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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鸾文存》

内容概要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季鸾先生逝世三年后，《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了季鸾先生第一部也是季鸾先生惟
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于抗战时期的艰难，书是由土纸印刷。字体也小得
后来人都难以辨认。本书收录了季鸾先生从事新闻事业时期的部分文章。
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再版
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三版
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四版
台湾 文海出版版
台北 文星书店 民国五十一年影印版
台湾 新生报 民国六十八年版
1989年上海书店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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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鸾文存》

作者简介

张季鸾（1888～1941）
中国新闻家，政论家。名炽章。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
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沈卫、沈钧儒的赏识和器重
，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
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
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辅。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
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
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
，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
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
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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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鸾文存》

精彩短评

1、简体word版就像拓片一样，繁体扫描版让我知道：我真不算上过学。看完这本书，我容易吗我！
季鸾先生堪称中国报人楷模。
2、唉，高山仰止。
3、我看的是上海书店出的民国丛书，整套有好几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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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鸾文存》

精彩书评

1、评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它不能保持新鲜与长久的生命力，学历史的人读一读还可以，学新闻
的人去读它太悲凉了
2、张季鸾先生是个无神论者，那么是什么资源能给他这种能量论政，并且将论政做到令后世高山仰
止呢？普遍说法是三种，一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孕育，第二是他在日本接触西方的思想，第三是他从小
受人接济形成的报恩思想。当然不可否认这三种思想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但我认为张季鸾能量的来
源不仅仅如此，是我探索不到、不尽然的。我个人浅薄的观点认为这种能量来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
有的宇宙观。将各类看起来不相容的思想融于一身，其实是大部分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借鉴
艾恺教授的这段话：“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
，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
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
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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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鸾文存》

章节试读

1、《季鸾文存》的笔记-第13页

        国府主席蒋中正氏前日通电全国报馆，望于19年1月1日起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诸端，
以真实之见闻，作详实之贡献，其弊病所在，能确见事实症结，非攻讦私人者，亦请尽情批评，凡属
嘉言，咸当拜纳云云。此国府当局开放源论之诚意表示，而为政治前途之一种良好倾向，殊可特称。

2、《季鸾文存》的笔记-第17页

        ⋯⋯进人民已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有军权，社会所注意，报纸所记载，世界所研究，政府所
筹划者，皆为关于若干军人之事，此情形已仿佛北洋统治时代之旧观。

如果是真的，某地警察部队检阅时，写着“让党放心”和这段算是异曲同工了。

3、《季鸾文存》的笔记-反日与存华(二十四年二月八日)

        直言之，中国今日无所谓反日运动，只有存华决心，两者性质迥异，丝毫不容混同者也。充反日
之解释，应为仇视日本及日本人，谋危害日本国家，自少亦志在毁损日本国家或其他人民正当之利益
。其表现与行动也，应为鼓动对日之战争，至少亦当为用种种方法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害于日本，凡此
皆中国从来所不为，近年更不待论。过去虽有排斥日货之事，其性质皆为表示对日本某种政治行动之
抗议，时过境迁则复作罢。九一八以来，日本队华如此重大侵凌，但塘沽协定以后，排货组织亦复作
废，日货在中国南北口岸自由销售，华商之买卖日货者到处皆见，此皆公然周知之事实也。日方近复
宣传中国之反日，试问排货尚且不闻，此外事实安在？

4、《季鸾文存》的笔记-第20页

        论造成廉洁有能之政府。

真不习惯竖着看书，看了半天，俯仰多次，发现，看的是同一行。

5、《季鸾文存》的笔记-中日关系之现阶段2

        盖日本军阀之于中国，现持两种观念。其一：即前述之蔑视心里，以为循东四省之例，占黄河以
北何难，即饮马长江，亦属易事。其二：则不从其军事专门之观点，而顾虑中国籍外援以设军备，待
国际战时，对日报复。前者视中国太轻，后者又视中国太重。视之太轻，固时时动控制之欲。视之太
重，故又刻刻作防制之想，目前阶段，正在此两种矛盾心理流行之间，其所以无举动者，国内政争不
能如愿，国际应付亦感疲劳，故暂作稍息之姿势耳。

6、《季鸾文存》的笔记-第13页

        提倡气节廉耻

各个时代都在提倡这个啊。

我家老爷子说：如果需要公开提倡了，那说明真的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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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鸾文存》

7、《季鸾文存》的笔记-慰藏本（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藏本生还，其事已了，似不必再论，惟续读其自述出城经过，不禁发生超越国界之同情。愿作数
语，聊当慰藉，想中国人抱同感者定不少也。

“国家利益”面前，一切皆可牺牲。

8、《季鸾文存》的笔记-第14页

        ⋯⋯法出必守，令出必行，人民一方摄于其威，一方则属于其行政，纵然缄口⋯⋯

你敢现在说吗？

9、《季鸾文存》的笔记-第23页

        官吏不得经商投机
四中全会决议质肃正纲纪刷新政治案第十项，“绝对禁止官吏兼任商业机关之职务，于从事投机市场
之交易。”

太平时期，官商不分。
战乱时期，官匪不分。

10、《季鸾文存》的笔记-中日关系之现阶段

        虽然，吾人所见或与当局有异同之点。盖吾以为中国对日，绝非畏惧所能了事，亦非无为所能自
保，惟有在不挑冲突不结外援之前题之下，守最小限度之立场，为最后自卫之准备。

怕没用，无为亦无用，只有奋起反击。
文一点的就是：我们爱好和平，但亦不惧怕战争。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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