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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念《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發表五十周年 從賓雁到冰點 
編按：《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發表於一九五六年，一年後劉賓雁被打成「右派」；

五十年後的二○○六年，《冰點》周刊被停刊整頓。兩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原來有　「歷史重

合」。作者今天繼續直筆細勾，剖析其間的千絲萬縷關係。  

文：錢鋼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  

總有一種力量……  

五十年了！今天中國傳媒的許多遭遇，讓人不能不想起劉賓雁的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冰點》事

件激起全球媒體的關注，理所當然。可是在中國大陸以外一些記者的筆下，《冰點》事件的圖像被

有意無意地簡單化了。  

我必須說，二○○六，畢竟已不是那些黑色的年份，不是。  

酷吏猶在，然強人已去。《冰點》尚可復刊、《冰點》團隊尚可存在、李大同和盧躍剛尚沒有落入

當年賓雁的境遇，這當然算不上什麼偉大進步；但中國傳媒正在發生的演變，不應被遮蔽。在一些

國際場合，我用三個「C」，向朋友們描述今天的中國傳媒：Control(控制)、Change(變化)、
Chaos(混沌)。經歷《冰點》事件，包括看到它近乎荒誕的結局，我更堅定了這一判斷。中國在經

濟、社會、政治諸端都亟需改革，已別無選擇。今天的中國傳媒，決無可能被極左鏽鏈鎖在那個令

劉賓雁蒙難的時代。那三個「C」混合在一起，令中國傳媒人飽經磨難，也爭取到發展的空間。如

果看到的只是肅殺和絕望，只是一張長長的被關停傳媒的名單，怎麼能理解李大同創辦的《冰

點》，在這個環境下已經生存發展了十年這個事實？  

不只是《冰點》。在劉賓雁一九八七年再度遭到整肅後被迫去國的日子裏，儘管，他的名字已經被

清除到連新聞系學生都陌生的程度，可是，賓雁的精神和力量從未消失。這力量，你從「堅守良

知，弘揚正義，彰顯愛心」的《南方週末》看見，從不畏強權的《南方都市報》看見，從頑強堅持

新聞專業主義規範的《財經》雜誌和《新聞調查》看見。劉賓雁一九五六年所呼喚的「獨立思

考」、「大膽干預生活」，今天已是優秀傳媒人的職業準則；劉賓雁在八十年代報告文學運動(其
實質是爭取新聞自由運動)中開創的「獨立調查」、「關注底層」的傳統，正被傳媒大面積地繼承

和發展。即使是退潮期的報告文學，繼劉賓雁、蘇曉康之後，也出現了像《大國寡民》的作者盧躍

剛(《冰點》前副主編)這樣思想和專業水準均刷新了高度的傑出作家。而傳媒的商業化、市井化，

則呈現　賓雁在二十年前不曾看見的喧囂和紛亂，紛亂中露出空隙和機遇。《冰點》，正是在這新

聞改革的大氣候下破土而出。  

《冰點》是《中國青年報》的一個「周刊」，李大同是要用這塊「特區」進行全國性主流大報的改

革試驗。他認為，這類報紙承擔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傳播；承擔保障公眾對國家大事的知情權和辯論

權的憲法使命；是社會正義與良知的重要代言人；是社會保持穩定與安全的「限壓閥」和「預警

器」。  



《冰點》，有備而來，厚積薄發。李大同和盧躍剛說：「人民要的是什麼？是憲法賦予的新聞、言

論的自由，是對自己生存環境有價值的資訊，是對人間不公的調查和披露，是對強勢集團的遏制和

對弱勢人群的扶助，是對國家民族生存發展所必須的深刻思考。」盧躍剛致趙勇的公開信稱：「我

們的分歧在於，閣下們在把玩權術，按照官場規則塑造一張聽話的『團報』，而我們想辦一張推進

中國社會進步，青史留名的好報紙；閣下們要馬仔、工具、喉舌，我們進入報社第一天起，就立志

改變黨報幾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當二○○六年《冰點》

遭遇停刊整頓之時，李大同、盧躍剛更是堂堂正正，手執憲法黨章，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傳媒維權抗

爭！  

這就是劉賓雁《本報內部消息》發表五十周年後中國傳媒的生存環境：邪正交織；新舊博弈；歷史

的進步和歷史的倒退並存；傳媒衝入市場的雙腳急促踉蹌而邁向自由的步履艱難沉重；當年加害賓

雁的人物仍在加害《冰點》和一切挑戰桎梏的媒體，可是新聞改革的燎原星火，阻之無可阻，遏之

無可遏。這就是不能非黑即白草率描述的「混沌」。  

必須有足夠的韌性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參加過《冰點》籌劃創刊時的策劃會。並不寬鬆的輿論環境下，幾位

學者在寒冷的屋子裏言不由中地發言。以那次會議給我的印象，完全不能想像《冰點》會有日後的

輝煌。  

李大同的信念是：「我們正處在一種漫長的演化進程中，必須有足夠的韌性，不失望，不氣餒，堅

持按職業良知的要求做下去……。」《冰點》並不因為尚沒有「新聞自由」環境，而放棄一毫一厘

的進取。他們的新聞觸覺，伸向清新的空間或是「缺氧」的角落：從環保、志願者到文化遺產，從

學術腐敗、青少年問題到教育改革，從小保母、打工妹到弱勢群體的權利，從公民道德、公共衛生

危機到民主選舉，從公權力的濫用到各種新的社會矛盾……  

毋庸諱言，有的朋友對這一切不無隔膜。一些西方同行，對中國傳媒觸犯了什麼戒條、受到了什麼

懲處、哪家媒體被關、哪位總編被撤，嗅覺銳敏；而對無數中國傳媒人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持久

建設，卻不甚了了。很少有人像龍應台女士那樣，對中國傳媒人的甘苦有如此深切的體察，對變革

中的中國傳媒有如此透徹的理解和真誠無私的幫助。  

《南方週末》創始人左方先生曾說，「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但不再說假話」，盧躍剛在致趙勇

的公開信中，也曾追述中青報一位副總編輯與前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的談話︰一、堅決不說假

話；二、不主動說假話；三、一定要說假話時，決不發明創造。請注意，正是這些「中國特色」的

辦報原則，使許多優質傳媒在混沌的過渡時期一次次閃  

避凶鋒，瓦解控制，贏得民心，抓住了稍縱即逝的發展機遇。  

是的，這是溫和、漸進的「體制內的改革」。比之心目中或是書本上的理想國，它決不完美，甚或

扭曲、殘缺。然而它有現實的可能，有助於一個有公信力和責任感、對權力和金錢均清醒保持距離

的傳媒人群落，在中國土壤裏發育壯大；對明天可能到來的「自由」，同樣意義深遠。  

文革結束後，劉賓雁剛剛「復出」，作為《人民日報》記者，他只能被允許在報紙上發表「正面報



道」。但他說：「經濟改革的成就和它給數以千萬計的人民從生活方式到人際關係造成的變化，我

也願意去寫。」唯一的一次和劉賓雁近距離交談，是一九八三年，我在空軍招待所和他偶然相遇。

問起近　，他說正在採訪一個當時全軍的「精神文明典型」。看　我吃驚的神情，劉賓雁意味深長

地笑了笑說，我知道怎麼寫。後來看到他寫的是：一個「好人」在怎樣一種特殊的環境下行善——
—黨風普遍敗壞，他無力改變，只能靠微弱的力量做杯水車薪的「好事」。  

你可以說這是面對管制的無奈妥協，也可以說這是顧全大局的善意合作，但最重要的，是劉賓雁袒

露的堅韌執著和赤子之心。在公開出版的劉賓雁日記中，還記載　：一九八五年，他對上海市委組

織部長曾慶紅、副部長趙啟正策劃的幹部制度改革頗有興趣，前去和改革操作者們見面，「沒想到

會談得那麼投機，那麼久」。  

值得深省的是當政者。五十年前批判賓雁，五十年後整肅《冰點》，被清剿的恰恰都是體制內最寶

貴的進步力量。國家像萬木蘇生而蟲害氾濫的大森林，為什麼容不下賓雁、《冰點》這樣的啄木

鳥？如果不是欺人太甚、蠻橫到極點，一向忍辱負重、百倍珍惜媒體生存權的李大同、盧躍剛，何

至於拍案而起、怒髮衝冠醰驅逐正直和善良，只能使邪惡猖獗，盤踞要津的新生代弄權政客，更加

肆無忌憚。  

《冰點》事件因「義和團」話題而發，極具象徵意義。當年的慈禧正是在撲滅了體制內的改良——
—戊戌維新之後，轉而借助民間的蒙昧主義和極端主義來護衛岌岌可危的權力體系。歷史無情地證

明，把理性逼向躁狂，把合作逼向對抗，把改良逼向革命，國家民族焉有寧日？  

二○○六年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和中共「八大」召開五十周年，也是「文革」發動

四十周年、「文革」結束三十周年。不要坐失這個以史為鑑的重要機會。不要以自私、短視和苟且

拒絕對歷史的清理。歷史面前，沒有人混得過去。  

半個世紀，從賓雁到冰點，我們有一百個理由喟嘆，更有一千個理由相信———相信未來。「長眠

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這是賓雁生前希望的墓誌

銘。而他千千萬萬的薪火傳人，定會將「應該說的話」勇敢地說下去，將「應該做的事」堅韌地做

到底。(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