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新鑰 第 31期 

2020年 6月，頁 199-236 

南華文學系 

199 

王韜辦報對晚清政治思想的影響 

──政治傳播學的分析 

張家琪 

嘉義大學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摘要 

王韜是中國近代的文學作家、思想家、政論家、教育家、新聞工作者，他

的見識和思想不但影響了當時改革派思想家與維新人士─諸如嚴復、鄭觀應、

康有為、梁啟超、汪康年等；甚至國父孫中山先生對王韜也聲名久慕，有份欽

仰心意焉。 

歷來學界對王韜的研究，似乎較多注意王韜變法思想的分析與評價，或是

政治思想、經濟思想與教育思想等有關論述，對於王韜主辦《循環日報》對晚

清政治思想的影響，則較少著墨。本文的目的，就是對這一代開風氣之先的奇

人，試圖以政治傳播學的角度來分析其所創辦的《循環日報》，對於晚清政治人

物和政治思想的影響和貢獻。 

經過文獻分析後發現，王韜在當時是少有懂得以報業傳播其政治思想的先

知；更難得是王韜是最早懂得盱衡政治環境和氣氛，以迂迴和間接方式傳播他

的政治思想，以民本思想來傳達他的民主思想，以漸進方式達到他所欲達的效

果。王韜也是曉得要使思想傳播有效，必須讓大眾了解所欲傳達的政治符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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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士人，能以簡潔清晰的淺近文言為表達的中介，將西歐政治制度的精義以

及近代思潮的主流，作深入淺出的報導。在當時何謂「有效傳播」，連西方都還

未發展出相關理論，王韜能有這樣的認識，非常不易。 

關鍵字﹕王韜、循環日報、政治傳播、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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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Wang Tao's Running the Newspaper 

on Political Thought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alysi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hia-Chyi Chang* 

Abstract 

Wang Tao was a modern Chinese litterateur, thinker, political commentator, 

educator, journalist. His knowledge and thoughts not only affected the reformist 

thinkers and reformers at that time - such as Yan Fu, Zheng Guanying,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Wang Kangnian, etc.; ev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f national father 

Mr. Sun Yat-sen also looked up to Wang Tao, and kindly feeling. 

Over the years, the study of Wang Tao in the academic study seem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Wang Tao's thoughts, or the political 

thoughts, economic thoughts and educational thoughts. For the effect of Wang Tao's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rarely described.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try to analyze "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 was created by Wang Tao, who is how to affect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though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view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fter document analysis, the article have discovered that Wang Tao was a 

person of foresight who knew how to communicate his political thoughts at that time. 

 
*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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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Tao was the first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and 

to communicate his political thoughts in a roundabout and indirect way. Wang Tao 

knew how to communicate his democratic ideas with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and 

achieves his desired effect in a gradual way. Wang Tao is also a minority who knows 

how to mak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ough effective, have to let the public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symbols to be communicated. He knew how to use the simple and clear 

writ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to express the essence of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mainstream of modern thoughts. At that time, what was meant by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even the West has not developed relevant theories. It is 

very great for Wang Tao to have such an understanding. 

Keywords: Wang Tao,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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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筆者年輕時曾讀過英國小說家高定（William Golding）所寫的《蒼蠅王》

（Lord of Flies），1對於小說中所描寫的理性代表者西蒙（Simon）揭發一群落

難荒島的小孩所誤認的「野獸」，原來並非野獸，而是自己人「飛行員」時，

卻慘遭那群小孩的誤殺。故事似乎有意的告訴人們，人類害怕真理，並會毀滅

知道真理的人。2 

在中晚清時，有頭腦的士大夫也是如此，譬如「江南第一斷腸人」的龔自

珍，超前認識時局的郭嵩燾，皆是難容於時人，而橫遭打擊的士子，並以悲劇

收場。 

王韜（原名利賓，字蘭卿，生於道光八年），這位晚清衝擊封建政治的勇

士，是中國近代的文學作家、思想家、政論家、教育家、新聞工作者，他的見

識和思想不但影響了當時改革派思想家與維新人士─諸如嚴復、鄭觀應、康有

為、梁啟超、汪康年等；甚至國父孫中山先生對王韜也聲名久慕，有份欽仰心

意焉。3這位被後世學者譽稱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先導人物之一，4也是最早贊

揚英國君主立憲制度，認為政治改革乃是其他改革的張本的新政倡議之士，5像

 
1 宋碧雲譯，高定（William Golding）著：《蒼蠅王》（台北：遠景出版社，民 73）。 
2 鄭樹森：〈墮落與救贖─威廉．高定的蒼蠅王〉，《蒼蠅王》，頁 4。 
3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1。汪榮袓，〈王韜變法思想論綱〉，

《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頁 121。林啟彥：

〈王韜中西文化觀的演變〉，《漢學研究》17 卷 1 期，1999，頁 123。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

報之研究〉，《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頁 147。 
4 Paul A. Cohen, 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1967,.26 ( 4 ):.573. 
5 汪榮袓：〈王韜變法思想論綱〉，《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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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能在前軌跡的坡峰波谷被高度擠縮的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跟得上形勢發

展，尤其是思想始終能走在形勢發展前面的人，6同樣的，他也是大時代的悲劇

性人物。王韜青壯出門，奮鬥一生，除了一小群傾向改革的人，以他為中心，

除曾獲江蘇巡撫徐有壬賞識，並不容於當道，後轉上書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遭

清廷通緝，只得避難於香江，中晚年則病魔纏身，直至光緒十年才獲返上海定

居，但已不復出而問世，甲午之戰後的王韜，風燭殘年，大半年為藥罐在懷直

至光緒廿三年，終於懷著烈士暮年力不從心的遺憾在上海寓所，撤手人寰，享

年 70 歲。7 

歷來學界對王韜的研究，成果頗豐，相關著作有如車載斗量。根據大陸學

者黨月異所著專書《王韜與中國近代文學的轉型》將王韜研究分為：一、始發

期（1927-1949 年），研究文章 21 篇，大都以考證為主；二、持續期（1950-1979

年），研究論文 16 篇專著兩部，著眼點在王韜思想研究和報導文學研究；三、

發展期（1980-1989 年），文章共有 55 篇，專著一部，涉及內容有關於王韜上

書太平天國一事的爭論，王韜的卒年，王韜的變法自強思想，王韜的人才思想、

報刊活動以及文學創作等；四、鼎盛期（1990-2013 年），共有研論文 272 篇，

專著七部，可說進入了王韜研究的繁榮時期，研究比較廣泛，深人各方面，渉

及王韜的改革思想、民本思想、商業思想、教育思想、教案觀、人才思想、史

學理論、社會倫理思想、科學思想、海防思想、軍事思想、全球化思想、經濟

思想、翻譯事業與文學作品研究。8台灣方面，有關王韜研方面，檢索台灣國家

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自民國 68 年至 105 年，計有 15 種，有

 
6 鍾淑河：〈王韜的海外漫遊〉，《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台

北：百川書局，1989），頁 186。 
7 張海林：《王韜評傳》，頁 351-352。 
8 黨月異：《王韜與中國近代文學的轉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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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王韜變法思想、維新思想、政治思想、史學思想、經世思想、人才觀、婦女

觀、對時代的關懷以及對其所辦的《循環日報》研究各有一篇；其他皆偏重於

文學作品的研究。9查詢臺灣書目聯合查詢系統，直至 2017 年與王韜有關的研

究兩岸三地的專書和單篇文章計有 233 筆。不論單篇論文與專書，較多注意王

韜變法思想的分析與評價，或是政治思想、經濟思想與教育思想等有關論述，

或者是文學作品的研究，及其傳記和年譜的編寫，對於王韜主辦《循環日報》

對晚清政治思想的影響，則較少著墨。10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對這一代開風氣之先的奇人，依據「文獻分析法」，

試圖以政治傳播學的角度來分析其所創辦的《循環日報》，探討其對於晚清政

治人物和政治思想有那些影響和貢獻。 

二、王韜與新聞事業 

王韜與新聞事業的接觸，最早可從他在 1848 年（道光二八年）前往上海參

觀墨海書館的印刷設備算起，那時他對西方的印刷機的效能即大開眼界。1862

年（同治元年）王韜亡命香港後（因以「蘇福省儒士黃畹」化名上書太平天國，

遭清廷通緝），對西方的印刷出版有深一層的體會。其次，王韜對中文報紙相

當關注，1864 年前後他甚至可能擔任《近事編錄》的編輯。11 

一般說來，王韜居港工作情況可分三個時期：（1）從 1862 年至 1870 年，

 
9 台灣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2019 年 8 月，網址：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HiOn/result#result。 
10 台灣國家圖書館臺灣書目聯合查詢系統，2019 年 8 月，網址： 

http://nbinet3.ncl.edu.tw/search*cht/?searchtype=t&searcharg=%E7%8E%8B%E9%9F%9C 
11 轉引自蘇精：〈英華書院到中華印務總局─近代中文印刷的新局面〉，林啟彥、黃文江編，《王

韜與近代世界》，頁 305。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HiOn/result#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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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經書時期；（2）從 1870 年至 1875 年前後創辦《循環日報》、大量撰寫報

刊政論時期；（3）1875 年至 1884 年，整理著述時期。12王韜到港初期，受聘

於英華書院，任該院院長理雅各（James Legge）的助譯，協助翻譯四書五經；

此外還擔任《華字日報》主筆。1867 年冬（同治六年）理雅各返英省親，王韜

同行，途經蘇彝士運河、開羅、馬賽至理雅各故鄉蘇格蘭，居英二年四個月，

眼界大開，這其間王韜並曾至英國牛津大學講學，比較中西文化異同，甚獲英

人好評。1870 年（同治九年），途經歐洲再返香港，同年普法戰爭爆發，王韜

陸續在《華字日報》撰寫普法戰事，四年集結成《普法戰紀》一書，這是王韜

所出版的第一本書，不但影響了中國內陸，甚至也影響了日本的朝野，成為軍

方及知識份子的必備之書。13王韜曾多次上書清廷高官，鼓吹辦報，甚至建議

發佈外文新聞稿，由中國自己進行國際宣傳。14但這些建議皆石沈大海，促使

王韜構想自己辦報，來表達政治理念。15 

西元 1871 年（同治十年），王韜和香港倫敦會印務所經理黃勝（平甫）合

作，買下了原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改名為中華印務總局，該局不僅是西方活

字印刷本土化的開端，也是近代中文出版事業的開端。16一年多後（1874 年，2

月 4 日，同治十二年），王韜在港創辦了《循環日報》（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黃勝在該報創刊前夕，離港赴美，因此報務全由王韜主持。 

《循環日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中國人創辦的報紙。17雖然在《循環

 
12 轉引自李谷城：〈王韜與香港近代報業〉，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339。 
13 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台大文史哲學報》，第 64 期（2006），頁 312。 
14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 100 輯，

第 1000 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頁 100-104。 
15 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頁 340。 
16 李谷城：〈王韜與香港近代報業〉，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312。 
17 張海林：《王韜評傳》，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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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之前，中國早有現代報紙之產生，但均出自於外人之手。18戈公振在其

所著《中國報學史》稱，我國人自辦之日報，開其先路者，實為《昭文新報》，

《循環日報》次之，《匯報》、《新報》、《廣報》又次之，今碩果僅存者，

惟《循環日報》。19但是，純粹由中國人自辦的獨立報紙，應屬《循環日報》。

20幽默大師林語堂稱王韜為「中國新聞報紙之父」，實非過譽之辭。 

該報創刊時每期兩張 4 版，用洋紙兩面印刷（船期版用土紙印）。除星期

日外每日發行，第一版為行情版（版側題〞香港目下綿紗花匹頭雜貨行情、各

公司股份行情）。第二版為新聞版，分以下數欄：（1）《京報全錄》（後改為

《京報選錄》）。（2）《羊城新聞》，刊登廣州和廣東省的新聞，以首要地位

登錄「督撫憲轅報」，野語、稗史之類內容不時在本欄出現。（3）《中外新聞》，

首登評論（大體上是每星期一篇，有時登二篇甚至三篇），後登廣東以外的國

內新聞和國外新聞。第三版刊登航運消息和廣告，第二版《中外新聞》欄內未

登完的內容常轉入此版。第四版刊登廣告和啟事。這種體例和模式，在創刊後

的十年中並無多大變化。21 

有學者研究指出，《循環日報》奉行西方報紙模式，絕不遷就顧客的閱讀

習慣。例如《循環日報》的紙張以雙面印刷，繼而摺合起來，即與傳統有異。

除此之外，《循環日報》以「本地新聞」、「國際新聞」等「版頭」作為分類，

儼如一份西式報張。22 

 
18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北：學生書局，1964），頁 87。 
19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 153。 
20 賴光臨：《中國新聞傳播史》（台北：三民書局，1978），頁 55。 
21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 476。 
22 Natascha Vittinghoff 著，姜嘉榮譯，〈遁窟廢民：香報業先鋒─王韜〉，林啟彥、黃文江編：《王

韜與近代世界》，頁 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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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 年至 1884 年（光緒元年至十年）間，王韜除了在港整理出版《甕牖

餘談》、《瀛壖雜志》、《弢園尺牘》等著作，其間並東遊日本四個月，考察

該國社會。直至 1884 年 4 月上書李鴻章獲默許後，自港返上海定居，時年 56

歲。 

王韜定居上海後，繼續投稿《循環日報》，自 1884 年 6 月到 1885 年 9 月，

每月少則一二篇，多則數十篇。時值中法戰爭，所作 98 篇文章，如《法越交兵

記序》、《綜論亞細亞洲時局》等，絕大部分是對中法戰爭的評論和向當局者

的獻計獻策。1890 年（光緒十六年），王韜還曾任當時對士人甚具影響力的《萬

國公報》（The Chinese Globe Magazine）的特約撰稿人，從 1890 年第 22 冊起，

到他逝世前一年的 1896 年 6 月 89 冊止，幾乎每一期《萬國公報》上都有他的

時事評論和政論文章。王韜還擔任過申報館編纂部主任，經常為《申報》寫稿。

在寫嚴肅文章之餘，並撰寫小說，譬如，專記煙花粉黛、鬼狐神仙等可驚可愕

之事的《松隱漫錄》，即系應《申報》之邀而作。231885 年（光緒十一年），

王韜還曾自辦弢園書局，刻印老友許起等人著作，並出版馮桂芬的《校邠廬抗

議》以及重刻了自己的著作《弢園尺牘》和《扶桑遊記》等書。不久亦受傅蘭

雅（John Fryer）和唐廷樞之聘，任格致書院（The Chinese Poly─Techinc Institute）

監院。24 

綜觀王韜的新聞事業，最重要、影響力最大的應是他主編《循環日報》的

十年。該報深受社會的廣泛歡迎，該報的文章曾被海內外報刊廣為轉載。25美

國學者柯文（Paul A．Cohen）在其所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

 
23 呂實強：〈王韜評傳〉，《書和人》，第 61 期，1967，頁 5。李康化：《漫話老上海知識階層》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15。 
24 呂實強：〈王韜評傳〉，《書和人》，第 61 期，頁 3。 
25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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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一書中說，在中國近代新聞業初期，出版報紙僅是為了獲利，很少對某問題表

態或影響群眾輿論。王韜報紙卻是少見的例外，經常刊登社論，且多出自王韜

本人手筆。其中精華之作，於 1883 年被匯集成書發行。王韜時時以社論抨擊清

廷的官僚（在外國保護下，他能不受懲罰），宣傳改革，影響中國對外政策，

或僅僅傳播外國的方方面面。社論是以優雅自然的文風寫成，它們雖然沒有幾

十年梁啟超的文章那樣風行，但其簡潔明了的程度卻足以供盡可能廣泛的中國

文化人閱讀。26我國新聞史學者賴光臨也稱：「中國報人具有正確之報業觀念，

並發為言論，見之篇章，似以王韜為第一人。」27 

三、從政治傳播學理來看王韜辦報的理念 

王韜為何要藉報業宣揚其政治、社會等改良之理念？王韜對新聞傳播事業

又有何超凡的見解？以今日新聞學與政治傳播之學理來看，是否有其發人深省

之處？很值得吾人探討。 

據學者賴光臨指出，促成王韜對報刊之注意，是與西士相接觸時而開始，

加深對新聞報刊之認識，則為 1867 年，（同治六年）冬赴英之行，得親睹英國

報業之盛況。28尤其使王韜驚異讚嘆者是，報館所發之議論，動為政府與人民

所注觀所聳聽。王韜對於美國之報業，亦印象深刻，於美國報章之大量發行，

及用電報傳遞新聞，爭取時效，極為嘆賞。至於王韜居住中國報紙發皇之地香

 
26 柯文（Paul A．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3），頁 52。 
27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之研究〉，《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頁 133。 
28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之研究〉，《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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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耳目所接接，也當有所感受。29這些因素促使了王韜對於報刊的「通上下」

和「博採輿評」的認識，當有重大的影響。 

關於《循環日報》的宗旨，王韜概括為「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就

是要學習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文化，振興中華。301874 年 2 月 12 日出版的該報發

表了《倡設日報小引》和《本局日報通告》二文，比較全面闡述了《循環日報》

辦報思想，除了強調上述「通上下」和「博採輿評」的作用，他們認為「國之

大患莫若民情雍於上」，要求朝廷要勇於聽取庶民們的哪怕是有點狂妄的意見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倡設日報小引》著重提出了學習外人之長以

治理中國的問題，宣稱該報對西方知識將「廣為翻譯，備加匯羅，俾足以佐中

治，稔外情、詳風俗、師技藝。其良法美意足以供我揣摩，地理民風，足以資

我聞見，則尤今日所急宜講求者也。」《倡設日報小引》表達了王韜愛國主義

與改良主義的精神。31 

據大陸學者方漢奇等人的看法，王韜辦報的理念，依他在《倡設日報小引》、

《本局日報通告》、《論日報漸行於中土》、《論各省會城宜設新報館》和《論

中國自設西文日報之利》等文章中，可綜合如後：32 

（一）論述了辦報的目的與意義 

王韜曾在其《上潘偉如中丞》書中闡述了他在香港主辦《循環日報》的目

的：「韜雖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闕，每思熟刺外事，宣揚國威。日報立言，義

 
29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之研究〉，《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頁 113-114。 
30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 474。 
31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 474-475。 
32 方漢奇、丁淦林、黃瑚、薛飛等著，《中國新聞傳播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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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尊王，紀事載筆，情殷敵愾，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區區素志，如是而

已。」33簡言之，王韜要藉日報立言，通過報紙來宣傳其變法自強的政治主張。 

（二）論述了報紙的功能和作用 

王韜認為：第一，報紙可使「民隱得以上達」，只要在各省省會設立報館，

就可以「一知地方機宜」，「二知訟獄曲直」，「輔教化之不及」，使報紙成

為「博採輿論」的工具。第二，報紙可以使「君惠得以下逮」，報紙宣揚君王

的恩德，傳播朝廷的政令，使「君民上下互相聯絡」，消除隔閡，國家才能長

治久安。第三，報紙可以「達內事於外」，他主張創辦外文報紙，開展對外宣

傳。第四，報紙可以「通外情於內」。王韜十分強調創辦報刊介紹西方的國政

民情，以便師其所長，避其所短。因此他建議設立外報的專門機構，「匯觀各

處日報而擷取要略，譯以華文，寄呈總理衛門」，使朝廷隨時掌握外國情況。 

（三）論述了新聞自由的思想 

王韜最早在國內提出言論自由的要求，呼籲朝廷放寬言禁，允許民間創辦

報紙，允許報紙「指陳時事，無所忌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 

（四）論述了報紙的文風 

王韜認為，報紙的文風應該是直抒胸臆，詞達而已。他說：「知文章所貴，

在乎記事述情，直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

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34 

（五）論述了報紙編輯人員的條件 

 
33 〔清〕王韜：〈上潘偉如中丞〉，《弢園尺牘》，頁 206。 
34 〔清〕王韜：〈自序〉，《弢園文錄外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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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認為，報紙的編輯人員應該是知識廣博的「通才」，「不可不慎加遴

選」，報紙的主筆「非絕倫超群者不得預其列」，他們應該品德高尚，持論公

平，不得「挾私訐人，自快其忿。」35 

另一大陸學者張允若認為，王韜所闡述的辦報思想，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

方面：一、提倡報刊自由言論、民主議政。二、強調報刊「聯絡」、「通達」

的功能。三、主張報人要講道德盡責任。張允若進一步指出，作為一位報刊政

論家，提倡報刊言論自由、民主議政是王韜全部辦報的思想核心。36在王韜所

著《論各省會城宜設新報館》一文，通篇都在闡發這種思想和主張。他說：「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非敢不議，無可議也。」但是儘管如此，「聖人猶欲其

議之，於是堯設直諫之鼓，舜設誹謗之木，周室下令采風以察民情之向背、政

治之得失。」凡此種種，都是基於一個明顯的道理︰「誠以天下之大，兆民之

眾，非博采輿論，何以措置咸宜。是以盛治之朝，唯恐民之不議，未聞以議為

罪也。」反之，如果「以議為罪」，下情壅塞，「人主無所聞、奸宄無所忌，

而欲久安長治也，豈可得乎？」在總結了這番治國的歷史經驗之後，王韜認為

當今的新報，實在是傾聽民意、博采輿論的最好工具，「上自朝廷之措置，下

及閭閻之善惡，耳聞目見莫不兼收其論」，有善政則「傳布遐方」，有未盡善

者則「考鏡得失」，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實在大有益處，因而應該在各省會城市，

廣泛開設報館，出版新報。37 

以上述學者對王韜辦報理念所做的闡述，可以了解，王韜辦報的理念，一

 
35 〔清〕王韜：〈論日報漸行於中土〉，《弢園文錄外篇》，頁 171─172。 
36 張允若：〈王韜和報刊民主議政〉，《新聞傳播》，1997，第 3 期。轉引自《浙江在線，中國新

聞傳播評論》。網址： 

http://big5.zjol.com.cn:86/gate/bg5/cjr.zjol.com.cn/05cjr/system/2002/01/000849553.shtml 
37 張允若：〈王韜和報刊民主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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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言，二在聯絡、通達與宣傳，三在發揮民意的功能。這三種理念以今天「政

治傳播」學理來看，也頗符合政治傳播所要求的要項。 

甚麼是政治傳播呢？依學者波勒夫（R．M．Perloff）所下的定義為：「政

治領袖、媒體與公眾間以交換與詮釋訊息的方式，來主導公共議題的過程。」38

主導公共議題的過程，依尼謀（D．Nimmo）的說法形成其架構需有五個因素：

（1）政治傳播者，（2）所使用的語言、符號與技巧，（3）媒介，（4）參與

政治的閱聽人，（5）政治傳播的效果。39史瓦遜和尼謀（Swanson & Nimmo）

認為政治傳播研究主要在關切政治相關訊息的產製、特性、消費與其產生影響

和結果。政治領袖、媒體與公眾之間的互動關係，交織出整個政治傳播的訊息

產製與消費的基本網路。40 

我們可以先以尼謀的政治傳播的架構來看王韜辦報的理念是否符合其所描

述的五個因素。依尼謀所說政治傳播的傳播者有政治人物、專業溝通者與行動

者三種。41英國學者麥克來爾（Brian McNair）認為，關於政治有目的的傳播，

涵蓋了所有有非政治行動者對政治行動者所執行的傳播活動，這其中包括了政

治評論者。42明顯的王韜是非政治人物，也是非專業的公關人員這樣的溝通者，

而是政治行動者─意見領袖與政治評論者，在作為意見領袖與政治評論者，顯

然的王韜就中國近代思想之創生演化而論，他的地位永遠迄立不搖。43史學家

 
38 Richard. M. Perlof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s, press, and public in America. (Mahwah, NJ: 

Erlbaum, 1998), p.8.  
39 Dan. Nimm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n overview, in Brent Ruben (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I, 1976, pp.441-452. 
40 David. L.Swanson & Dan. Nimmo(ed.), New direction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resource book,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1990). 
41 Nimmo, op. cit. , p.443. 
42  Brian McNair,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ixth ed). (London: Routledge, 

2018),p.4. 
43 王爾敏：〈王韜在近代中國之思想先驅地位〉，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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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爾敏評論王韜說：「就近代思想領域而言，王韜以前已具有創始意義之先導，

實早有魏源、徐繼畬、梁廷枬、黃恩彤、姚瑩等人。同一時代中之重要代表更

有馮桂芬、文祥、郭嵩燾、丁日昌、李鴻章、鄭觀應、薛福成、曾紀澤、黃遵

憲等人，而王韜並列其中，自具豐富內涵，亦足以睥睨同列。44尤其，王韜了

解以報紙作為意見傳達的媒介，能因應潮流，感發時勢，論政言事，不稍忌諱，

首創風氣，45更非當時同列意見領袖所能比擬。 

在使用語言與技巧方面，學者貝爾（David V．J．Bell）認為至少有三種方

式的談話具有政治意義，權力談話、影響談話，與權威談話。46尼謀認為政治

傳播者可以利用保證、婉轉、誇張、暗喻等方式來激發群眾的情緒、動員群眾。

47王韜在港辦循環日報，如前所述，目的主在立言，通過報紙來宣傳其變法自

強的政治主張，換言之，王韜欲藉辦報發揮其政治影響力，利用「文字符號」

展現其自我形象、愛國心和忠誠。學者賴光臨稱王韜由於境遇坎坷，益增好名

之心，故王韜於當道權貴，輒上書干求，乞求提挈。48賴氏又謂王韜發刊報章，

日撰論說一篇，縱談洋務，當係在當時政治風尚鼓勵下，所作「空文自見」之

一項最大努力49。王韜除了欲藉辦報達其政治影響力，要通過報紙來宣傳其變

法自強的政治主張，以沈痛慨切之言，來喚醒世人之覺醒，在政治符號與語言

的使用上，為了達到雅俗共賞，一掃過去辭華句儷，以簡潔清晰的淺近文言為

表達的中介，將西歐政治制度的精義以及近代思潮的主流，作深入淺出的報導。

 
44 同上註。 
45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之研究〉，《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頁 134。 
46 David V. J. Bell, Power,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7 Dan Nimm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 Goodyear Pub. Co, 1978 ). 

pp. 83-91. 
48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之研究〉，《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頁 118。 
49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之研究〉，《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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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其實王韜「少即好縱橫辯論，留心當世之務，每及時事，往往憤懣鬱勃，必

盡傾吐而後快，甚至於太息泣下，輒亦不自知其所以然。」51他的文字雖不如

梁任公的魔力，但他儘量避免引用典故及抽象的文字，減少陳腐重複的詞彙，

以自然的新意充實舊詞的內涵，以淺近的語文闡明深湛的理論，辯論精徹，批

判平實。由於具有這些優點，致使他的《循環日報》，能大量的行銷東南各省，

日本新聞界人士亦大為欽佩。52上述種種可從他所著的社評集《弢園文錄外

編》，一百八十六篇文章中可獲得證明。 

婉轉平實，是王韜為文傳播的最大特色，這對當時世人來說，自有一股影

響力，也是展現他自我形象和憂國憂時的士子情懷，頗符合政治傳播的政治訊

息傳遞的要求。 

以政治傳播第三因素政治傳播的通路─媒體而言，如前所述，能以正確之

報業觀念，並發為言論，見之篇章，似以王韜為第一人。他了解報紙可使「民

隱得以上達」，可使「君惠得以下逮」，可使「君民上下互相聯絡」，消除隔

閡，可以「達內事於外」，開展對外宣傳。這在當時士子中，是相當難得的見

識。尤其時報界主筆，方以省事為要訣，於國家大政事大方針，曾不敢有一言

提及。中國文人於報章權橫國是，議謀變通，王韜可說開評論報章之先河53。 

以政治傳播的第四要項參與政治的閱聽人而言，從政治參與的角度來看受

眾可分為領導者、注意者與無動於衷者等三類。54依王韜在辦《循環日報》時，

所處的當時中國社會環境而言，不可諱言的，王韜所能影響的受眾，應是身為

 
50 李齊芳：〈王韜的文學與經學〉，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201。 
51 〔清〕王韜：〈重刻弢園尺牘自序〉，《弢園文錄外篇》，頁 218。 
52 李齊芳：〈王韜的文學與經學〉，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200─201。 
53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之研究〉，《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頁 134。 
54 Dan. Nimm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n overview,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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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的中國知識份子，而非無動於衷的廣大的普羅大眾。 

史學家張朋園指出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大約可分為兩個層次：紳士和

百姓，紳士在上，百姓在下；前者領導，後者追隨。並且可以具體地說，信奉

儒家思想的紳士就是傳統領導階層的來源，直到 1905 年，這個制度未嘗改變，

維持了一千兩百餘年，55在晚清社會亦是如此。張朋園在《清代民初知識份子》

一文中也指出，當時推動戊戌變法的人物幾為清一色的仕紳階層。56美國學者

勞詩靜（Evelyn Rawski）在其所著的《清代教育與大眾識字能力》亦指出，中

國傳統時期有很多行為是以文字為工具的，例如契約、告示、新聞紙、具狀訴

冤等。據此，張朋園認為，當知契約與訴狀的撰寫多由紳士代筆，並非粗識數

百字所能。政府的告示，擠看者似懂非懂，多半要請教他人方能得其大意。新

聞紙只在京師及一二大城發行，絕大多數的人不知新聞紙為何物。舊時政府與

人民的交通，借打鑼喊街的方式多，借文字傳達的方式少。57由此可知，王韜

的《循環日報》雖然在當時獲得廣泛的歡迎，其發行量處於同一時期各報發行

量之首，發行處星羅棋布，遍及四方，省會市鎮及別府州縣並外國諸埠，凡我

華人駐足者，皆有專人代理。並且，《循環日報》的文章還廣泛地被上海《申

報》等中文報紙所轉載。58但是王韜的政治思想所能夠影響的受眾，也僅能達

到士紳階層的沿海改革者，諸如孫中山、康有為、鄭觀應、伍廷芳等人。美國

學者柯文（Cohen）說：「王韜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他作為歷

 
55 張朋園：〈中國代初期的阻力與助力〉，《知識份子與中國的現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

版社，2002），頁 179。 
56 張朋園：〈清代民初的知識份子〉，《知識份子與中國的現代化》，頁 5。 
57 張朋園：〈識字率與現代化─讀《清代教育與大眾識字率》〉，《知識份子與中國的現代化》，

頁 209。 
58 張海林：《王韜評傳》，頁 151 至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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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經歷者的價值也可能是具大的。」59因此，對於王韜的《循環日報》所傳達

的政治思想的影響力，當如是觀。事實上，王韜很少把和西人競勝爭雄的希望

寄托在封建朝廷的洋務官僚身上。他覺得封建的科場和官場培養不出真正的洋

務人才，他認為：「不廢時文，人才終不能古若，而西法終不能行，洋務終不

能明，國家富強之效終不能幾。」60反而，王韜對於上海、香港和南洋華商頗

具信心。61他說：「近十年以來，華商之利日贏，而西商之利有所旁方矣。即

如香港一隅，購米於安南、暹羅，悉係華商為之，凡昔日西商所營而擘劃者，

今華商漸起而預其間。」62由此可知，王韜辦報所欲傳達思想的對象，也不無

以沿海和南洋的華商作為重要的對象之一。 

至於，就政治傳播的第五個要素「效果」而言，在學理上可分為短期效果

（對政治議題認知與政治人物評估效果）；長期效果（包含了民意的形成與政

治社會化）。由於欲了解《循環日報》的影響力，誠如香港學者老冠祥所言：

「不是簡單的事。」老冠祥表示，至今仍未見有專書深入探討《循環日報》的

發行量和受眾的問題，而目前留下來的中國近代早期的報業發行和讀者人數的

資料並不十分詳細，因此要如當代一樣去研究報紙的發行問題和對受眾的影響

力之研究，是存有一定的困難。63職事之故，在政治傳播的短期效果上，我們

無法確實了解《循環日報》在當時在政治議題的認知上，對民眾有那些影響？

在長期效果方面的政治社會化，更難實際的評估。可是對當時士人的認知影響

 
59 柯文（Cohen），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頁 152。 
60 〔清〕王韜：〈洋務下〉，《弢園文錄外篇》，頁 28。 
61 鍾叔和編著：〈王韜的海外漫遊〉，《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

者》，頁 185。 
62 〔清〕王韜：〈西人漸忌華商〉，《弢園文錄外篇》，頁 76。 
63 老冠祥：〈王韜與循環日報〉，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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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意形成的長期效果64，我們還是可以從當時士大夫的文獻中窺知一、二。

這方面將在本文中第五小節「王韜辦報對晚清政治思想的效果與影響」中敘述。 

四、王韜如何藉《循環日報》傳達政治思想 

對於王韜政治思想的研究，歷來累積了不少的文獻，譬如汪榮祖教授的《王

韜變法思想論綱》、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中的〈王韜〉、姚海奇的

《王韜的政治思想》、周琇環的《王韜的民族主義思想》、大陸學者張海林《王

韜評傳》中的〈第五章 衝擊封建政治的勇士〉、香港學者黃焯鈞的《王韜的政

治思想》、美國學者柯文（Cohen）的《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

命》等論文和專著中，皆有精闢的分析，65在此筆者不作深入的探討。本文主

要目的是討論王韜在《循環日報》主要傳達的政治思想為何？他是如何運用政

治傳播的方法來表達他的政治思想，並且對晚清政治人物的政治思想有何影

響？  

王韜的政治思想，大多學者認為主要在《循環日報》上文章上發表的，其

後收錄在其所編著的文集《弢園文錄外篇》，文集共有 12 卷，於 1883 年（光

緒九年）出版。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弢園文錄外篇》並非《循環日報》政論

文章集，大陸學者方漢奇在其所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史》指出《循環日報》

 
64 Cliff Zukin, Passive learning: When the media environment is the messa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8, 3, 1981, pp.629-638. 
65 參見張海林：《王韜評傳》。汪榮袓：〈王韜變法思想論綱〉，《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

究》與柯文（Paul A．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

命》，其餘參見韋政通：〈王韜〉，《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下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頁 497 至 541；姚海奇：《王韜的政治思想》（台北：文鏡文化公司，1981）；周琇環：〈王韜

的民族主義思想〉，《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4 期，2004，頁 1 至 32；黃焯鈞：〈王韜的政治思

想〉，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245 至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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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11 篇文章收錄在《弢園文錄外篇》66。另一位大陸學者夏良才則指出有 180

篇收入在《外篇》。67王韜到底在《循環日報》發表多少篇政論文章？由於當

時報刊發表文章並未署名，至今仍眾說紛紜，我們不但難從《弢園文錄外篇》

完全了解王韜的言論思想，即使從《循環日報》著手，亦不易掌握。 

根據日本學者西里喜行和其他中國學者的研究，王韜在《循環日報》上言

論大致有下列的範圍，計：論道、言變、治民、治兵、治中、馭外等。68不少

學者認為王韜變法思想是非常全面的，具體而言包括訓練新式陸軍、製造堅船

利砲，興辦先進學校、發展工業商業以及建立外交關係等項。綜合各家學者的

看法，可檢視王韜是如何藉《循環日報》，來表達他所欲表達的政治思想，其

說明如後： 

（一）王韜懂得以間接方式主張改革應從政治制度著手 

如同前述，王韜認為推行變法和改革如欲達至高度效果，就必須具備完善

的政治制度。尤其，在 1867 年（同治六年），王韜英國行之後，也使他深刻了

解到，富強之本，並非中國所說的洋務，而是在其政治制度。69 

王韜認為中國政治效能不彰，因為在於「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與之也；

民之所惡，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任司牧之權，于簿書、錢榖、刑戮、鞫訊

外，已無他事矣。」不像泰西各國「無論政治大小，悉經議院妥酌，然後舉行，

故內則無苛虐殘酷之為，外則有捍衛保持之誼，常則盡懋遷經營之力，變則竭

 
66 方漢奇、丁淦林、黃瑚、薛飛等著：《中國新聞傳播史》，頁 80。 
67 夏良才：〈王韜的近代輿論意識和《循環日報》的創辦〉，《歷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頁 600。 
68 轉引自老冠群：〈王韜與循環日報〉，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367。 
69 黃焯鈞：〈王韜的政治思想〉，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247。另參見韋政

通，〈王韜〉，《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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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公赴義之忱。」70因此，要推行洋務，欲達中國之富強，應從政治制度改革

著手。 

王韜了解泰西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

國。比較了西方政治制度，他認為美國共和政治下議院，因無君主存在，人民

缺乏效忠對象，議政之時各持己見，最易引起紛爭。反觀英國是君民共主之國，

議院可協調君民雙方，是泰西三種政體中最好的一種71。王韜表示：「國家有

事下之議院，眾以為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

朝廷有兵行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

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此君民共主也。

論者謂，君為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後可久安長治；民為主則法制多紛

更，心志難專一，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

君惠亦得以下逮。」72 

王韜並認為，英國的政治制度最適合中國的國情，最能發揮君民溝通之功

能，他說：「英國所持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寧，雖久不變。

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焉。官吏則行薦舉之法，必平日之

有聲望品詣者，方得擢為民上，若非閭里稱其素行，鄉黨欽其隆名，則不得舉。

又必準舍寡從眾之例，以示無私。如官吏擅作威福，行一不義，殺一無辜，則

必為通國所不許，非獨不能保其祿位而已」73他並說：「國家有大事則集權於

上下議院，必眾論僉同，然後舉行，如有軍旅之政，則必遍詢於國中，眾欲戰

 
70 〔清〕王韜：〈達民情〉，《弢園文錄外篇》，頁 56。 
71 汪榮袓：〈王韜變法思想論綱〉，《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頁 119。 
72 〔清〕王韜：〈重民下〉，《弢園文錄外篇》，頁 19。 
73 〔清〕王韜：〈紀英國政治〉，《弢園文錄外篇》，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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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戰，眾欲止則止，故兵非妄動，而眾心成城也。」74因此，王韜認為英國富

強並非「獨長於治兵，而長於治民」，而在於能夠「上下情通」、「眾論僉同」、

「政治清明」的良好政治制度。所以，他下結論說：「其政治之美，駸駸乎可

與中國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強雄視諸國，不亦宜哉！」75又說英國的君民共治

體制有中國三代之遺意，又說：「都俞吁咈，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76

王韜雖未公開鼓吹君主立憲，但認為君民共治的議院政治是中國圖富強的根

本。77 

有人認為王韜雖對英國政治揄揚備至，為何其中心思想乃落於君政之上？

78況且，王韜在「變法」的大論題上，為何也未包括政治？誠如學者韋政通所

言，王韜把君主立憲政治的主張，納入中國民本傳統中「重民」的範疇下，是

用移花接木的技巧，達到間接傳播的效果。79因為，中國既有重民、民本的思

想傳統，則「君民共治」、「通上下之情」，也不過是這個傳統的實踐吧了！

韋政通認為王韜若公然主張變法，所可能引起的內外壓力，恐怕不是他心理上

所能承受的。其次，王韜當然熟知，以當時中國政治現實的環境，根本沒有政

治變法的條件，說也徒然。80 

（二）藉民本學說來宣揚民主思想 

學者金耀基認為，中國之政治，自秦漢以降，雖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局面，

 
74 同上註。 
75 〔清〕王韜：〈紀英國政治〉，《弢園文錄外篇》，頁 90。 
76 〔清〕王韜：〈重民下〉，《弢園文錄外篇》，頁 19。。 
77 張海林：〈論王韜的危機意識和政治改革思想〉，《中國近代史》，1993 年第 4 期，頁 112 至

113。 
78 姚海奇：《王韜的政治思想》，頁 69。 
79 韋政通：〈王韜〉，《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下冊，頁 540。 
80 韋政通：〈王韜〉，《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下冊，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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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總因有濃厚的民本思想之影響，遂使君主專制的政治弊害得以減輕和紓解。81

王韜亦不例外，其陳言、批評時政，不少學者皆指其含有濃厚的重民思想。82大

陸學者張海林認為：「王韜繼承了古代進步思想家的民本學說，並把它與近代

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理念溶合起來，使它成為一種富有強烈時代氣息的批判封

建君主專制主義的理論武器。」83 

筆者欲討論的並非王韜有那些民本學說，而是王韜如何藉民本學說，來傳

播他的民主思想。說來奇特，從王韜所著的〈重民〉、〈達民情〉、〈保遠民〉、

甚至《弢園尺牘》等有關民本思想各篇，無不透露其對民主的見解。如同前敘

誠如學者韋政通所言，王韜把君主立憲政治的主張，納入中國民本傳統中「重

民」的範疇下，是用移花接木的技巧，達到間接傳播的效果。這與中國傳統的

「政為民政」、「政以養民」的民本思想仍有所不同。對此筆者認為，王韜除

了為了達到「移花接木」的間接傳播民主思想的效果；另方面，在王韜的民本

思想中，似已超越以往諸儒，而認識到「政由民出」的重要性。 

譬如，在〈重民中〉，王韜寫到：「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於隔閡。

此外，首有以厚其生，次有以恆其業…皆許民間自立公司…要令富民出其貲，

貧民殫其力，利益溥沾，賢愚同奮，朝廷有大興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

是則古者與民共治天下之意也。84上下不至隔閡，朝廷有大興作，大政治，亦

必先期告民等思想，雖未達「以民意為依歸」的民主政治，但與民共治天下，

 
81 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 7。 
82 參見呂實強：〈王韜〉，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更新版，第 18 冊（台北：台灣商務

印書館，1999），頁 170。姚海奇：《王韜的政治思想》，頁 66。張海林：《王韜評傳》，頁 188

至 196。 
83 張海林：《王韜評傳》，頁 188。 
84 〔清〕王韜：〈重民中〉，《弢園文錄外篇》，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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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著不可忽視民意的思想在內，這不能不說是王韜較為先進的見解。 

在〈重民下〉，王韜不但分析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贊揚了英國的君主立

憲，並托古主張中國也能推行英國式的民主政治。他說：「三代以上，君與民

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與民日遠而治道遂不古若。」85他又說：「《書》有

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苟得君主於上，而民主於下，則上下之交固，

君民之分親矣。內可以無亂，外可以無侮，而國本有若苞桑盤石焉。由此而擴

充之，富強之效亦無不基於此矣。泰西諸國，以英為巨擘，而英國政治之美，

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則以君民上下互相聯絡之效也。夫堯、舜為君，尚

賴有禹、皋陶、益、稷、契為助，而天下乃治。」86 

在〈達民情〉一文中，更是強調泰西議院制度的好處，他說：「無論政治

大小，悉經議院妥酌，然後舉行。」他認為中國弊病在於「上下之情不能相通」，

若要挽回而補救之，「亦惟使上下之情，有以相通而已矣。」87要上下之情相

通，泰西各國的議會制度，應是王韜建議採納的除弊之法。 

從以上的分析，顯然的可看出王韜欲藉傳統民本思想，來傳播西方民主思

想的用心。固然，王韜仍不脫「以人民為政治主體」、「保民」、「養民」、

「君為臣綱」等儒家的民本思想，88但王韜另一方面又吸納了近代西方民主思

想。他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創造了頗具時代特點的新民本思想。89然而，學者

姚海奇認為：「王韜於國之急務、洋務、平賊之方，皆再三申言治民之重要性。…

 
85 〔清〕王韜：〈重民下〉，《弢園文錄外篇》，頁 19。 
86 〔清〕王韜：〈重民下〉，《弢園文錄外篇》，頁 20。 
87 〔清〕王韜：〈達民情〉，《弢園文錄外篇》，頁 55 至 56。 
88 對於儒家民本思想，可參閱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的說明，頁 8 至頁 12。 
89 張海林：《王韜評傳》，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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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治民之方，王韜所言甚眾，惟不離擇良吏、行實政之範圍。」90這一說詞，

筆者認為實在是低估了王韜政治思想比當時諸儒更為先進的見識。 

託古改制，洋為中用，「聲西擊東」，皆是王韜介紹進步的政治思想所使

用的傳播策略。依政治傳播的說服理論而言，王韜頗懂得當時的傳播環境（一

個封閉卻正受外來衝擊的社會，政治體制僵化難以應付變局）與受眾的特徵（大

都屬保守、本位與固舊），深知公然主張政治上的變法，必然遭到排山倒海式

的內外壓力。因此，如何應用迂迴與隱蔽的宣傳（concealed propaganda）方式，

以平實的辭藻來宣達他的理念，當是王韜不得不然的作法。當然，以此種方式

推行變法與洋務思想，並非王韜一人。學者王爾敏指出：「中西學術之分判，

當時學人幾乎全取對立互證之法，進而求一調和之途。」91不僅從王韜的〈重

民〉、〈達民情〉等文，我們可看出這種調和之處，即使《弢園文錄外編》與

《弢園尺牘》其他各文，諸如〈原道〉、〈變法〉、〈答強弱論〉、〈上當路

論時務書〉、〈杞憂生《易言》跋〉、〈致周騰虎書〉、〈與周弢甫徵君〉等

各篇92也可看出王韜欲以對立互證之法，調和的方式傳達他的政治思想。譬如

在〈答強弱論〉一文，王韜表示：「所謂變者，變其外不變其內，變其所當變

者，非變其不可變者。」93在〈杞憂生《易言》跋〉中，王韜則說：「誠使孔

子生於今日，其於西國舟車槍砲器之制，亦必有取焉。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

自當躬。蓋萬世而不變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94在〈原道〉

 
90 姚海奇：《王韜的政治思想》，頁 66。 
91 王爾敏：〈清季知識份子的中體西用論〉，《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

頁 55。 
92 〔清〕王韜著、潘振平編：《弢園文新編》，（北京：三聯書店，1998）。 
93 〔清〕王韜：〈答強弱論〉，《弢園文錄外篇》，頁 166。 
94 〔清〕王韜：〈杞憂生《易言》跋〉，《弢園文錄外篇》，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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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則假器以通之。」95在

在都可了解王韜的中西與道器融合的思想。雖然，王韜不脫清末知識份子的調

和窠臼，不過，處在當時中國封閉的社會，王韜的言論己可說是「驚世駭俗」。

誠如日本學者小野川秀美所言：「王韜變法的主張在光緒初年前後時期，一定

被認為遠較洋務論為危險，…他的思想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麼激烈。」96 

五、王韜辦報對晚清政治思想的效果與影響 

王韜在《循環日報》所傳達的政治思想，對當時士人的認知影響如何？學

者舉出了不少的實例。對於政治傳播長期效果─民意的形成，我們很難以量化

的方式去了解《循環日報》的傳播對當時整體民意形成的影響。但我們可從當

時士人的文獻中，去了解王韜對晚清那些重要的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有過什

麼樣的影響？ 

學者汪榮祖說：「王韜因上書太平天國事成為『流亡知識份子』（exilic 

intellectual），成為社會上的一個『邊緣人』（marginal man）。不過，他這個

邊緣人活動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得西風東漸的風氣之先，成為一個『濱海型』

（littoral）的知識人，無論在思想上或見識上，遠較保守的『內陸型』（hinterland）

的人進步，亦因而較接近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思維，可以說是晚清以來變

法以及革命志士的先驅。」97據美學者柯文所述，具思想先驅的王韜如同早期

改革者作為某種群體，其重心完全傾向於統一體的沿海一端，但他們也可再分

 
95 〔清〕王韜：〈原道〉，《弢園文錄外篇》，頁 2。 
96 小野川秀美著，林明德、黃德福譯：〈晚清的洋務運動〉，《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時

報出版公司，1982），頁 27。 
97 汪榮祖：〈王韜與中國近代知識份子〉，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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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比較的次型。柯文發現屬於最沿海的人物有容閎、何啟、唐景星和伍廷芳。

接下來的一組改革者雖與沿海聯繫關係較強，但他們又具有牢固的中國學術、

文化基礎。屬於這一類人物有王韜、鄭觀應、馬建忠和馬良。最後，還有少數

少期改革者，他們都直接與沿海和西方有重要聯繫關係，但他們是基本上是中

國的內地產物。馮桂芬、薛福成、黃遵憲和郭嵩燾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柯文

認為這 12 位在 19 世紀中國的沿海充當了變革力量的角色。98 

柯文所列出的 12 位改革者中的何啟、伍庭芳、郭嵩燾、黃遵憲、鄭觀應、

馬建忠等人，皆與王韜有著或深或淺的關係。何啟曾資助王韜報《循環日報》，

並曾與胡禮垣（王韜另一老友）合著《新政真詮》一書，其中認定民權乃立國

之真詮，而君憲則最宜之政體的認知，99多少亦受王韜之影響。伍廷芳也不時

支持王韜，以後兩人也維持者通訊的關係。至於郭嵩燾，他與王韜結識於上海

墨海書局，在《郭嵩燾日記》中有關兩人見面的記載。在郭前往歐洲赴任前，

特往香港謁見王韜，詢問泰西情況。100黃遵憲則與王韜結識於日本，兩人多次

暢談振興中國之道。黃氏《人境廬詩草》還請王韜作序，黃氏維新思想也不無

受到王韜的影響。101還有著有《盛世危言》的鄭觀應，王韜曾為他的著作作跋，

並為之付梓，《盛世危言》原名《易言》，王韜在跋中說：「謂當今有杞憂生

 
98 柯文（Paul A．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頁

244。對於柯文這一分類，學者吳以義認為作者一反他一直堅持的對複雜性的謹慎的探索態

度，對時間跨度長達六、七十年，地域跨度廣至大半個中國，領域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

育這樣宏大的主題作了極度的簡化，因此未能為讀者提供任何深入的分析。參閱吳以義，〈王

韜研究所提示的中國近代史的複雜性〉，《新史學》11 卷 2 期，2000，頁 162。但是，筆者仍

採用柯文的分類，是因柯文所提的 12 位人物，皆是當時新人物與新思潮，對於晚清政局皆

有一定影響，王韜也例入其中，被柯文視為改革的先驅，應是對王韜肯定的看法。 
9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冊（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頁 825。 
100 張海林：《王韜評傳》，頁 475。 
101 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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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觀應）者，天下奇士也。胸懷磊落，身歷艱辛，上下三千年，縱橫九萬里，

每當酒酣耳熱之際，往往舉杯問天，拔劍斫地，心有所得，筆之於篇，此《易

言》上下兩卷，固其篋里祕書，枕中鴻寶也，非先生則不敢就正焉。余乃受而

讀之，於當今積弊所在，抉其症結，實為痛徹無遺，而一切所以拯其弊者，悉

行之以西法。」102可見王韜對鄭觀應之激賞，鄭觀應對王韜亦有濃厚景仰之心，

否則不會將其所作請王韜參校。不僅鄭觀應改革思想受王韜之影響，其新聞思

想亦受王韜影響。他認為報紙是國家的耳目，可起到通民隱、達民情的作用，

這些認識同王韜無多大的區別。103馬建忠也是改良派人士，常與王韜常討論時

局，他主張設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也是受到王韜的啟發和影響。104 

除了改革派人士之外，王韜對維新運動領導人的影響，首推康有為，其次

汪康年與梁啟超也深受其啟發。康有為曾托同鄉鄭觀應介紹，參觀格致書院。105

康有為見王韜，時在光緒六、七年間，正是王韜主辦《循環日報》及所撰各書

大行之際，康有為披讀洋務新書，遂於光緒十四年，撰作《萬言策》，言「變

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大端，欲上之清帝。史學家羅香林說，爾後康有為

更將其發展而為變法維新運動。則王氏言論，影響之鉅，亦可知矣。106康有為

對於報業的作用，其實也受到王韜的啟發，康有為說報紙可以「達民隱，鑒敵

情」與王韜的「通上下，通內外」的內容基本一致，應可證明。107另一維新人

 
102 〔清〕王韜：〈杞憂生《易言》跋〉，《弢園文錄外篇》，頁 265。 
103 徐新平、楊曉青：〈鄭觀應的新聞思想〉，《新聞三昧》，2006 年第 6 期。轉引自《中國新聞

中心》網站。取自：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10714 
104 張海林：《王韜評傳》，頁 477。 
105 張海林：《王韜評傳》，頁 478。 
106 羅香林：〈王韜在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之關係〉，朱傳譽編，《王韜傳記資料（一）》（台北：天

一出版社，1979），頁 156。 
107 徐新平：〈康有為的新聞思想〉，《新聞三昧》，2006 年第 7 期。轉引自《中國新聞研究中心》

網站。取自：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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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汪康年，其報業見識及政治思想，亦受王韜影響。學者賴光臨認為，汪康年

指報紙可「內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內。」這與王韜嘗建議對報紙作積

極作用，「俾達內事於外，通外情於內。」兩說相互印證。而汪康年辦《時務

報》嘗提倡民權，於君民共主政體，頗為傾心。如同前述，王韜介紹泰西議院

國會之制甚早，汪康年立論應也可說是來自王韜的影響。108 

即使當時的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對於王韜也是非常推崇，梁啟超在〈論

報館有益國事〉一文，說：「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

緣為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梁氏又說：「去塞求通，厥首非一，

而報館其導端也。」109與王韜之闡述日報功能，在「達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

消息。」兩說脈絡一貫，可見梁氏之報業識見，曾受王韜啟發影響。110 

除了維新人士，國父孫中山先生在 1894 年上書李鴻章，建議改革中國的政

治和經濟。就在這上書之前，他托同鄉鄭觀應介紹，拜訪了王韜，請教救國方

略。111根據陳敬之先生所著〈國父與天南遯叟的一段淵源〉一文引自陳少白所

著〈興中會革命史要〉的描述，國父曾在鄭觀應家裡見過王韜，並與王韜討論

《上李鴻章書》，王韜也替國父修正文章，且寫了介紹信給其在李鴻章幕下當

文案的朋友，介紹國父到天津去見這位李的幕僚。陳敬之認為，國父上書李鴻

章就教王韜，是因國父推崇王韜的民族革命思想與淵博的學識，對於西方政教

又很熟稔，國父自然與王韜一見如故，並向王韜討教救國之道。112因此，我們

 
108 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頁 145 至 146。 
109 梁啟超：〈論報館有益國事〉，《飲冰室文集》第一冊（台北：中華書局，1960），頁 100。 
110 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頁 146。 
111 張海林：《王韜評傳》，頁 478。 
112 陳敬之：〈國父與天南遯叟的一段淵源〉，朱傳譽編，《王韜傳記資料（一）》（台北：天一出

版社，1979），頁 141 至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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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說，國父的政治思想多少也受到了王韜的啟發。 

因此，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王韜藉《循環日報》對於當時整體民

意的影響，或許我們難以評估，但對於當時的改革派與維新派的「意見領袖」，

卻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依民意學家漢乃西（Hennessy）所說，民意的影響，主

要的因素是公眾的「質」而非「量」。113在政治傳播而言，大眾媒體所傳達的

資訊，往往對於一般大眾並無太大的影響力，反而是「意見領袖」較於一般大

眾更注意媒體的報導。114王韜藉辦報傳播他的政治思想，在當時環境主要的對

象當然是士代夫階級，再由有見識的士代夫「推波助瀾下」，加強和修正王韜

的思想，才有其後的維新運動與更後來的革命風潮。對此，王韜雖對風起雲湧

的改革無完全的直接影響，但間接影響肯定是有的。羅香林說：「惟王氏在港，

其對中國人士，影響最鉅者，仍為關於洋務與維新變法等之言論。」又115說：

「蓋王氏以囿於當時環境，仍主張君民共主，即所謂君主立憲之政者。然在光

緒初年，即能有此君主立憲之變法主張，亦誠為中國言憲政者之先河。」116對

於王韜政治思想對於晚清的政治思想之影響當可做一註腳。 

六、結論 

汪榮祖教授評述王韜說：「一生雖具有文名與狂名，但屢試不第，僅是一

個秀才，又因上書太平天國事而亡命香港，至老始得歸隱上海，對於他所處的

時代，影響不大。他之所以成為一個著名的歷史人物，主要由於歷史學者的發

 
113 Bernard Hennessy, Public opinion, 5th ed, ( CA: Wadsworth, 1985). 
114 Lee B. Becker, Maxwell E. McCombs and Jack M. McLeo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ognition,” in Steven H. Chaffee (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CA: Sage, 1975). Pp. 27-33.  
115 羅香林：〈王韜在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之關係〉，朱傳譽編，《王韜傳記資料（一）》，頁 152。 
116 羅香林：〈王韜在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之關係〉，朱傳譽編，《王韜傳記資料（一）》，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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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發現他雖是個十九世紀的士人，卻留下近似二十世紀知識份子的紀錄。」117

汪教授說王韜留下近似二十世紀知識份子的紀錄，是肯定王韜思想的先進與灼

見。韋政通教授也說：「由知變而應變，1860 年以後，雖是朝野許多人物共同

思考的焦點，但王韜對變局體認與廣度，實無人能及。」118大陸學者王立群也

認為：「王韜將報紙提高到關係國家命運的高度」，並指出他是第一個利用報

刊這種現代化傳媒對社會問題發表看法、宣傳資產階級改革的思想家，對梁啟

超、鄭觀應等改革派人物的報刊理念和現代思想皆有啟發。119筆者參閱了不少

學者對於王韜在晚清變局中所發揮影響力的論述，然後以政治傳播欲達成效果

與影響的五個因素分析發現，王韜雖對當時的社會大眾未有實質的影響力，但

對於改革派與維新派人士確有直接的影響力。經本文分析後發現： 

一、王韜在當時少有懂得以報業傳播其政治思想的少數先知。 

二、王韜是最早提出變法主張，倡導君主立憲，提出政治改革的政治思想家。 

三、王韜是第一個知道藉用報紙發表社評傳播思想的人，開創了評論報章的先

河。 

四、王韜是最早懂得盱衡政治環境和氣氛，以迂迴和間接方式傳播他的政治思

想，以民本思想來傳達他的民主思想，以漸進方式達到他所欲達的效果。 

五、王韜也是曉得要使思想傳播有效，必須讓大眾了解所欲傳達的政治符號的

少數士人。所以他能一掃過去辭華句儷，以簡潔清晰的淺近文言為表達的

 
117 汪榮祖：〈王韜與中國近代知識份子〉，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頁 35。 
118 韋政通：〈王韜〉，《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下冊，頁 529。 
119 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份子形成的文化特徵──王韜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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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將西歐政治制度的精義以及近代思潮的主流，作深入淺出的報導。 

在當時何謂「有效傳播」，連西方都還未發展出相關理論，王韜能有這樣

的認識，已屬非常難得。雖然，王韜在當時是個懷才不遇，難容當道，以遯叟

終的悲劇人物。但他的思想仍影響了晚清的知識份子，爾後發生的變法自強，

與中國朝向民主共和之路發展，不能不說王韜具有一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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