的办报模式,

是很难适应现代新闻运动规律的, 它不是意见的自

由市场和多元声音的对话舞台,它总是自言自语、自

说自话。在物质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 强化意

识形态的能动作用; 在新闻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

上,强化新闻的政治功能, 而忽视了新闻本身作为现

代性社会分工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 在新闻自由与

新闻控制的关系上,强化新闻控制;在舆论的一律与

不一律上,强化新闻舆论的一律,强调在意识形态方

面达成一致。它忽视了公民对于客观、公正、真实、

全面的新闻信息需求,忽视了公民新闻权利的实现。

在现代性分工意义上, 南社长的办报模式或许更具

现代性特征。他的报社是民营报刊, 独立办报,自主

录用人员,以营利为目的,面对市场, 其经费来源多

靠广告支撑,拉广告是其办报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正

因为此,他才向当时正在其报社工作的豆花提出了

拉广告的任务。为了刊物求得生存, 南社长还开展

多种经营以降低市场风险, 向鲍晋中的典当行投资

获得利润,其印刷厂还向外接收各种印刷业务,革命

刊物�走西口  的印刷就是由他来承担的。但在 �走

西口 的映衬下, 通过为蝗灾灾民捐款, 向政府告密

鲍晋中撰写 �张开臂膀, 拥抱共产主义幽灵  等事

件,南社长被塑造成一个贪利忘义、贪生怕死的小丑

式人物,在被 #妖魔化 ∃的同时其所内涵的现代性特

征被遮蔽了。

革命党人所要兑现的承诺是 #要建立一个人民
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 ∃。但 #民主 ∃、#自由 ∃不仅仅

是追求的价值符号,而必须以可见的形式予以实现,

即如何在制度设计的层面真正地保证自由, 践行民

主, 否则, 理想只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当革命退

潮, #和谐 ∃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要价值的时候, 如何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如何从马克思的 #内在

规律说∃� � � #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

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 必须承认它具有连

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 即承

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 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

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
[ 5]
� � � 中吸取教益, 如

何借鉴西方等新闻传媒大国的经验 � � � 他们在对新

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是领先于我们的,走出革命迷思,

对革命的新闻体制进行 #祛魅 ∃, 因应变化了的时
代, 建立适应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新闻观,当是电视剧

�走西口 的新闻叙事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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