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万象

一、杰弗逊生平及著作

托马斯·杰 弗 逊( 1743-1826) , 美 国 伟 大 的 政 治 学 家 和

哲学家 , 他的《独立宣言》和他拟就的《宗教自由法案》以及

创立的制约权力的三权鼎立机制 , 至今影响深远。 他前后

从事政治活动近六十年之久 , 早年是美国独立革命运动的

一位积极领导者和组织者 , 中期是华盛顿政府的国务卿 , 后

期当上了美国总统。

托马斯·杰斐逊生于 1743 年的 Albermarle 县 , 幼年时

代时居住在弗吉尼严境内的边疆农业区, 从父亲那里继承了

大约 5, 000 英亩土地。母亲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1762 年毕

业于威廉和玛莉职业学院, 然后读法律。1767 年取得律师资

格, 1767 年进入殖民地议会。在 1772 年, 他与玛莎结婚。

1774 年 , 发表文章《英属美利坚概况》让杰弗逊在北美

和英国一举成名。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 , 1775 年 5 月杰弗

逊出席了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 , 奉命参加起草《独

立宣言的委员会》。

1776 年在弗尼吉亚撰写 的 州 宪 法 草 案 中 明 确 提 出 了

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主张。“要取消英吉利国教教会 , 实

行宗教信仰自由 , 实行出版自由”。1779 年 ,《宗教自由法

案》被弗吉尼亚议会通过 , 后正式写入美国宪法( 第一修正

案) 。1779 一 1781 年任弗吉尼亚州长 , 1780 年至 1784 年他

撰写了《弗尼吉亚纪事》一书 , 书中肯定了多样化思想的表

达权。

1784 年 8 月至 1789 年杰弗逊出任驻法公使 , 把他的

新闻自由思想及出版自由的观点传播到法国。1789 年任国

务卿 , 力促言论、出版自由载入宪法 , 即《人权法案》。

杰 弗 逊 1800 年 参 加 美 国 大 选 , 竞 选 获 胜 , 1804 年 连

任 , 从 1801 至 1809 年 , 继约翰·亚当斯之后 , 杰弗逊就任第

三届美国总统。总统期间 , 美国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路易

斯安那地区 , 使美国领土扩大近一倍。他还派遣远征队西

行 , 使美国的西部边界伸向太平洋海岸。

退休后 , 他回到了乡村生活。1816 年起 , 以全部身心投

入筹建弗吉尼亚大学的运作之中他亲手设计并创办了弗吉

尼亚州大学 , 1825 年 3 月 7 日 , 大学开学。

杰弗逊死于 1826 年 7 月 4 日 , 这天正好是美国的第五

十个“独立日”。

二、杰弗逊自由主义新闻观的思想渊源

杰弗逊的思想渊源是多元的 , 他既受到古希腊罗马著

作的熏陶 , 又接受了 17、18 世纪英法先进思想的洗礼。古典

文化的灵感和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精华都是杰弗逊自由主

义新闻观的渊源。

( 一) 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民主、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

杰弗逊从小就在父亲的书架上饱览了古代希腊、罗马

作品 , 父亲还在遗嘱中嘱咐他应该受到充分的古典教育。

古希腊罗马思想重视道德修养 , 重视美的爱好 , 重视思

想自由以及知识的追求 , 强调人的尊严 , 这些都给杰弗逊以

巨大影响。苏格拉底追求真理的精神、霍勒斯充满生活艺术

的田园诗、西塞罗关于生活责任的主张、塔西陀的政治智慧

启迪了杰弗逊的头脑 , 尤其是我们在杰弗逊的思想中到处

可以隐约见到古典思想的影子。

( 二) 英国启蒙思想中的自然权利学说

杰弗逊早在 1770 年就公开说过: 在自然法则下面 , 一切人生来

都是平等的。这是他关于自然权利的最早的言论。后来到 1774 年他

在他所提出的《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这个文件中又谈到自然权利 ,

他指出: 人们的权利“来源于自然法则, 而不是他们的国家元首所赐

予的。”但是只有到 1776 年在他所执笔草拟的《独立宣言》原稿中 ,

他才对自然权利学说作了正面的阐述 :“我们认为下面这个真理是

神圣的和无法否认的 : 人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和独立的 , 因而他们

都应该享有与生俱来的, 不能转让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

求幸福的权利。”

自然权利学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斯多葛派的

“逻各斯”即自然法。按照这个学说 , 在成立政府之前 , 人类

生活在“自然状态”中 , 人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 , 他们只是

服从“自然法则”, 而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一切人都享有自

由、平等的“自然权利”, 这种权利是生来就有的 , 是神圣不

可侵犯的。

( 三) 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

托马斯·杰弗逊的自由主义新闻观

◎陈 娜

(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 托马斯·杰弗逊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思想的代表人之一。他的思想渊源包括古希腊的人文思想、

启蒙思想、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弥尔顿等的出版自由思想等。他主张言论自由高于国家权力 , 主张用法制来

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 , 同时认为言论自由在民主监督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的革命和政治实践对推动新闻自

由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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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认真拜读过弥尔顿的思想性著作 , 杰弗逊的言

论、新闻及出版思想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资产阶级大革命

时期思想家弥尔顿的影响 , 杰弗逊继承和贯彻了弥尔顿的

出版自由的思想。

弥尔顿坚信真理是肯定的 , 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只

要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论争 , 它就必然有战胜一切错

误意见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甚至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

情怀大声呼喊道: 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

播 , 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 ; 我们怀疑的力量 , 而实行许

可和查禁制 , 那就是伤害了它。让它和虚伪交手吧! 谁又看

见过真理在放胆交手时吃过败仗呢”?他在《论出版自由》开

宗明义地说 :“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 ,

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 , 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

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

杰弗逊也以弥尔顿和洛克那样的气魄和口吻宣讲时 :

“因而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

迄今为止 , 找到最好的办法便是新闻自由 , ⋯⋯必须肯定 ,

打开通向真理的门户 , 巩固用理性来考验每一件事情的习

惯 , 是我们能传给我们的继承者和最有效的约束物 , 已这种

约束来防止他们用自己的意见约束人民。”

三、杰弗逊的新闻观

作为一个政治家与民主思想家 , 杰弗逊认为新闻自由

是通向真理的道路 , 应该运用新闻自由行使民主监督的权

力 , 主张法治之下的言论自由。

( 一) 新闻自由与真理的探索

在考虑新闻自由与真理探索的关系上 , 杰弗逊与弥尔

顿有着同样的观点。弥尔顿认为真理和谬误都应该有言论

自由 , 杰弗逊进一步阐述了弥尔顿关于的“观点的公开市

场”的思想 , 他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

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

是新闻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他相信: 如果享有言论自由和思想

自由 , 真理会愈辩愈明 , 因为真理本身的正确是可以战胜谬

误的 , 他也相信人类的理智能够进行正确的判断 , 事实总会

被人们最终领悟。

杰弗逊指出:“众人们在运用理智时 , 个别的公民可能

发生错误 , 但大多数人作为一个集体 , 必然会作出正确的决

定。为了促进这一过程 , 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受教育 , 必

须有了解一切与公众和个人有关的情况。而受教育和必须

了解情况 , 是每个人不可让夺的神圣权利。对成年人而言 ,

真正贯彻自由主义思想的报刊 , 是人们了解情况、行使神圣

权利的重要保证。”只有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 才能提高人

民的识别能力。

因此杰斐逊还允许假说、诽谤、造谣的自由。他不仅相

信人民的良心 , 而且相信人民的判断力。尽管他也承认民众

偶尔会被错误的舆论所误导 , 但很快就会觉悟过来。杰斐逊

任总统期间 , 受保守派和联邦党人影响的报纸造谣中伤 , 百

般诋毁和攻击政府的施政方针。“但是 , 杰弗逊的民主作风

经受出了这个考验 , 他对这些攻击他的言论没有反击 , 更没

有惩办制造这些言论的人 , 他认识到 : 他不应该限制言论自

由 , 即使政敌的言论根本没有根据。”

( 二) 新闻自由与民主监督

杰弗逊认为新闻自由是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 这种

权利大于国家权力 , 人民的这种权利得到保障才能对政府

进行民主监督 , 国家权力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也只能出于保

护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他不但反对政治强权对身体的控

制、奴役和压迫 , 而且反对政治强权对人的心灵和思想进行

控制、压迫和奴役。

首先 , 他主张人民有权批评政府 , 不管这个批评是对是

错 , 政府不应该干涉意见的表达。民主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

舆论和人民的选择 , 要使舆论保持正确 , 就必须依靠新闻媒

介和新闻自由。他在被马克思赞誉为“人类第一个权利宣

言”的《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 , 他们从他们的造

物主那里被赐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 , 包括生命权、自由

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 所以才在人们中

间成立政府⋯⋯如果遇到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得有害

这些目的 , 那么 , 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 以建立

新政府⋯⋯”

其次 , 他认为出版自由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 , 出版自由

可以影响社会各个角落 , 他强调要使人民都能读到报纸 , 人

民群众只有先对国家大事的全面了解 , 才能有效地监督政

府。杰弗逊认为报刊是自由的保障 , 自由的报纸能够揭露政

府和官员的不法行为与阴谋 , 使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帮

助民众每时每刻监督政府 , 尽管报纸是真理和谎言、正义和

欺骗的大杂烩。

最后 , 对于如何运用新闻自由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力。他

并从法律上加以保障 , 人们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及表述思想

的自由 , 人就只能是一架肉的机器 , 只能靠外力活动。

他是北美大陆第一个提出为新闻自由立法 , 并努力促

成其实现。最早可追溯到 1776 年他为弗吉尼亚州起草宪法

草案时。1787 年 , 因国会通过的宪法没有制定权利法案来

保障自由 , 他多次表示反对意见 , 1789 年力促言论、出版自

由载入宪法 , 即《人权法案》, 促成《人权法案》成为美国保障

新闻自由的、最权威的法律文件载入史册。一直到最终而同

年 , 法国国 会 也 通 过 了《人 权 宣 言》, 以 宪 法 形 式 确 认 了 言

论、出版自由的原则。正是两部宪法的通过标志着自由主义

在北美和欧洲占据了统治地位。

他在《独立宣言》里也主张人权平等、言论、宗教和人身自

由。有学者认为:“杰弗逊的言论、新闻及出版自由思想是世界

近代史上众多思想家与政治家中最丰富的一位, 同时也是主张

给人民以该方面权利与自由最多者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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