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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
体，被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新纪元。
邵飘萍先生时为北京新闻界著名记者，致书蔡元培校长倡议设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应邀出任
研究会导师；他认真地向会员传授应用新闻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把他主办的《京报》作为会员实习
的基地，积极参与并指导研究会的各项活动。
他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
在舆论界他享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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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
烈士，因直言敢谏开罪直奉军阀，于1926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
原北京平民大学和国立法政大学教授及原务本女子大学校长。
五四运动实际发起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
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四日（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
14岁考中秀才，19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
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的
罪恶阴谋，以后又在两年里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
1918年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
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
1920年后，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
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
邵飘萍被人称为“新闻全才”。
北京大官本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如他夜探总理府，虚访美使馆，独家新闻总是被他抢到。
邵飘萍风流倜傥，慷慨豪爽，善于言辞，广泛交游，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靠得拢，
谈得来。
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馆宴请宾客，以期从客人的谈话中捕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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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著作一《实际应用新闻学》  一 外交记者之地位　二 外交记者之资格与准备　三 外交记者之外
观的注意　四 外交记者之工具与杂艺　五 访问之类别与具体方法　六 访问时之种种心得　七 外交记
者之分类　八 探索新闻之具体方法　九 新闻价值测定之标准　十 新闻价值减少之原因　十一 裸体新
闻应记之项目　十二 原稿之外观的注意　十三 原稿内容之注意点　十四 余白第二篇 著作二《新闻学
总论》　第一章 新闻事业之特质　第二章 新闻记者之地位与资格　第三章 新闻社之组织　第四章 新
闻纸之表里　第五章 世界的通信事业　第六章 新闻纸之进化史略　第七章 新闻纸之法律问题　第八
章 我国新闻事业之现状　第九章 新闻事业之将来　第十章 余论第三篇 新闻学论文　一 邵振青导师在
新闻研究会之演说　二 《新闻学·邵序》　三 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　四 《京报》三年来之回顾　
五 从新闻学上批评院秘厅对新闻界之态度　六 记者与读者　七 飘萍启事　八 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
因及其事业之要点（遗稿）附录　纪念文章　一 邵飘萍被奉联军枪毙之详情　二 先夫子言行纪略　
三 《京报》邵飘萍先生被难纪念特刊　四 邵飘萍荣哀录　五 邵飘萍先生　六 记邵振青先生　七 纪念
邵飘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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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访问之类别与具体方法外交记者之交际活动，其最重要之任务为访问（Interview）。
盖一切材料大抵皆从访问而来，则谓外交记者即以访问为任务，亦非过言。
访问既占如是重要之地位，故本书有合中外情形加以具体指示之必要。
依外国新闻学者（如美国米脂丽大学新闻科教授路诗氏）之分类，则访问可分为略式的Informa！
（或补足的Complemetaly）与正式的Formal两大区别。
所谓略式的访问，乃对于一种新消息要求被访问者之证明补充，如某处有突发事件，（失火及火车出
轨之类）先向警察探询，注重者在事，而不在被访之警察。
作为新闻材料时，或仅叙其事而略其人，如从警察处询知失火与火车出轨之情形，然载诸报纸，固非
定须谓系某警察之所告也。
凡报纸上无真姓氏之谈话（如我国报纸中时见有所谓“某要人之谈话”者），或某案被害者家属之谈
等等，皆属此类。
至正式的访问则以被访问之人为主，其人之资格，已足以为报纸上之材料。
如杜威、罗素、霞飞、越飞等之来华，外交记者访问之而请其发表对于我国之感想，及其来华之目的
等等，揭载时即以其人为标题之主脑，此种正式的访问，各国新闻学者之所传，有谓始于伦敦《泰晤
士报》巴黎特派员勃罗惠芝氏者（见二章B节3项例二），是固未可必。
但视访问之方法，不仅为采集材料之一种手段，而直作为独立记事之目的者，乃始于法兰西而最盛行
于美国。
盖美国人有乐受外交记者访问之性习，故不期而正式的访问之方法遂以盛行，后乃并及于英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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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终于要杀青出版了，我们心中充满了欣喜和忧虑。
欣喜的是，经过这几个月的辛勤努力的付出，任务终于接近了尾声，我们可以向中国新闻学教育90周
年奉献一份厚礼！
也可以为热切期盼的读者奉上一本民国新闻学术的经典！
在当今浮躁不安的学术环境中，许多研究者都纷纷注重眼前和未来，学术的基础性建设日益受到冷落
；而刚刚恢复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决定加强新闻传播学学科基础建
设，出版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经典，以飨广大新闻研究者和爱好者。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愉快地承担起责任，沉下心、静下气，本着“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
，钩沉探幽，搜集散佚在各个报刊的资料，时时收获意外的惊喜！
如今，即将完成，我们心中充满了期待！
、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充满了忧虑。
因为在编辑整理中，我们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如资料的搜集、资料的录入、原文从繁体到简体的转换
、艰辛的校对等，我们迎难而上，逐步克服，努力完成。
由于这些困难的存在，也由于我们能力、水平有限，我们虽然竭尽所能，但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希
望研究者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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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并不是将邵飘萍先生所有新闻学文章搜录其中，它编选的内容主要是邵飘萍撰
写的新闻学著述和论文以及邵飘萍先生逝世后的纪念文章。
其具体的编排内容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实际应用新闻学》；第二部分是《新闻学总论》；第三部
分是邵飘萍散见于各报刊的新闻学论文八篇；第四部分是纪念邵飘萍先生文章。
不过，我们编选的《邵飘萍新闻学论集》除了内容凸现新闻学方面的特点外，还将搜集到的数十张关
于邵飘萍先生的照片、遗墨、书信等资料呈现给读者，也成为本文集一个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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