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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国新闻舆论史》集中体现了一代大师林语堂的新闻传播思想。
书中介绍了我国古代几次舆论高潮的特点，剖析了舆论自由的权力是构筑民主社会基础这一观点。
尽管报刊的发行量很大，但这对新闻自由却是一种嘲讽，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裨益只有动物王国可以享
用，而人类还远未触及，除非人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有申诉和抗议的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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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现福建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文学家。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
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
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
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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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　　像古代其他国家一样，古代中国饱受报纸缺失之苦。
那时中国的民众无报可读。
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报纸，而且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国报业才成为重要
的独立商业组织。
现代中国报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
在技术层面上，从新闻收集、发布和编辑艺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报业还远远落后于西方。
报刊被视为舆论工具的同时正在走向腐化，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而某些独裁政权的西方国家的现代
报纸在这方面可能引领着潮流。
　　这似乎是过于严肃的判断，但一般情况下，报刊新闻对我们而言是无意义的或者关系不大，除非
我们遵循新闻自由的理念，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估报纸的业绩，进而通过以下路径把新闻自由构筑为
民主的真实基础。
首先，我们用科学而公正的方法来取舍、编辑和发布新闻，从而为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其次，为舆
论表达提供自由而无约束的环境。
报刊的印刷和发行技能则成为次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关注更加宏观的问题——新闻在多大程度上
承担着发布公共信息和舆论的角色，结果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进程。
何种因素促使报业来贩卖、兜售数以千万计的官方的扭曲信息和宣传资料，使成千上万的国民每天在
阅读和接受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客观上得到大众化的教育，而其中没有表达受伤害群体的感受的声音？
尽管报刊的发行量很大，但这对新闻自由却是一种嘲讽，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裨益只有动物王国可以享
用，而人类还远未触及，除非人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有申诉和抗议的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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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国新闻舆论史》作为我国现代早期为数不多的新闻学、舆论学、宣传学
的英文著作之一，该书精辟地阐释了中国古代媒介缺失的社会环境下，舆论是如何生成和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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