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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评论》与五四时期的社会变革
王燕

（河南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每周评论》紧跟时代潮流，密切关注时事。
在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报积极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连续系统

地报道五四运动，宣传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并以附录的形式汇集当时社会最引人关注的热点问

题，客观真实地报道时事。《每周评论》第１～２５期由陈独秀任主编，主要以评论时事政治为主，笔
锋犀利；从第２６期开始，胡适接任了报纸主编，报纸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评论性文章减少，成为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阵地，由政治评论转向多元化评论。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新文化运动对新

文学、白话文的提倡，《每周评论》大部分文章都是用白话文所写成的，语言通俗易懂。顺应时代发

展潮流，《每周评论》较之前的报纸在版式上也有所变化：分段分行；区分大小标题；使用标点符号。

《每周评论》较为全面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赢得了全国思想界和舆论界的积极反响与回

应，因此，研究《每周评伦》对研究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社会变革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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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评论》是１９１５—１９２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１９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２日，
《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这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

青年》同仁，为适应形势需要而创办的对时事政治

进行评论的报纸，办报宗旨为“主张公理，反对强

权”［１］，以政治鼓动为主。该报共出版３７期，前２５

期由陈独秀任主编；从第２６期起，因陈独秀在北京
散发传单被军阀政府逮捕，由胡适接任主编。《每

周评论》每周于周日出一张，４开４版，辟有《国外大
事评述》《国内大事评述》《社论》《文艺时评》《随感

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

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１２个栏目，每期
必有５个栏目以上。［２］除正常版面以外，有时还增出
《特别附录》，随报赠送。胡适任主编后，该报逐渐

删减了时事政治内容，改用主要篇幅发表杜威的演

讲和罗素的著作，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报纸。１９１９

年 ８月３０日《每周评论》出至第３７期时，被北洋政
府查禁。目前，学术界对《每周评论》进行全面研究

的论文较少，大多仅涉及《每周评论》与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关系、《每周评论》的办报人、《每周评论》的

影响等某一个方面。本文拟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

变化、报刊主编人的变化、语言文字的变化、版面形

式的变化对《每周评论》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期深入

了解社会环境对报纸媒体的影响与报纸媒体在时代

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一、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与

《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作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社会转
型期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对国内国际的政治环境

变化反应迅速，有时整版甚至整期都是反映当时国

内国际重要的时事问题，在传播事实的同时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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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办刊人的价值判断。

１．《每周评论》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
介绍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十月革命影响至中国，马

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此期间，报纸媒体对

其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周评论》在

１９１９年第３期上发表李大钊的《新纪元》一文，热情
歌颂十月革命，说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

醒的新纪元。是在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

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

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３］。陈独秀在《每周评

论》１９１９年第１８期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
命》一文，指出：２０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与１８世
纪法国的政治革命一样，都被后来的历史家当作人

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４］。与此同时，《每周

评论》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积极传

播马克思主义。［５］

２．《每周评论》对五四运动的报道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

败。中国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的情况之所以能迅速被

国人所熟知，且发展成一次大的爱国运动，源于报纸

媒体的报道。如果没有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密约

公布、舆论组织和民众动员，国人很难知道“外争国

权”的必要性和“内惩国贼”的迫切性。五四运动的

发生和发展说明大众传媒时代来临后，其对新闻的

关注和报道更敏捷，对社会的影响更大。［６］

对于五四运动的报道，《每周评论》起到了舆论

先导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已在《每周评

论》上发表文章，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各国

都在争本国的权利”［７］。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

论》不仅作了连续系统的报道，而且及时评论并给

予支持和引导。运动发生的当天，该报就在第２０期
的《国内大势述评》一栏上一方面报道巴黎和会上

日本的狡诈态度，一方面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

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的消息，吁请读者注意

“卖国贼”的阴谋诡计。［８］从第２１期开始，报纸又连
续５期用全部或大部的篇幅（有时还增出专页）给
予关注。报纸第２１、２２、２３期全部，都是对山东问题
的报道和评论。第２１期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
活动》一文中，提出了北京学界的全体宣言，并呼吁

“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

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

头！”［９］还有一些文章是对日本目的和罪行的揭露，

以及列强对山东青岛问题在欧会中讨价情形的介绍

等。第２２期的《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
动的舆论》，专门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全面报道。其

中，《学生无罪》一文提到北京高等学校学生因青岛

事件被捕，从法律、国家和外交３个方面论证学生运
动的正当性，呼吁应将学生无罪释放，这给了当局者

以舆论压力。第２３期有关对山东问题的报道中，提
到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

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１０］，第一次提出了学习五

四运动的精神。这种旗帜鲜明的号召，给五四学生

运动以很大鼓舞，推动了学生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这些对五四运动的大力报道和评论，对民众的导向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３．《每周评论》对国内劳工状况与问题的报道
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民主与科学

得到了弘扬，马克思主义也随之被介绍到中国，人们

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国际上对下层劳工状况的异常

关注也引起人们对中国劳工的关注，各种对劳工情

况的报道也随之而来。《每周评论》专设一栏对国

内外劳工情况进行了介绍，如１９１８年第１期的《劳
工神圣》，１９１９年第３期的《北京之男女佣工》，第４
期的《修武煤厂之工头制》，第５、６期的《北京剃头
房与理发店之今夕》，第８期的《人力车夫问题》，第
１２期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其中，《唐山煤
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反映出工人不如骡马、生活条

件恶劣、每日工作时间长、工资很低、有时会发生因

公事而死的情况。［１１］这些文章是对下层工人状况的

深度报道，也是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同时也呼吁社

会关注下层民众生活。另外，《每周评论》还有很多

介绍国内劳工状况的文章，而在此前各种媒体的宣

传中很少有关注这方面问题的。

４．《每周评论》对自由主义的宣传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新

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自由、平等的言论充斥

着当时的社会，反映在舆论媒体上，即对独立、自由、

平等思想的传播。《每周评论》第２４期的《危险思
想与言论自由》一文宣扬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思想

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提醒当局“要

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杜绝危险

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１２］。这一时期对自由思想的

宣传在《每周评论》中时有体现，扩大了自由思想影

响的范围，全国各地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谴责军

阀政府的专制统治，要求外交公开并保证人民的言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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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会和出版自由。

５．《每周评论》的３个《特别附录》
《每周评论》以附录的形式将当时社会最引人

关注的热点问题汇集到一起，强化了人们对问题的

认识，如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３日第１７期和１９１９年４月
２７日第１９期中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
的舆论》，都是以北京大学的新潮运动为主要内容，

汇集了这一阶段民众对自由、平等、改革旧思想、文

学改革等方面的迫切需求；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８日第２２
期中的“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

论》，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大力报道，汇集了民众对五

四学生运动的支持和对国民爱国精神的赞赏。附录

集中主要观点和言论，充分表现出《每周评论》的办

刊特色，即对社会问题反应快，且“附录”是随报赠

送的。《新潮》杂志称赞《每周评论》说：“读他的人

可用最廉的代价，最经济的时间，知道世界上最新最

要的事件。”［１３］

６．《每周评论》对时事的客观真实报道
《每周评论》的报道大部分是反映国际国内政

治经济现状，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因此大

都是针对客观事实的直接报道，直陈现实，客观报

道，较少虚浮的语言。如对国内外政治、重大事件的

报道与评论，对社会现实的随感录等，每期都是作为

新闻报道的，且在报道重大事件时，均是综合各方面

的材料进行评论、分析，使读者深入地了解该事件的

背景、后果、影响。［１４］另外，《每周评论》不刊载任何

商业广告，政论性极强，因此深受读者喜爱。从报纸

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每周评论》消息简洁明快、

客观公正，符合报纸的特点。

　　二、报纸主编的变化与《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从第１期到第２５期由陈独秀任主
编，主要以评论时事政治为主，笔锋犀利；从第２６期
开始，胡适接任了该报主编。胡适政治上主张进行

渐进的改良，因此，不主张报纸刊登针对当局的过分

激烈的批评文章，于是报纸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一，评论性文章减少。新闻评论往往抓住一

个新闻事件，分析该事件发生的原因、性质与影响，

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性强，文章多短小精悍。

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日趋紧张复杂，新闻事件很多，

迫切需要加强对新闻的评论。因此，这一时期许多

报纸都发表大量评论性的文章，如《每周评论》中的

社评、评述等。《每周评论》在陈独秀任主编时期，

评论直陈时弊，文字简练明快，立场鲜明，且多从现

实入手进行深入分析，政治色彩浓厚，引起了读者莫

大兴趣。其中，《每周评论》中的社评，使报纸找到

了一个新闻与评论相结合的好形式，顺应了报纸改

革的要求，“评论是代表一个报的主张和政见，并且

是一个报纸整个精神寄托的所在”［１４］。但胡适任主

编后，基本上取消了反映政治斗争的内容和激烈的

社会评论，撤掉了每一期的《国内大事述评》《国外

大事述评》《社论》等栏目，刊登大量杜威来华讲学

的内容和罗素的著作和教育方面的内容，如第２６、
２７期全部都是《杜威讲演录》的内容。

其二，成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阵地。胡适

在第３１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
文，接着李大钊在第３５期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
义》，予以有力反驳，由此引发了一场“问题”与“主

义”的激烈论战。《每周评论》第３１～３７期都刊载
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文章，在五四时期的思

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受此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

内部也从统一走向分裂，《新青年》发生分化并走上

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每周评论》对“问题”与“主

义”之争的详细报道，对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

的价值。

其三，由单纯政治评论转向多元化评论。胡适

担任《每周评论》主编后，《每周评论》介绍了大量俄

国的土地制度、婚姻、新经济法等，如第２９期的《俄
国的土地法》、第３０期的《俄国的婚姻制度》、第３２
期中对俄国新银行法的介绍等，并结合我国的具体

情况对其进行了简单的评论，这些介绍对国内的经

济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

总之，胡适接任主编后，《每周评论》大大增加

了改良主义色彩，避开了政治性的内容，且语言温

和，以避免与当局发生直接冲突。正因为如此，有学

者称“胡适是以学者立言，陈独秀是以革命家立

言”［１５］（Ｐ２３０）。陈独秀是一个老革命党，对政治有特

殊的敏感，经常发表政论文章。而胡适决心２０年不
谈政治，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多是文艺性

的。［１５］（Ｐ２３１）两位主编的不同政治态度与个人取向，

将《每周评论》分为前后２个阶段，报纸刊载的内容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每周评论》作为一

份紧跟时代风潮、密切关注时代风云变幻的报纸，仍

不失其作为反帝反封建阵营中一个具有战斗力的、

影响广泛的舆论阵地。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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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语言文字的变化与《每周评论》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
新文化运动中对新文学、白话文的提倡，中国语言风

格的变化比较明显。著名学者胡适是积极推动白话

文的先驱，他在１９１７年《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
良刍议》一文，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作

者提出今日文学改良的８条要求，其中第８条为不
避俗字俗语。［１６］“白话文字有一种根本上的大经济，

就是先生说的‘教育上的经济’。一句文言，懂得的

有十人；一句白话，懂得的有千人万人”。［１７］语言文

字的变革在《每周评论》中也得到了体现。

第一，《每周评论》中大部分文章都是用白话文

写成的。如第１３期“新文艺”一栏上刊载的《背枪
的人》：“早起出门、走过西珠市。行人稀少、店铺多

还关闭、只有一个背枪的人、站在大马路里。我本愿

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怕见恶狠狠的兵器。但他

长站在守望面前、指点道路、维持秩序、只做大家公

共的事———那背枪的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

弟。”［１８］这是一篇对背枪的人歌颂的文章。

第二，语言通俗易懂，不再咬文嚼字。如第２３
期“随感录”一栏中的《黑暗的东方》：“天明了、曙光

现了、光明的境界没有强盗恶魔们立足之地了，一个

一个的都跑到黑暗的东方来。所以边疆上就有谢米

诺夫、霍尔瓦特这一流人扰乱治安，内地就有一种外

国的外交官替崇拜强权的国家政府捕拿国事犯、摧

残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呵！好了！我只替你们祝

福。祝你们永远不要回归你们那光明的故土，祝你

们永远有个黑暗的东方作你们的逋逃薮。”［１９］文章

通俗易懂，易于理解。

白话文以简单明了为特点，与晦涩难懂的古文

形成鲜明对比。《青年励志会十周纪念刊》中是这

样提到白话文好处的：“普及教育的工具；能全量表

现出作者心中的情感，并能引发读者之同情；科学的

文学。”［２０］白话文简明易懂，有利于对西学的吸收，

反映在报纸上则是更利于社会消息的广泛传播。

　　四、版式设计的变化与《每周评论》

报纸版式是办刊者对报纸形式的设计，它是一

种文化、一种审美的体现，也是自身形象的体现。近

代以来，随着报业发展与各种技术在报纸出版中的

运用，主办者也开始注重版面的设计。报纸的版面

形式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与内容密不可分，不

仅对读者的阅读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也直接关系

到报纸的宣传效果。《每周评论》较之以前报纸在

版面形式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一是分段、分行。每一期分４个版面，每一版面

分４个栏目，全部竖排，每一段写完之后都另外起
行，而不像早期报纸一样没有分段，《每周评论》第

１～３７期都是如此。整体看起来非常整齐、美观而
不杂乱，令读者赏心悦目。

二是每一个大标题周围都用提花加以修饰，从

而将每一大部分都鲜明地突显出来。大标题之下的

小标题用三角形或实心圆加以标注，从而将每一小

部分都鲜明地区别开来，使读者一目了然。

三是标点符号的使用。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可

以明确表达出说话人的心理活动和意思，因此标点

符号作为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国，对标点符号向来是忽略的，从五四白话文

一提倡，才渐渐被重视”［２１］。《每周评论》除第 １
期、第２期的国外、国内大事述评没有标点符号外，
其他部分都有标点符号，从第３期开始每部分都有
标点符号。但第１、２、３期每一部分的标点符号，都
是标注在每句话最后一字的侧面，这种标法有时可

能会出现错误。从第４期开始，每一部分的标点符
号直接标注在每一句话之后，占据了一个字符的位

置，这样标点符号就融入到文章之中，使读者读起来

更顺畅流利。

《每周评论》版式设计的变化，顺应了时代发展

的潮流，让人们更容易、更方便地了解社会消息，进

而了解《每周评论》。

　　五、结语

《每周评论》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消息传播媒

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变革，每一步都紧跟时代

脉搏，密切关注时代变化，较为全面深入地反映了当

时的社会现实，赢得了全国思想界和舆论界的积极

反响与回应，因此其对研究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

社会现象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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