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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新記《大公報》承接清末民初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國民改造思潮，在其抱持的「七分經濟、

三分文化」之救國大計中，始終把國民生活層面的改良視為社會改革的重要基礎。國民黨政府

自 1934 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生活運動，正與國民黨處於良性互動期的《大公報》對這一

運動基本持贊成態度，其對國民改造問題的關心也主要通過對新生活運動的報導表現出來。本

書從國民物質消費觀、國民衛生健康觀、國民社會交往觀等方面展開討論，並以工具理性、個

人權利和民族主義為現代性的三個維度，考察此一國民生活觀的現代性價值。

通過相關考察，本書認為《大公報》同人對一種「質樸清新」的國民生活觀的期待可以用三

個形容詞概括：經濟的，衛生的，紀律的。對於通達「新生活」的路徑，不同於官方強調的「克

制自身修為」，《大公報》更注重外在的經濟和社會層面的環境支撐。這是張季鸞等《大公報》主

持者的新生活運動觀與新運發起者本意互動的產物。從現代性的三個維度來衡量《大公報》建構

的國民生活觀，可以發見其塑造的「現代國民」呈現一種「複雜」面孔，它以西方的「現代生活」

為目標，又兼顧了「現代性」規範與實現條件的敏感性與社會文化環境的具體性。

與同時代其他媒體相比，《大公報》在國民現代化問題的討論中更具系統性與成熟度。這得

益於《大公報》在辦報體制上的「闡釋社群」色彩，以及通過「言論開放」與民國經濟、教育、

司法等各界形成有組織互動，深深嵌入中國的社會文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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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佳鵬博士是我近年來指導的博士生之一，勤學好思，三年準時完成學

業，已於 2020 年 6 月在復旦大學畢業並獲博士學位。剛殺青問世的《〈大公

報〉國民生活觀建構研究――以新生活運動為中心》這部專著是作者在其博

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凝結著作者多年寒窗的心血與智慧。趙佳

鵬邀我作序，作為這一學術成果的第一位讀者與見證人，自當欣然應之。 

《〈大公報〉國民生活觀建構研究――以新生活運動為中心》以 20 世紀

三四十年代曾在全國開展的「新生活運動」為研究話題，從新聞學與社會生

活史的雙重視角觀察與研究《大公報》在當時的語境下對現代國民生活觀念

的建構，不僅作為一個基礎研究課題具有理論意義與學術價值，同時對當下

新聞媒體塑造現代國民生活價值理念也有一定的現實借鑒與參考價值。 

這部專著在學術上的貢獻，一是以建構主義為理論脈絡對《大公報》國

民生活觀的建構特徵、《大公報》國民生活觀的現代性價值等問題作了認真、

嚴謹的論證，所設計的物質―交往―觀念的闡釋框架符合邏輯，並提出了一

些有創新價值的論點。研究發現，《大公報》在建構國民生活觀過程中對新生

活運動的價值、意涵與官方所倡導的有所不同：在基本原則層面《大公報》

秉持「經濟的」「衛生的」「紀律的」三項國民生活原則，而不是機械地宣傳官

方提出的「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六項施行標準；在

具體操作層面，《大公報》注重物質和社會環境層面的補足，以「公共」「團

體」等帶動「個人」生活習慣的改良，而不同於官方提出的「克制自身修為」

「由外形訓練促起內心變化」的規訓邏輯以及忽視國民實際需求和困境、力

圖在全社會「不分階級男女老幼」齊頭推進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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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延續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塑造現代國民的思潮，首次從國民生活觀

念方面探討《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的互動關係，將新生活運動放置於國家

民族現代化發展的大歷史背景下進行闡述。《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並

不鮮見，但以往的研究者均偏重經濟層面而忽視了國民生活觀念方面。這部

專著從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民族主義三個維度探討《大公報》國民生活觀

建構的現代性價值，發現《大公報》以新生活運動為中心建構的「現代國民」

呈現一種「複雜」面孔，中國現代化不能簡單地以西方文化價值「普遍性」為

依歸，而必須在肯定「現代化」的普遍性、共性和相對確定性的前提下慮及

規範的協調性、結構的自洽性、實現過程的階段性和不確定性等諸多因素。

由此可見，《大公報》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思考，比同時期的其他報刊更為系

統、更為成熟，其原因可能與《大公報》在辦報體制上具有「闡釋社群」色彩

以及在內容生產方面的同人性、通過「言論開放」與各界人士的互動、多種

社會思想與觀念的交融等有密切的關係。 

此外，這部專著在研究方法上以知識社會學為視角分析文本及其勾連的

社會場景，把《大公報》關於新生活運動的直接文本和各種間接文本都納入

研究視野，著重闡釋其意義並與官方公報、文件、檔案作比較，盡可能全面

地探究《大公報》對國民生活觀的建構，研究思路清楚，論證過程嚴謹，特別

是所用史料大多為作者自己發掘的第一手史料，使論點均有充分、可靠的論

據作支撐。 

當然，這部專著也有一些不盡人意之處，如缺乏重大的結構性創新、缺

少必要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客觀數據等，留待作者在進一步研究時予以補充

與深化。 

總之，這是一部具有研究特色與學術創新的專著，值得新聞史、近現代

史研究學者與學子一讀，本人願作強力推薦。 

黃瑚 

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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