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南周事件」其來有自。為什麼這場關於新

聞自由的抗議從「南周」發端？為什麼事件導

火線是「南周特刊」？為什麼引爆衝突的是「新

年獻詞」？

為什麼是《南方周末》？

創刊於 1984 年的《南方周末》，其坎坷身

世，是中國傳媒命運的縮影。「南周」問世

時，新聞改革方起步。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

日報》創辦《南方周末》的初衷，是通過一份

娛樂性報紙，嘗試市場化，培養人才。

但首任主編左方先生認定，自己的使命是

「告別《真理報》模式」，即，告別來自蘇聯共

產黨的將報紙作為宣傳工具的模式。他要將報

紙辦成啓蒙平台，不再說假話，努力說真話。

在他主持下，報紙開始批評，從官員，到警

察。90 年代初，「南周」已引起中宣部不滿。

中宣部抓住一篇涉及警方的失實報道，下令關

閉該報。幸而廣東省委保護，「南周」免遭一

劫。

1994 年，江藝平女士接任《南方周末》主

編，她和左方共同確定的辦報理念是：「弘揚

正義，彰顯愛心，堅守良知」。邀我加盟時，

左方談到，中國經濟突進、政改滯後，「南

周」未來鋒芒所指，必將是權貴資本主義。

90 年代中期，《南方周末》反腐重磅報道

越來越多，此後，加強新聞專業主義訓練，調

查報道成為立身之本。我在 1998 年底到該報

任常務副主編，親眼看到「南周」登上事業高

峰。它是一家成功的市場化媒體，發行量逾百

萬，廣告額逾億，利潤數千萬。它在國內一紙

風行，來自當局的打壓也隨之加劇。在我任職

期間，每年收到中宣部的斥責「閱評」十多

件。2000 年，2001 年，江藝平和我先後被免

職。

《南方周末》是保守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

的心腹之患。最近十年，「南周」編輯部迭遭

重創，多名優秀編輯被逐。上面派來宣傳部官

員或是思想僵化的黨報幹部擔任總編，委任

「審讀員」嚴審稿件。但「南周」編輯部的傳

統不易撼動。2012 年 5 月，新華社副社長庹

震調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他以徹底制服《南

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為使命，對「南周」

的打壓變本加厲，直接干預和預先審查屢屢發

生，本次新年特刊事件中，《南方周末》編輯

部近百員工發表公開信，披露「據不完全統

計，2012 年南方周末編輯部被改、被撤稿件

共 1034 篇。」。

為什麼是「新年特刊」？

「特刊」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媒體樣式，始

見於上世紀 90 年代，通常在節慶日或紀念日

出現。各報都將它看做表達理念展示個性的不

可錯失的機會，傾力為之。我在擔任《南方周

末》常務副主編期間，參與了「五四運動 80 週

年」、「建國 50 週年」和若干新年特刊的策劃

製作。 

1999 年底，時逢世紀之交，各報都策劃

「新千年特刊」。許多媒體將此視為嘉年華，

一些媒體不惜成本，派記者到南太平洋島國，

目擊「新世紀第一縷陽光」。「南周」則反其道

而行，派記者和編輯回到各自故鄉，目睹、感

受並記錄現實。這組實錄中，一位記者寫的是

經歷過大飢荒的母親的故事，而另一位記者，

寫下了打工的父親在採石場被炸身亡的悲劇。

這期特刊寫道：「我們回到自然，回到平凡，

我們回到常識，回到真實。真實有時也會讓人

難堪，但是，它顯示出來的勇氣足以令謊言卻

步。」

從 1999 年新年特刊開始，每一期，都有

記者對中國西部一個鎮、中部一個村、東部一

條街的採訪見聞。這同一鎮、同一村、同一

街，「南周」記者每年都去，持續去了十年，

記錄了十年，留下珍貴的社會記錄。

「南周」特刊思想犀利。「五四80週年特

刊」鼓吹民主，「建國50週年特刊」提出告別

臣民社會建設公民社會。2001年後，「南周」

新年特刊開始每年評選年度人物，此後新年特

刊又開闢「年度傳媒致敬」等板塊。通過向優

秀的傳媒和傳媒人致敬，「南周」集納了中國

「南周事件」 是 如 何 釀 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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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在一年中的出色表現特別是輿論監督的貢

獻，也彌補了因新聞管制，自己在重大事件報

道中的缺憾。這些「年終盤點」和獻詞一起，

構成「南周」新年特刊的鮮明特色，使該報得

以集中表達自己的追求，包括飽受壓抑後的心

聲。新千年特刊製作時，主編江藝平的位子已

岌岌可危，她在獻詞中向讀者透露了「絕不放

棄」的決心，獻詞的標題是《我們從來沒有放

棄，因為我們愛得深沈》。

為什麼是「新年獻詞」？

「南周」新年獻詞，可以追溯到 1997 年

第一期的「主編寄語」。1999 年元旦，一篇獻

詞《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一篇主

編寄語《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被

喜愛「南周」的讀者傳誦。江藝平和我離任

後，獻詞風格在延續，依然被讀者關注。

請看「南周」新年獻詞說了甚麼：

1999：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淚流滿面，

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抖擻精神，總有一種力

量 它 驅 使 我 們 不 斷 尋 求「 正 義 、 愛 心 、 良

知」。

2003：所有這些或悲或喜的開始，在不同

的層面指向同一個終點：人之尊嚴與福祉的增

進。2003年的奮力與求索，在這路途中為中

國大寫了兩個關鍵的名詞：「公民」與「權

利」……

2006：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

重，每一個人的幸福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

2008：至少你要在大時代中做個堅強的小

人物，在狂歡夜中做個自由的舞者……

2009：是的，我們要毫不游移地支持那些

人類共同的價值。我們支持進步、民主、自

由、人權，支持中國走向現代文明……

2011：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

……強拆、截訪、官員貪腐、官富二代的驕橫

對平等、對權利、對人心的踐踏必須遏制，社

會分配不公所累積的社

會緊張必須得到有序釋

放，讓每一個中國人都

金貴起來……

2012：大轉型的中國，已然走到這裡。一

切都奠基於權利。權利搖晃的國度，決不可能

固若磐石…… 

2013（原稿）：中國人本應就是自由人。

中國夢本應就是憲政夢。憲政之下，才能國家

持續強盛，憲政之下，才有人民真正強大。

……

我仔細重讀 1997 年以來的各篇獻詞，全

部 18 篇，總計 26000 餘字的文本中，政治性

高頻詞是「改革」（34次）、「權利」（26次）、

「公民」（20次）、「憲政」（19次）、「正義」

（16次）、「真相」（12次）、「公平」（11

次）；高頻率情感用詞是「陽光」（27次）和

「夢想」（78次）。這些關鍵詞，構成了《南方

周末》一望可識的話語風格。

這就是為甚麼，《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是

宣傳部嚴防死守的目標，而他們死盯不放的是

元旦獻詞。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從

文案到文稿，一次次送審，一次次挨刀。獻詞

折騰最多，最後由宣傳部副部長耳提面命，口

述記錄，以致引語出現「2000 年前大禹治水」

的低級錯誤。

經屢次送審修改，獻詞原稿《中國夢，憲

政夢》已完全被棄，文中沒有「正義」、「真

相」、「公民」這些「南周」常用詞，被強行加

入三段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原稿中 18

處「憲政」，到最後一次送審，僅剩的兩處被

刪盡，標題也從《夢想是我們對應然之事的承

諾》，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

（這個句子來自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遭踐

踏後的獻詞，風格丕變，幾近領導人報告。這

最粗暴的舉動，使「南周人」積聚心底的憤

怒，終於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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