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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我国当代的大量史著看，许多著者忽视史实的介绍，著者本人的归纳和分析占据文本的绝大部分，
读者阅后根本看不到历史画面和历史人物的语言。
这就很难再现历史，再现的却是史家的观点。
本书为避免这种倾向，尽量对史实和历史人物说过的话做更多的引述。
本书研究的是历史人物如何进行媒介批评，他们的批评思想如何，引述他们的言论过少，很难达到编
撰目的。

由于许多历史问题年代久远，有些史料记载有不同说法，真伪多有疑点，本书只能使用多人共识的材
料?由于改革开放前思想僵化和“左”的思想影响，有些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以阶级划线、以主义为鉴
”，“革命者完美无瑕，不革命者一切皆黑”。
本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人对事只做历史分析，绝不妄下结论。
只要历史人物说过重要的观点，在媒介批评中有一席之地．本书就予以撰述；那些有过重大历史功绩
的人可能犯过错误，违背历史潮流做过错事、说过错话，本书也把它写出来，这不仅为了忠于历史，
而且也是为了引起读者有益的思考。
还有些重要历史人物和报人，没有提出过报刊批评意见或仅仅有少量的见解，难以成节、成段地陈述
和分析，只好摒除在本?之外。

不容忽视的是，媒介批评往往带有批评者的主观愿望，因为批评不仅是评价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研究
活动，每个批评者都有自己的追念和一套理论。
如果说媒体作品是用一套语言系统对世界的再现，那么，媒介批评则是批评者用另一套语言体系对编
辑、记者、作品、媒体和受众反响的再现。
这样，媒介批评研究对批评者的见解自然具有注释的意味，不能不介绍批评意见产生的背景和内在意
义。
有些批评意见就目前思想解放的要求，还不便给予透彻的分析，只能原原本本地把它们介绍给读者。
本书将本着这一准则，客观地评介媒介批评的观点，尽可能做出多维揭示。

《中国媒介批评史》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西方媒介批评史》的续篇，以期对中外媒介批
评的发展给以全面总结。
前后经过我同我的研究生6年的努力，才最终完成。
由于不能把它写成新闻史和媒介史，而且又不得不在阐述各时期媒介批评活动和观点时涉及这些材料
，撰写难度就大大出乎预料。
实际上媒介批评史是媒介批评活动与批评观点发展的历史，报刊史与记者身世的介绍只是作为背景材
料出现在本书中，尽管这类材料比重较大，十分重要，但它们不是入史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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