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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到一个时间的节点，我们总是习惯回顾过去。
唯有常观历史，方能顿悟将来。
因此，当2008年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年份到来的时候，众多专家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来
时路途，一边搜集整理那些令我们惊讶、感动、振奋、沉思的历史片段，一边思索道路延伸的方向。
  2008年注定将在历史上留下烙印，无论是汶川地震的苦痛，还是北京奥运的欢乐，以及其他种种，令
人心中五味杂陈。
无疑，这三十年的变化是巨大的。
当我们展望这一段短暂而复杂的历史，中国媒体给我们提供了忠实的记录。
它们不仅是这个剧烈变动时代的记录者，也是这个时代当中的行动者。
它们自身也在经历着难以磨灭的阵痛和进化，这种阵痛和进化也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更是整个
进程的必然组成部分。
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如何能忽略中国媒介?它们与时代同行，其间那些筚路蓝缕的艰辛，那些高歌猛进
的畅快，那些百折不挠的勇气，那些痛定思痛的思索，无一不值得我们细细记述，细细品味。
本书既成，我首先要感谢的，是中国媒介的改革者们。
正是这些第一线的实践者，推动着中国媒介变革和社会变革。
两次思想解放潮流中，中国的媒介英雄们承担了先锋的角色。
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秉持着史家风骨，忠实记录着社会的一切，同时坚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用舆论公器对权力进行监督。
媒介娱乐工作者们打破了教条，帮助我们重新找回失落的欢笑、泪水以及人类本性。
而媒介的决策者、管理者、经营者、技术工作者和研究者们则不断尝试着各种手段，力图使我们的大
众媒介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保持着丰富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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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描绘和剖析作为社会镜像、舆论公器、经济助力的中国媒介1978-2008年间的沧桑巨变，探寻
中国媒介改革前景与发展道路，折射出中国政治、产业和思想体系的变迁。
注重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统一，事实与学理的相互映照。
通过“全景描绘＋学理剖析＋亲历者口述”的方式，对中国媒介三十年变革做全景式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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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思想解放：三十年的两个节点1978：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二分之一新闻血统的哲学教授1955年
的大事记中，有这样一些在后世看来“重要”的事件发生：中央政府发动为期两年的针对反革命的肃
反运动；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并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大会宣言所采纳，成为日后处理国际关系
的基本原则；毛泽东为十大元帅授勋——时至今日，十大元帅不同组合方式的年画仍然在农村甚至是
都市时尚人群中流行，因为他们被认为可以驱灾辟邪或者是具有某种新的时尚元素。
此外，早已被人遗忘的一些事情还有：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
，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
在那个时代，刚刚翻身做主人的人民群众心气高涨，新生政权乃至整个社会都在探索一个重要问题：
规则如何制定。
这一年，江南无锡的胡福明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新闻系的一名新生。
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了合并，原来离紫禁城不远的老北大，自此搬到了海
淀区现在的位置。
当时的海淀是个镇，中关村也是个真正的村——今天的人声鼎沸还踪影全无。
学校离着真正京城的繁华之地路途遥远，校外就是大片的玉米地。
这个来自南方的北大新生，对北京的感受，不是红墙黄瓦，而更多的是北方夏日干爽的天气。
 这毕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当年考入燕京大学的学生，待到此时，领取的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了。
初到北京大学读书的胡福明，同样不会想到的是，在毕业之时，他也会领到一张不同的毕业证。
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人中国人民大学，所以，如今在他的学历介绍里，总需要添加一个括号对此
加以说明。
当时的人大在东城区的铁狮子胡同，胡福明进城了，不过前三年在海淀的沉淀，似乎已经成为某种习
惯性的东西。
在社会变革的交界处，总会有一些明星式的人物。
随着院系的调整，不乏大师和许多即将崭露头角的重要人物。
胡福明此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见证者，就像在未来的20多年里一样。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个好学生。
南方学生聪明且听话的特点在他的身上肯定也并不缺乏。
在毕业的时候，胡福明以班长的身份获得了保送哲学研究班的资格。
在今天绝大多数新闻系学生看来，这种保送未必有多吸引人，毕竟新闻的魅力在于行走天下而不是在
书斋里研究什么哲学。
但在当年，这显然是一种很让人引以为豪的荣誉。
此外，在一个所有社会问题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哲学并非完全是象牙塔里的冷板凳。
三年的哲学研究班，让胡福明取得了相当于今天硕士的学历。
毕业后，他并没有进入任何一家新闻单位，而是去了距离老家几个小时车程的南京，成为南京大学的
教员。
他教授的学科是哲学。
在后来正式调离前，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30年。
胡福明的求学经历是很有趣的。
一方面，学新闻的人更偏好用常识去推理，因为这是让普通读者明了的最清晰和直接的方式；另一方
面，胡福明对于安坐书斋的生活更为习惯和偏好，习惯于观察而不会急于冲上时代的风口浪尖去做弄
潮儿。
这是两种看上去有些矛盾的心理素质。
然而，它与随后发生的历史事件有着值得人深思的契合。
胡福明此后的身世，虽然也一波三折，但基本上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无非随着政治运动的走向
而上上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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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作为大学教师的胡福明并没有在三尺讲坛上显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质，也许他会和同时代的
很多人一样，随着年龄、教龄、工龄等等以岁月为代价积累起来的资历而晋升职称、最后退休。
然而1978年最终成为他人生历程的转折点。
30年后的某一天，胡福明的办公室搬到了距离南京大学不过几个街区的昔日的总统府大院，而他的头
衔也已经变成了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当他落座的时候，他面前的办公桌上已经整齐地放好了当天的报纸和待处理的公文。
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官员了。
在他的履历表上，此前若干年罗列着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等的头衔。
履历表上没有显示出的然而却是最重要的一项，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写下的浓重
一笔。
一次哲学讨论会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各种迹象表明社会环境开始松动，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
恢复到以往的生活常态中去。
就在这一年，胡福明参加了在南京的一次理论研讨会。
在此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末期，全国知识界恢复原有地位的努力已经开始作出。
至今让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周恩来主持的全国科技大会，全国的科技工作者汇聚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场面盛大。
也许国家层面的政治走向此时与原在南京的一个大学教师不会发生任何的关联，但是作为一个用常识
思考的知识分子，胡福明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现在被重新赋予了发言的资格与机会，他们可以再次以
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去担当国家的咨询者，让常识和理性回归。
在这次会议上，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胡福明并没有习惯性地把自己掩藏起来，观察形势后
发表一些锦上添花或者无关痛痒的言论。
在胡福明发言的时候，他表达了其实每个人都明白的常识，认为不应该再继续“文化大革命”期间唯
上唯权威的神话方式，而应该恢复真理的本来面目，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尊重实际的本来面目。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已经能够让这种观点通行无阻。
他的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对纯正的毛泽东思想的背叛和歪曲。
“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宣布结束，思想上的禁锢和束缚仍然以一种惯性存在。
全社会的这种惯性思维，结果就体现在从上到下，在绝大多数人的身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方式
，一方面人们以常识生活着，另一方面在任何一种正式的场合，教条仍然被视为禁区，人们不敢触动
也担心别人去触动。
胡福明的这次发言，显然没有带来意想中的结果，甚至当时的激烈争论在走出会场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
但是这次会议打开的一个窗口，为他之后见证一场真正国家意义上的激烈变革，埋下了伏笔。
在这次学术讨论性质的会议上，一直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定位在理论层面的《光明日报》，也派
了理论部哲学专刊的主编王强华参加。
王强华被胡福明的理论修养和大胆思想所吸引，在会后找到了他，向他约稿。
如果说当时的胡福明只是以他的理性和常识在进行判断的话，那么来自北京的中央级报纸，显然对国
家的政治空气有着更加敏锐的嗅觉判断，至少，他们更能够把胡福明的阐释看做一种在时机、场合适
当的条件下可资利用的材料，看做一种可以适应并影响政治情势的因素。
作为四大火炉之一，夏天的南京，高温加上潮湿，会让人心神不宁。
1977年的南京一如往常地炎热。
在这个季节，让胡福明同时感到焦虑的还有妻子的病。
在完全的计划经济年代，生病这种计划外的事情总会产生额外的麻烦。
靠着昔日的人脉，胡福明终于还是解决了妻子的住院问题。
据胡福明后来的回忆，他的那篇文章，那篇大则冲击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思想、小则改变了自己命运的
文章，就是在妻子住院期间写的。
他在医院、学校和家之间来回奔忙，不过在医院陪病人的时间，其实是很无聊的。
就这样，在没有空调的医院长椅上，伴随着挥之不去的蝉鸣和浓稠的热气，胡福明开始起草早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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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报》编辑向他约下的理论文稿。
构思、起草，最后他把文章的名字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个名字，来自于毛泽东的《实践论》。
夏天过去，天气转凉。
妻子出院的时候，胡福明把写好的文章放入信封，寄往北京。
虽然身处远离政治中心的金陵城，胡福明也知道，当下最热的政治口号是“两个凡是”——“凡是毛
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而自己的文章，显然唱的是反调，尽管这反调用的是基本的理性常识而已。
信寄出之后的很长时间，胡福明并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
上一个十年的经验，让他不知道第二天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突然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这是比确证坏消息更让人焦虑的等待。
而这时的北京，改革规划的布局早已经开始酝酿。
开局虽不明朗，走向却已是大势所趋。
迂回运动的艺术1977年，在南京，“处江湖之远”的知识分子胡福明，提笔写下了自己的思考。
与此同时，在北京，“居庙堂之高”的党内理论家，正开始布置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7年3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重新训练干部，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干部队伍的损失。
十年“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直接后果，是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大量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的职能部门丧
失了功能。
而当社会再次试图恢复正常运转的时候，既具有一定政治素养，又具备管理能力的干部突然成为一种
稀缺资源，恢复中央党校，显然有此考虑。
此外，党校的恢复，也是为一些干部恢复名誉和身份努力的一部分。
作为党的干部的培养基地，中央党校在负责人的任命上，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在推翻“四人帮”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华国锋出任校长，汪东兴出任第一副校长，而胡耀邦出任另
一位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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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时代之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媒介发展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
图文并茂，夹叙夹评，可读性与思想性并存，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回顾中国媒介发展变迁的三十年，能帮助我们理解它运行的轨迹。
这本书记录下的丰富事实弥足珍贵，所做出的评论亦发人深思，对感兴趣于中国媒介的人士而言，不
可不读。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 三十年前，是一个起点。
 三十年后，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时代之印》记录了这一段历程，使我们重温那些意气风发的日子，并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代之印>>

编辑推荐

《时代之印:中国媒介三十年》全景描绘，学理剖析，亲历者口述。
激情再现中国媒介30年风云变幻，忠实记载中国媒介30年历史变迁。
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领衔奉献，新闻出版总署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媒介与时代一路同行。
它是这个时代的社会镜像、舆论公器、娱乐来源和经济助力，它的沧桑巨变，也折射着中国政治、产
业、社会和思想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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