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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合法性的流失:
晚清报纸对“宣统户口调查”风潮报道的话语分析

周亚平,王力行

　 　 摘　 要:晚清报业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闻记者的大量增加以及社会调查

技术的引进,报刊得以在社会上运作和发声,冲击了清政府原有的权力运作体系。 本文结合《北洋官

报》并以《申报》《时报》《新闻报》等商报有关清末户口调查引起的“民变风潮”的报道内容为研究对象,
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考察不同性质的报刊在报道民变时各方的权力博弈过程和报道策略。 研究认为三

家报纸的报道内容一方面展现共识和各自的策略与技巧,另一方面突显了不同的报道模式和目的。 这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削弱了清政府再造合法性的努力,同时也促进近代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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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是清末新政的关键一年。 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管理制度,全国范围的户口调查伴随预备

立宪呼声展开,史称宣统户口调查。 相关动员在《北洋官报》等报刊上颇有呈现,并展示官方政治姿态。
然而这一户口调查出现未预期后果。 调查期间各地出现颇具规模的反户口调查风潮,并在《申报》 《时

报》《新闻报》等全国性民间性质的报刊中大篇幅地呈现与展示,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与反省。
就户口调查的重要意义而言,作研究命题的宣统户口调查颇受学界关注。 现有研究集中从社会治

理角度对清代户口调查进行分析,汤纳门(Tong
 

Lam)扣住“实事求是”,结合学理框架与社会事实关联

逻辑,探析清代社会调查的价值与意义①。 具体到宣统户口调查数据及定性而言,王士达认为这是一次

深入民间的真正普查,绝非凭空捏造②;而何炳棣认为与其说户口数据是普查的,不如说是编造的③。 侯

杨芳就此次户口调查的特点、对象、方法等方面作全面的分析和论述,认为不能用现在的标准苛责历史

事件,任何人口调查都有误差,关键在于误差大小。 清末户口调查虽存在诸多弊端与局限,但这次调查

及其结果足以成为中国人口调查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变革④。 另一方面,民政部户口调查结束相沿已久

的保甲制度下的户口编查;同时又为后来的户口调查开辟新路径⑤,这一事件引发公共舆论和公共传播

界大规模的讨论风潮,呈现争鸣。 以《申报》 《时报》和《新闻报》等各大著名报刊为主的报纸对有关户

口调查的论说充斥着整个社会;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前途命运和政治立场上产生分歧并由此论

争。 但现有研究鲜有分析当时报刊缘于宣统反户口调查风潮而触及不同社会舆论效应。 本文针对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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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户口调查风潮这一事件,聚焦《申报》《时报》《新闻报》报道内容并研判差异和分歧,着重从报纸所报

道内容的关键词、标题等方面入手,呈现当时几种报纸对这一事件所建立的媒体框架,由此分析倾向、形
象的差异,从而考察报纸生产者塑造理念,以窥视当时新闻职业主义先声和清政府合法性生产所处的尴

尬境遇及其历史选择原委。

一、缘起及语境:宣统年间户口调查及反抗风潮

宣统年间户口调查是清末新政重要产物。 户口调查是封建王朝统治者了解人口基本信息并制定相

关政策的重要依据。 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王朝的基层统治受到严重冲击,传统保甲体

制渐趋瓦解,此从户籍及人口调查中可窥见一斑。 诸如各省上报的户口总数及烟户门牌皆随意填写以

塞官长之耳目,且家户人员组成复杂,统计不完善之处常有①。 相比之下,19 世纪初欧洲已定期人口普

查,制定税收政策,从而对人口、民族问题更好地控制和管理②;19 世纪末,中国社会才接触到西方舶来

的社会调查技术,现代意义上人口普查成为可能。
清末新政后期,立宪呼声越来越高,各种报纸杂志纷纷刊登有关户口调查论说,便于民众了解宪政

改革和户口调查关系,起到了舆论动员作用。 借鉴东西各国制度和旧法,清政府于 1908 年 12 月颁布

《调查户口章程》,涉及身份、迁移、婚嫁、继承、收养等。 调查范围包含工厂、学堂、会馆以及外国人营业

单位等。 编订户数和口数,造具户口册和人口册,逐级上报,终由总督报送民政部。 1911 年,民政部《户

籍法》编订完成。 同年 3 月,交宪政编查馆复核。 同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推翻,部分省份未

完成户口调查。
清末户口调查引发反抗风潮,多地出现民变。 “民变”风潮迭起不仅呼应着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和立

宪党人的政治吁求,成为制约和影响 20 世纪初期中国历史运行基本构架的因素之一,而且它自身展示

出日趋清晰也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③。 事实亦如此,宣统二年八月十

二日,盐枭李观妹“借抗钉门牌为名,纠众数千入城,赴邓焕桢等家,暨中、小学堂,总捐、屠捐各公司,肆
行毁掠”,“时值广西怀集等县办理清乡,匪徒东窜响应,声势愈大,筑垒置炮,揭竿抗拒。 十月初十日,
公然扑犯官军”④。 据《清末民变年表》统计,1909 年至 1911 年 10 月,反对调查户口的民变遍及全国,计
69 次。 乡民群殴调查员、捣毁调查员住宅、撕毁调查册、拒钉门牌、毁坏自治局所和学堂,甚至与官兵发

生武装冲突,集中在江西、江苏、广东等,河北、湖北等也有少量民变⑤,江苏居首位,占 37 起。
清末户口调查引起的反抗风潮,贯穿于调查始末,波及主要省份。 户口调查为何引发巨大风潮? 据

载:“苏垣胥门内道前街一带近见有巡警局派出之官长一人巡警一人挨户编查户口,无论公馆住家及店

铺客栈等,均略问名姓及几人,注填簿上或见有旧门牌者,即照旧门牌抄录而去。 总之,一切仍循旧日保

甲门牌之故套。 不识此次编查户口为民政部所颁表册之用,抑为自治局所用。”⑥调查员态度敷衍,因循

守旧,操作性失误,引发民众猜疑。 新政宣传缺失、政府威信流失、谣言充溢社会等当系深层原因。

二、舆论及呈现:报纸与宣统户口调查触发民变事件

宣统户口调查触发诸多民变,而民变规模及节奏离不开近代新媒体报纸的动员力度与强度。 晚清

一些较发达的城市(如天津、上海等),报刊初具规模。 维新变法时期,康梁新式报刊成为科举制废除后

边缘化的知识分子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⑦,而报刊在报道与评论宣统户口调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08 年,清政府颁布实施《调查户口章程》,调查户口章程属于清末新政的重要构成。 19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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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大公报》刊发《北京:世中堂奏对要政》等。 7 月 13 日,《大公报》刊发《山东:胶海关春季收数之

调查》,涉及相关数据,并与上海比较。 10 月 20 日,《大公报》刊发《北京:谕催御前会议草议》,涉及宪

政草议及资政院草拟章程等。 11 月 17 日,《大公报》刊发《北京:言官之会议》,涉及筹建铁路等。
清末新政多有挫折,诸如多地掀起大规模反抗户口调查风潮。 宣统元年(1909)四月至宣统三年

(1911)十月,反抗户口调查达到高峰。 江西省安义县是全国反抗户口调查较早地区①。 一时间,“愚民

造谣生事”“殴打调查员”“抢夺户口册”“捣毁学校”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报纸作为当时舆论

界重要载体,迅即回应。 1909 年 6 月 30 日,《时报》有关安义县民众反抗户口调查的报道及评论称:“安

义县因调查户口,县民谣传抽丁赴南浔铁路做工,且谓将填桥底,以致合域妇女聚众驱逐调查户籍员,几
酿绝大风潮。 现经该县汪令春源将办理情形禀奉巡警道批:愚民无知,疑惑造谣,值此民智未开之

时。”②拉开了新闻纸报道民众反抗户口调查事件的序幕。 《申报》随之在 7 月 27 日报道江西乡民反抗

户口调查状况:“赣省各州县本年调查户口,有因讹言抽丁当兵而夺回原册者;有因谬说按户口抽税而

殴辱官绅者;有因借端报复私仇而拆绅房舍者。 如是者多起,劣董居其半,愚民居其半。 如宁都安义新

昌崇仁等州县纷纷滋事可慨也。”③更有甚者,“江西上高县蔡大令思干奉文派委员绅分赴各乡调查户

口,一时乡愚误信谣传,号召同类围殴调查员,勒还表册。 而调查员之仆从二名赶赴保护。 讵知力不敌

众,均遭殴毙。 该县闻报督兵驰往弹压,一面拿办首要,地方始渐安静”④。 可见,农民反抗调查由聚众

闹事演变为抢夺调查册、“殴辱官绅”“打死仆从”等,行为升级,反抗风潮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以《北洋官报》和各省自治公报为主的官方报刊也对调查户口、调查进程及民变事件报

道和回应。 如 1911 年《北洋官报》刊发“为出示晓谕事”:“照得调查户口为宪政要端,实为国会之基础。
本年调查户口确数定限七月以前一律报齐……但恐乡民无知,疑为调查户口,或系抽丁,或恐加捐,致生

疑阻。 除移请工巡局转致城乡警察,届期会同调查长员办理外,为此示仰城乡诸色人等知悉。 如有捏造

谣言,从中阻挠;或不服调查,定行传案,究办不贷。 切切,特谕。”⑤之后,又刊发白话文解释调查人口是

为了选举议员,选举是为宪政做准备:“即不厌求详,所以要再解释解释,为甚么要调查人口呢? 因为这

件事是宪政最重要的,现在人民所期望的国会不是提前咧吗? 选举议员等事,必须户口查明,方易着手。
本年为第二次清查,户数口数一律报齐之期。 是因为这个原故。 请大家想想,不是很有益的一件事吗?
所以调查长员到时,你们必要按表把那年岁、职业等填写清楚。 为甚么要查选举谘议员的选举权呢? 因

为谘议局是舆论机关,各处选出议员,是代表百姓说话的……所以,要晓谕你们,凡调查员长到时,你们

对所发人口表要详细写,不可隐瞒,不可抗拒。 对于所发选举资格表要详细看,不可遗漏,不可冒滥。 这

断不是为加税,断不是抽丁,断不是为抽富户捐。 倘有无知之徒造谣生事,本县立即究办,决不宽贷。”⑥

可见,当时清政府顺应社会发展,通过官报传达自身的要政,诸如阐明调查户口之缘由,表明造谣生事、
一律严惩不贷的态度。 除此之外,政府刊文嘉奖抚慰户口调查过程中办事得力的员绅,如《新闻报》就

报道了政府嘉奖官员:“该巡官等办事认真,殊堪嘉尚,检阅户数编造合式,尤属不可多得。 ……所有徐

副巡官钟着记功一次,以示鼓励。”⑦《北洋官报》报道:“查该员绅等逐村调查实力认真,栉风沐雨,劳怨

自任……将该员绅等择尤给奖,以昭激劝等情。”⑧“原派绅董共十七人均能不避艰辛,始终罔懈,赞襄要

政。 ……在事尤为出力者五人,择尤酌拟奖叙,拟合开具清折。”⑨可见,清末商报与主流官报不同程度

地参与进户口调查的整个过程,相关议题议程引发舆论反响两歧,赞成与反对的声音都存在。
《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新闻纸报道多地民变时,清政府借助各大报纸颁发告示、解惑和“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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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进行解说和回应。 仅以刊报标题略引即可窥见一斑,诸如“谘议局调查户口之先声”①“筹办处调

查户口之示谕苏州”②“颁发调查户口韵示”③“各镇乡调查户口选民浅说”④等。 另刊发大量的札饬,催
令各省限时造户口册。 要之,清政府尝试运用报纸传达意旨,就户口调查引起的民变风潮一事,和其他

商报或民报在论述风格、话语模式等形成“分庭抗礼”。 上述各大报纸对清末户口调查及所引发的民变

的报道存在差异。 尽管政府主办的报纸和立宪派等主办的报纸办报理念上大相径庭,但展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热点和潮流,近代新媒体报刊发挥的基础功能和宣传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三、报刊新闻及时评倾向:报道手法与话语分析

清末新政与舆论动员交融互释,随户口调查不断推进,民变屡屡发生,舆论动员备受关注。 就新闻
媒体而言,如何报道民变事件,成问题关键。 论及中国近代报刊及其在上海肇启,姚公鹤在《上海报纸

小史》中称:“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报纸为最有声光。”
 

“中文报纸,上海

当以《申报》为最先。 (后《申报》数年出版之报纸亦有多家,特今已不存在耳,余于《上海闲话》曾详考

之。 就现存各报论,则《申报》之后,当以光绪十九年开办之《新闻报》为最早矣。)”⑤

(一)《申报》《时报》《新闻报》报道民变的时间及数量分析

1908 年清政府颁布《户口调查章程》,引起“反抗”风潮,亦引发受西方思潮熏陶的知识精英的关
注。 而报纸作为“舆论”的代表,发挥了其作为政党的“耳目”和“喉舌”⑥功能,这就使得本来被贴了“救

亡”“革新”“自强”标签的近代报刊多了一份任务。 即在 20 世纪初“前所未有之大变革”时期,报纸不

仅要本着“救亡图存”“开启民智”“引领风气”的办报宗旨,且成为立宪派、改革派等各大党派竞争和发

表言说的有力工具。 他们为了达到目标,不断地调整和改变宣传策略。 当时报纸的大部分受众文化水

平低,思想观念落后,报纸面对时代大变局而呈现的拟态世界还是界于陌生与熟悉之间。
《申报》是近代影响尤大的沪办时评性报纸,阅读人群广泛,舆论动员助力社会思潮变迁。 1912 年

史量才接手《申报》,开启黄金时代。 《新闻报》筹办伊始,即与《申报》展开角逐,或渐成声势,成为有全

国影响力的商业性报刊。 《新闻报》也是上海第二大日报,受到社会瞩目,销量大且影响广泛。 《时报》
于 1904 年创办,时值清末新政,《时报》很快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找到了生长的土壤。 上述三报涉及清末

民变事件的方方面面。
据上述历史情境及解决问题需要,笔者以《申报》 《新闻报》和《时报》对清末户口调查引发的民变

事件所做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 1909 年 4 月至 1910 年 9 月期间民变事件的舆论取向,透视报道背后

的主要目的。 样本来源为晚清民国大报库和中国历史文献总库,对涉及“户口” “调查户口” “清查户

口”“民变”“风潮”等内容的报道进行收集和整理。 为保证研究完整性,又对江西、江苏、安徽、广东、上
海、吉林等反抗户口调查风潮较为严重的地方查缺补漏,得到有效报道篇数共 205 篇。 下图(见图 1)是

1909 年 4 月至 1910 年 9 月期间,《申报》《时报》与《新闻报》有关民变内容的报道:

篇
数

报道时间
图 1　 《申报》《时报》《新闻报》对 1909 年 4 月至 1910 年 9 月民变的报道时间及数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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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时报》共刊发 34 篇,《申报》共刊发 84 篇,《新闻报》共刊发 87 篇,三报在这一时段总共刊发

了 205 篇稿件。 由上图可知,三大报纸在 1910 年刊发的总篇数均超过 1909 年,可见 1910 年民变风潮

演变更甚,强度更大,影响范围更广。 从单个的数量上来说,《申报》和《新闻报》在这一时段内的报道总

篇数相差不多,均在 85 篇上下,而《时报》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其他两报,这和它创刊相对于其他两报较

晚有极大关系。 当时舆论环境宽松,报刊畅销。 后起《时报》恰逢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梁为首的

保皇派论战。 为了抢占上海舆论滩头,维新舆论代表人物狄楚青在上海创办刊物。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

景下,《时报》应运而生。 《时报》发刊例提出日常业务准则。 “纪事”方面,该报效法英国《泰晤士报》,
主张“速”“确”“直”“正”。 1872 年 4 月 30 日,《申报》第一号刊发《本馆告白》,称:“凡国家之政治,风
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
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 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
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 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 《申报》宣统年间的民变报道可谓是

丰富至极,客观全面,这与它的办报宗旨和理念相吻合。 《申报》亦不忘宣传宪政,认为民变动乱迭起,
“其关键之关键,

 

又在加速实行宪政,所谓速开国会是也”①。 《申报》稿件多于其他两报,宣传君主立宪

随着民变的高潮而淋漓尽致。 《新闻报》对民变的报道篇幅紧随其后,且在 1910 年呈骤升之势,增长 14
篇。 可见,随着民变浪潮的此起彼伏,《新闻报》增加了对此事件的关注,迎合了民众的需求,同样收到

了受众的接受和认同。
(二)《申报》《时报》《新闻报》的报道体裁及稿源情况
 

统计《申报》《时报》与《新闻报》三家报纸有关 1909 年 4 月至 1910 年 9 月这一时期反抗户口调查

的报道稿件,得出下表(见表 1):
表 1　 报道体裁及稿源情况统计

体裁
稿源

申报 时报 新闻报

消息 74 20 80
通讯 0 2 0
时评 0 2 0
评论 9 1 5
奏折 1 1 1
专电 0 5 1
纪事 0 2 0
要闻 0 1 0

总篇数 84 34 87

　 　 资料来源:检索《申报》《时报》《新闻报》关

键词及数据库整理得出。

　 　 针对“民变风潮” 作为当时备受社会瞩目的公共事件,
《申报》《时报》和《新闻报》连续刊发社论和其他体裁形式的

内容,引起了报刊界的集中讨论。 相比之下,《时报》的报道

体裁最为多样,除了刊发奏折、评论之外,还有通讯、时评、纪
事和要闻等。 《时报》创刊较晚,但处在国人办报浪潮较高时

期。 一方面,相比创刊较早的报刊,其接受西学办刊理念的能

力更强,发展相对成熟,吸收的体裁形式和报道方法更加完

备;另一方面,1904 年至 1908 年是清政府预备立宪改革时

期,也是户口调查筹备时期,《时报》赶在民变风潮的前夕,就
多了一些其他报纸没有的内容,从而突出了它的特性。 总之,
三家报纸针对大规模民变的报道均有多种尝试,除了消息、评
论等,还增加时评、专电、纪事等体裁,文体呈现多样化。

“评论”是新闻报道中相对主观的部分,常表明媒体的观

点态度。 上表可见,《申报》 的评论最多,其次是《新闻报》,
《时报》最少,只有一篇。 《申报》与《新闻报》是中国较早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性华文报。 针对新政语境

下户口调查引发民变频仍,《申报》和《新闻报》是用大篇幅的评论表达政治立场。 如《新闻报》1910 年 6
月 10 日有白话文告示:“常州、宜荆、西县自毁学风潮后,四乡调查户口册至今尚未查报。 新任汪大令

以调查户口为宪政入手办法,到任后特印刷简明白话告示万张,发给各地保分贴,并禀任务各乡宣讲。”
而《申报》评论更为具体明了:“调查户口何为乎? 曰:将以自治统计也。 调查选民何为乎? 曰:将以为

自治选举也。 是故调查者非得已之事……今日之调查户口选民,亦犹是也。 ……此次朝廷之举行宪政,
无非为吾民谋教养起见。”②可见,《申报》和《新闻报》以评论为灵魂,且对社会影响并非就事论事,而是

借此引导舆论,
 

极力为宪政鼓吹。 实际上晚清最后十年,报纸不局限于信息工具或经济产业,且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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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和社会整合的功能。
(三)《申报》《时报》《新闻报》报道倾向分析

新闻话语分析涉及文本及话语分析,关联关键词及语义语境角度,下文从话语分析的宏观层面和微

观层面出发,结合民变风潮的报道情况,剖析三报在标题、关键词、修辞手法的使用等方面倾向性。
1. 标题分析

新政语境下户口调查及其引发民变经新闻纸字里行间的整合及修辞,颇有政治倾向性。 《申报》
《时报》和《新闻报》的报道立场尤体现在标题上。 其一,《新闻报》新闻拟题以“棍徒阻挠”①“乡民聚众

闹事”②“调查户口之不易”③“又因调查户口肇事”④“调查户口起衅之原因”⑤等主题词为主,80 篇消息

有 22 篇如此,呈现官绅与民众冲突。 其二,《时报》以“赣省调查户口风潮续闻”⑥“镇江太平洲调查户

口又起风潮”⑦“吴江调查户口又起滋闹风潮”⑧等标题,和《新闻报》的新闻拟题如出一辙。 即:某某县

“又”起风潮,某某地方乡民“滋闹” “毁学”等,这些词汇暴露于标题之中。 结果是:受众第一时间接收

到的消息是“民众闹事”“民众毁学”等暴力性的负面内容,从而使读者对民众产生反感倾向。 相对于

“官绅办理不善”“户口调查敷衍”之类的现象采取遮蔽的方法报道,或三缄其口,如“苏垣巡警局日来派

员编查户口,无论公馆住家及客栈店铺等,均约略询问名姓及家人数,填注簿上。 或见有旧门牌者,并不

入内探查,即照录而去”。 总之,“一切悉循旧日保甲门牌,故套似此,敷衍塞责,不知于事实上有何关系

也”⑨,此种报道在总共 87 篇报道中寥寥无几。 此次户口调查,乡绅极其敷衍,又怕引发民众反抗,便草

草了事。 可见,《时报》和《新闻报》选择性报道的痕迹相当明显,对民变的报道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相

比之下,《申报》在这一时段的标题虽有负面信息,如“聚众滋事” “闹事” “暗潮”等报道主题,但只占全

部稿件的 7%,没有传达官民冲突的趋向。
2. 关键词及报道议题分析

新闻媒体框架蕴含着特定的关键词、习惯用语和刻板印象以支撑某一特定的阐释,相对于其他阐

释,通过重复、替换等手段,被加强的阐释很容易被理解、接受和记忆�I0。 因此,在一篇稿件里,可以通过

几个关键词来透视正文的观念和立意。 1910 年 4 月 20 日《新闻报》有报道:“镇郡城厢调查户口……倪

大令有鉴于邻省调查……恐城内自治职员与乡镇民情不甚浃洽,故调查某镇。 即请该镇士绅任此公益,
其办法可谓周到矣。 乃近闻南乡西十村调查员马宜之者,竟被本村人聚众吊打,受伤甚重,而乡人尚滋

闹不已。 现丹徒县倪大令闻报,特偕捕厅飞往弹压,切实开导。 又闻该乡绅董稽查户口时,农民多在田

间耕作,因改为晓间挨户稽查,内在不轨之徒从中煽惑,谓系马人头捐,愚民听此谣言,致有此野蛮举

动。”�I1此篇报道关键词有“倪大令” “办法周到” “弹压” “开导” “不轨之徒煽惑” “愚民造谣” “野蛮举

动”等。 报道通过赞扬倪大令的周到行为和民众“愚蠢”和“野蛮”对比,给民众贴上“不轨之徒”“愚民”
“野蛮”等标签,从而固化读者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此外,《申报》更有篇幅感言:“嗟乎,今日非预备立宪十年内之时间耶? 预备立宪不当以调查户口

与地方自治二者为尤要之首图耶? 论者谓:吾国举行新政,取资于欧西者十之一二,模范于日本者十之

八九,而独于明治维新之始……又可知。 然乃一波未平,一波遽起。 观乎近日各属之报告地方官之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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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灵,调查员之身家不保,谣言四起。”①从关键词和关键句可见其主旨是:如今的户口调查效仿了日本

和欧洲的宪政改革,日本改革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之前中国能实行保甲制,现如今也能实行户口调

查。 两者相差不大,但民变接踵而至,原因不是民智不开,而是民众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当下的首要任

务就是树立国家的公信力。 《申报》刊登大篇幅“感言”,实则是为预备立宪清扫障碍,同时指向大规模民

变的真正原因是政府丧失了公信力。 可见,《申报》的舆论取向始终是与清末新政的时代精神相契合。
比照有全国影响力的《申报》《时报》和《新闻报》,探讨民变报道的时间及数量分布、报道体裁、报

道倾向分析,当窥见其貌。 分析可见,三家报纸在报道民变事件时有各自的报道风格和态度,有各自的

特点和倾向,这也反映了不同媒体的办报特点及旨趣。

四、结　 语

晚清报业有关宣统反户口调查风潮的报道及时评,体现了报刊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相结合。 戊戌

运动后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一度将办刊置于独立于政府的平等地位,力图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
另一方面,晚清政府统治岌岌可危,企图效仿日本和西欧的君主立宪制来挽救民族危机,通过采取其具

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调查方法一改之前的户籍制度,以备开设议院,实行选举。 然而自户口调查的第二年

起,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风潮。 究其原因,民智未开和君主立宪制的本土化影响固然重要,但
根本原因是清政府丧失了公信力,封建专制制度的权力运作体系在新闻纸强烈冲击下丧失权威性。 新

报所异于京报不在于形式,而是本质上代表了权力体制外的力量,即另一种声音。 晚清的进步报人和立

宪者、革命者充分利用了这种力量与清政府的专制权力作斗争。 另一方面,特殊的历史背景赋予了中国

的报业特殊的身份和使命,从一开始就被打上“改革”“救亡”“启觉”等烙印的新闻报纸在 1909 年以后

又转为了立宪派、革命派等政治团体的“喉舌”和“耳目”,由他们创办和经营的报纸奠定了中国新闻职

业话语体系的基础。
相比之下,梁启超等在海内外创办的大量报刊,积极宣传君主立宪思想,将报刊置于同政府平等的

地位,并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因此这时期的报纸不仅承担着启蒙宣传,旨在开启民智,再造国民,而且

成了立宪派宣传政治目标的有效工具,从而自下而上影响了晚清政治权力的运作,也因此改变了晚清的

政治格局。 与此同时,在大量新闻报刊的冲击下,清政府的保密统治逐渐失效,影响了晚清的信息和舆

论环境,极大地削弱了清政府对基层政府的权力控制手段。 清政府丧失公信力,造成了基层组织合法资

源的完全流失,从而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由此而论,晚清舆论和报刊发展极大地更新观念,
促动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进程。

简言之,在户口调查触及民变风潮事件的影响下,晚清的知识分子占有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其思想、
言论与行为都为日后的变革提供了基础。 而近代上海城市的逐渐兴起、社会阶层的转变和晚清社会的

不稳定性,推动了公众对于信息的迫切需求,进而为商业报《申报》《新闻报》等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机遇。
与后起的天津《北洋官报》等政府通讯系统相比,上海民报兴起,展示了近代中国新兴势力。 这些报纸

的发展,为近代民众的言论赋权开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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