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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报刊 《今 日评论 》 的作者群像及

意见表达探析

柳盈莹 余明霞

（ 作者单位 ： 云南 师 范大学传媒学院 ）

摘 要 ： 《今 日 评论 》 创 办期 间
，

正值 中 日 战局进入一个新阶段 。
以

“

教授
”

为 代表的知识分子 围绕应 当 如何改革 中 国政治 ，

以更好地动 员 全国力 量 、 增强 国 力 、 争取抗战胜利进行 了 比较充分的 思考 ，
提 出 了

一些独到 的见解和观点 ，
对时局 产生 了

一

定影响 。

本 文的研究
，
通过对 《今 日 评论 》 的作者群像进行统计 归类

， 并对他们 的文章观点进行梳理
，

结合抗战时期的 历 史背景深入分析 ，

试 图描绘
一

幅不 同 于传统新 闻史有关职业记者 、 专 业编辑的 作者群像 ，
而是一种

“

教授论政 、 百花齐放
”

的理想舆论表达形 式 ，

再现 民主 自 由 、 严谨求实 、 包容和合 、 开拓进取的联大精神 。

关键词 ： 今 日 评论
；
教授论政

；
钱端升

；
民主政治

八年抗战 ， 高校内迁。 其中 ，
北大 、 １ 《今 日评论 》 概说及作者群像篇数 ，

核查其职务 ， 并在其发表文章中提

清华 、 南开三校南迁 ，
在云南昆明联合组《今 日评论 》 的创办人钱端升是中 国 取关键词

，
形成其主要聚焦问题。 详见表 １ 。

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它集中 了大批当时 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 ， 其在
“

２ ０年代就奠此外 ， 在 《今 日评论 》 署名发表 ２篇

中国
一

流的学者
，
形成名副其实的文化中 定了在 中国政治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

的作者有我们熟悉的朱自清 （ 国立西南联合

心 。 易社强 （ Ｊｏｈｎ Ｉｓ ｒａｅｌ ） 教授曾指出 ：

“

从 内忧外患的时局形势 ， 相对稳定的西南大 大学教授 ） ， 聚焦新语言 ； 罗文赣 （
国立

１９ 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０ 年 ， 思想界之活跃是后期 后方 ， 钱端升和他的同仁们致力于打造一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
，
聚焦世界大战与中国 ；

无可企及的 。 １９３８ 年春开始
，

一群北平最 个 自 由讨论时事 ， 传播不同观点 的平台 。 杨端六 （ 武汉大学教授 ）
，

聚焦中国经济 ；

有名望的学者相继来到昆 明 ， 改变了这里 在创刊短短 ２ 年 ４ 个月 的时间里 ， 《今 日顾谦吉 （ 国立 中山 大学教授 ） ， 聚焦农林

的知识分子地图……在战争初期那些刊物 评论 》 汇集了
一批抗战时期 中国最优秀的 问题等 ３０位 发表 １ 篇文章的作者包括唐士 、

中 ， 最突出的就是钱端升的 《今 日评论 》

”

。 知识分子
，
成为反映和 回应复杂多变的中 叶公超 、 陆侃如 、 朱炳南 、 钱穆 、 雷海宗 、

《 今 日评论 》 被报刊史的研究者称为
“

抗 国政治的窗 口 。 今 日
，
我们梳理最原始的 王元照 、 李欣 、 郑毅生 、 流金 、

王化成 、

战期间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刊物 ， 各种观点 稿件 ，
透过那一个个闪亮的评论作者名 ，

张道行 、 彬徽因等共计 １６７位 ； 其中 ， 超过

的文章兼收并蓄 ， 蔚为大观
”

。 还有学者 依然能够感受到彼时的唇枪舌剑和抗战时６０％任职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认为 ：

“

此刊是抗战期间刊载 国内各界著 期中 国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 。 １ ． ２
《今 曰评论 》 的作者职业构成

名专家学者著作的重要论坛 ， 是当时西南 １ ． １ 《今 日评论 》 作者群像表在上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
对 《今

乃至中 国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类刊物
”

。《今 日评论 》共出版了 ５卷共计 １ １４期 ， 日评论 》 作者职业构成进行分类 ，
具体

《今 日评论 》创刊于 １ ９３９年 １ 月 １ 日 ， 发表文章 ５６ １ 篇。 除前三卷的部分时评为编 构成如图 １ 。

为周 刊 ，
于 １ ９４ １ 年 ４ 月 １ ３ 日停刊 。 可 以 辑部评论并未标明作者外 ， 绝大部分的文根据统计结果 ， 为 《今 日评论 》 的作

说 ， 《今 日评论 》 创办的直接 目的很明显 ，
后均附有作者简介 。 笔者借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统 者描绘一幅群像则是一群具有较高媒介素

那就是要为抵抗外来侵略 、 挽救民族危亡 计分析软件 ，
整理每位来稿作者及其发表 养 ， 心系 国家危亡 ， 着眼时局 的方方面面 ，

尽一份力量 。 通过对 《今 日评论 》 旧报刊

的系统阅读发现
，
与当时主要的抗战报刊？—

如 《大公报 》 《现代评论 》 《 观察 》 等对．

．

．

．

比 ， 《今 日评论 》 的作者构成并非专业的

或职业的记者 、 评论员 ， 他们大部分的身避
料

份題大雜織端升 、 雖ｓ 、
ｓ紐 、、

费孝通等 ，
形成 ｒ

“

教授论政 、 百花齐放
”

的氛围 ，
这是新闻事业中较为理想的传播

状态 。 以
“

教授
”

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围
．

绕应 当如何改革中国政治 ， 以更好地动员

全 国力量 、 增翻力 、 争取抗战胜利进行

了比较充分的思考 ，
提出 了一些独到的见

解和观点 ，
对时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图 １ 《今

—

白译论 》 敢亚再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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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今曰评论 》 作者群像表 （
发表 ３ 篇及其以上作者 ）

ｉ名 ｜

发表篇数
｜职务 ｜主要聚焦问题

钱端升４３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民族统一 、 政治制度化 、 抗战制胜途径 、 欧时战局抗 日 目 的

王赣愚 ３３ 云南大学教授 （后调入西南联合大学 ）国民参议政治 、 统一问题 、
财权与政权

潘光旦 ２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 日 民族意义 、 学生 自治了 演论

王迅中２２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日本外交政策的检讨

伍启元 １８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经济建设问题 、 物价

费孝通１２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关系

张德昌１０国立远南联合大学教授国家经济事业 、 工业化 展^

罗隆基 １０文汇报主笔 政权问题
^

史国纲９中山大学教授日 寇的弱点
、 我国抗战＾交

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货币学专家 国内经济态势 、 战时经济原则

陈友松７西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教育学专家探讨华侨问题 、 教育改革

赵凤喂６国立西南大学教授 省市参议会成立的问题

邵循恪６
＂

武汉大学教授国际公法与国际问题 、 欧洲疆界问题

李璨霖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旅行笔记

吴半农６中央研究院社Ｍ学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学者中国经济进步性 、 大后方经＆建设

陈雪屏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心理学专家社会摇言问题

谷春帆５国家政务局 经济学家中国人民族意识推动 、 民族主义
^

曹立漾５考雜记

张忠紱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战时社会秩序问题

冯友兰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国学

陈之迈４中央政治学校教授省制改革 自 信根源

沈从文４文化家应该持有的态度

钱锺书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散文随笔

戴世光４清华大学国情普査研究所研究员 统计专家云南人口普査 、 政府的统计事业

孙毓棠４现代诗人 ， 任职于武汉大学 国 内德国文学作ｊ

＾

叙事诗

蔡枢衡 ４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

西洋法律的输人

王了一４
＾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票汇 、 谈用字问题 、 标点符号问题

林良桐４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政党运动
丁佶４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云南工业发展

^

柳无忌４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作家文学

陈序经４
＿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对 日问题
￣̄

吴学义４＾汉大学教授德意 日 同盟观察

４西南联合大学学生
—

社会问题
周信铭４齐鲁大学教授 对外关系

李卓敏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英美借贷后我国的外汇问题 生问题

傅梦真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史学家英美对 日经济报复的希望

冯至３

—

＾代诗人
＾

叙事诗、 新时期运动的拿作

燕澍楠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国际局势与中国

赵晚屏３ 云南大学法制社会学战时中国社会 、 税收问题

辛代３（ 笔名 ）
＾

ｍｍ

樊星南３中央政治学校欧洲法制精神 、 政风培植

毛澍清３央政治学教授地方行政改进 、 行政问题

贺麒３
＾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物资建设 、
思想现代化

张企泰３中央政治学校教师省级制度问题
邵文海３国立湖南大学教授政党运动

吴之椿３武汉大学教授抗战建设

＾平３调整薪奉问题

许固仲 １某国文化大学教授文化裔药

．张振华
＿

３服务于浙江某地方银行
＿

交通路线

曦兰 孙璨
１Ｉ 

丨｜散文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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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战时政治经济的关键问题
，
希望 陈雪屏 、 谷春帆等人

；
而在其他社会生 和学者对彼时的时局和现象做出合理的介

用
“

教授
”

办报的方式形成舆论 ， 为深处 活方面 ， 伍启元 、 张德昌 、 陈岱孙 、 吴 绍
，
从而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 只是这样

水深火热的国家贡献
一

己之力的 国立西南 半农 、 陈雪屏 、 李澍青等都谈得比较深人。 理想的状态并不长久 ，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 《今 日

联合大学教授 、 学者。 他们以 《今 日评论 》２
．
２ 以思想 自 由为基 ，

集中体现学 评论 》 突然宣布停刊
，
分析其停刊原因 ，

为阵地 ，
以手中的笔杆子为长枪 ，

不仅为 者担当表面上看是国民政府任命其主编钱端升为

当下的抗 日战争建言献策 ， 同时也未雨绸《今 日评论 》 内容兼容并包 ， 刊发 外交大使出使国外 ， 实则与国民政府当时

缪地为未来战后的中国应该何去何从做出 的文章不拘一格 ， 没有 囿于战时办报者 高压的言论政策息息相关。

规划 。 形成了
“

教授论政 、 百花齐放
”

的 的
一般思维 ， 而是以观点的 深刻 、 分析１ ９４１ 年 ７ 月 ， 与 《今 日 评论 》 和后

氛围 ，
不同于传统新闻史的职业记者 、 编 的独立 、 角度的独树

一帜而见长 。 这无 来创办的 《 自 由论坛 》 （ １９４３ ．２
－

１９４５．３ ）

辑群像
，
以

“

教授
”

为主的评论性报刊
，

不与 《今 日 评论 》 主张思想 自 由 的 内在 并称联大三大政论刊物 的 《 当代评论 》

兼具时空的广度和思维的深度 。 这在中国 气质有内在联系 。（ １９４ １ ．７￣ １９４４ ．３ ） 创刊 ， 主编易人 。 虽王

新闻史乃至世界新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钱端升在 《今日评论 》创刊号上指出 ： 赣愚 、 王迅中 、 伍启元、 邵循恪和费孝通

壮观景象 ， 它所号召的民主自 由 、 严谨求
“

思想一致本与思想 自 由不相容 。 在思想 等 《今 日 》 作者继续为后者撰稿。 但究其

实 、 包容和合 、 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成为后 自 由 的若干民主国家 ， 人民的思想是极分 本质 ， 《今 日评论》 是当时
一

份由
“

教授
”

来联大遗产的精髓。歧的 。 选举占多数的党可以取得政权 ， 但 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导 ，
宣扬实行民主政

２ 《今 曰评论》 主要作者观点及话题聚焦 并不能禁止少数党的思想自 由 ， 及由此而 治进步刊物 ；
而 《 当代评论 》 则是当时西

２ ． １ 以时政评析为王 ，
映射社会生活 生的意见 自 由 、言论 自 由 、 出版自 由，

“

现 南联大区党委的机关报 ， 是
一份官方报纸 。

《今 日评论》 不是一个严密的团体 ， 在要中国人 ， 尤其是读书人 ， 做应声虫 ，
参考文献 ：

采稿和内容都具有开放性。 作者之间也经 不许其 自 由思想 ，
不许其 自 由发表意见 ，［ １ ］

西 南联 大研究所 ． 西 南联大研 究

常交流意见。 伍启元说 ：

“

我所提出 的各 在事实上是决难做到的……
” “

若舍事实［
Ｍ

］

． 昆 明 ： 中 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２０ ０５ ．

种主张 ， 并不一定是我个人的主张 。

”

西 而言理论 ，
而间应不应 ， 则思想一致更为［

２
］
易社强 ． 战争与 革命 中 的 西 南联

南联大在昆明的教授
，
常常讨论时事

，
交 不必提倡之事 。 思想 自 由为 自 由中的最重 大

［
Ｍ

］
． 北京 ： 九 州 出版社

，
２ ０ １２ ．

换意见 ， 许多主张都是大家讨论的结果
”

。 要者 。 要各个人能取得 自尊心 ， 要各个人［
３

］
闻 一 多 ． 联 大八年 ［Ｍ ］

． 北京 ： 新

《今 日评论 》 的内容十分丰富 ，
以政 能得到人格上最高的发达 ，

要民族的思想 星 出版社
，
２０１ ３ ．

论文为主的同时
，
还有各种类型的其他文 文化有久远的进步

，
各个人的思想 自 由决［４］ 伊 继 东 ， 周 本 贞 ． 西 南联大 与现

章 。 按照 内容来划分 ，
可分为政治 、 经济 、 不可少的 。 这是西方民主各国 由经验而得 代 中 国研究

［
Ｍ

］
． 昆明 ： 人民 出版社

，

２ ００８ ．

社会 、 国际 、 语文 、 文艺 、 教育 、 通讯等 的真实……
”“

如果我们决计向民主的道［
５

］
谢慧 ． 知 识分子 的救亡努力 《今

八大类 ； 其编辑风格较为 自 由
，
并无明确 上迈进 ， 我们更不应忽略这些 自 由

”

。曰 评论 》 与抗战时期 中 国政策的抉择 ［
Ｍ

］
．

的栏 目划分 ， 每期的 内容基本按照政治经王赣愚也在之后的文章中谈到了知 北京 ： 社会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

济文章 、 国际评论、 社会、 教育
，
最后是 识分子在中 国应起的作用 ：

“

除在野各［６
］ 黄 湖 ． 中 国新 闻 事业发展史 ［

Ｍ
］

．

以文学文化等顺序来排序 。 每一期的文章 政党外 ， 在朝者仍不能忽略无党无派的 上海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数基本控制在 ５￣８ 篇 ， 页数也不固定 ， 人士 ， 尤其是知识分子 。 在 中国 ， 知识
［
７］ 叶再生 ． 中 国近代现代 出版社通

一般在 ２０ 页以内 。 刊物为 １６ 开本 ， 双面 分子虽不能 自成阶级 ， 然其左右民 意的 史
（ 第 ３ 卷 ） ［Ｍ］

北京 ： 华文 出版社 ，
２ ００２ ．

印刷 。 前面提到 ， 《今 日评论 》 的主要内 力量 ，
实在不容轻视 。 他们几乎都是主

［
８

］ 易社强 ， 楚德 天 ． 大 学教授 的论

容为政治经济和国际为主的政论文 ，
而非 张 自 由言论的 ， 尤其是在国事上愿以坦 坛一一 西 南联 大与 中 国 知识分子

［
Ｊ
］

． 学

文艺文学 。 每期的刊首都有 ２￣３ 篇
“

时 白 的态度
，
各抒 己见

，
各献所见

，
而当 海

，２００４（５）
．

评
”

，
综合评论最新的国内外事件 。 由此 权在位者绝不应妄予干涉或禁止

”

。［
９

］
叶再生 ． 中 国近代现代 出版通史

可见
， 关于时政评论的文章是构成 《今日３

“

教授论政
”
种理想的舆论表 （ 第 ３ 卷

）
［Ｍ］

．

北京 ： 华文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

评论 》 的主体
，
也是其灵魂所在 。达形式 ［ １０ ］ 马 勇

，
刘 丽 ． 抗战 时期 大后 方期

作为主编的钱端升在 《今 日评论 》 中笔者之所以认为
“

教授论政
”

是
一

刊介绍 Ｄ ］
． 近代史资料 ，

２００４
（
１ １

）
．

发表文章
’

４３篇 ， 主要关注战时政治 、 政 种理想的舆论表达形式 ， 是因为 《今 日评［ １ １ ］ 刘 剑君 ， 刘 京希 ． 钱端升 与 中 国

府公务 、 民族统一抗展等切要问题
；
而《今 论 》 自 由 办报 、 权威弓

丨 导的灵魂 ， 发挥了政治学的发展 ［Ｊ］ ． 文史哲 ，
１ ９９８⑶ ．

日评论 》 另外
一位核心人物王赣愚则发表 特殊环境背景下的时效性 、 丰富性和战斗

文章 ３３ 篇 ， 重点评析时政 ， 关注战时局 性
， 并且以其独特的思想性引领具有较高基金 项 目 ： 本 文 系 ２０ １ ４ 年 度 云

势和政府工作
，
在国民参政

，
统一问题等 知识水平的受众

，
成为独树一帜的救亡力 南 师 范 大 学 西 南联 大 项 目 《

“

教授论

问题上展开丰富讨论。 二位学者作为 《今 量 。 在 《今日评论 》 中 ， 教授担任把关人 ，
政

”

： 联大＜
今 曰 评论＞的 作者群像及

日评论 》 的肱骨之力 ， 在文章的数量和 内 集媒介的权威和学术的权威为一体 ，
可以 意见表达研 究 》 研究成果 （

项 目 编号 ＿

？

容上
，
贡献了很大力量 ，

也实现了对当时 更好地引导舆论 ，
而这种方式也契合了战１ ４Ｙ００９ ） 。

政治时局 、 国家命运的舆论监督 。时受众信息不对称 ，
面对各种信息无所适 作者简介 ： 柳盈莹 （ １９８ ５

－

） ，
女

，

同样在 《今 日评论 》 中 ，
重点关注 从的心理状态 。 《今 日评论 》 倡导 自 由办 傣族 ，

云 南普坪人 ，
硕士

，
讲师 。研究方 向：

了政治领域的还有潘光旦 、 王迅中 、 费 报的方式 ， 让更多的教授学者加人进来 ， 新 闻 实务、 舆情调 查 、 民族 文化传播 ：

孝通、 罗隆基 、 史国纲、 赵凤喈 、 邵循恪 、 使舆论呈现出
“

百花齐放
”

的形态
，
教授 余明 霞 ，

本科在读 。

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