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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传播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从1917年第部新闻传播史专著问世，到建国前，这方面的专著已不下50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27
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78年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取得了空前的进展，
通史、断代史、编年史、专业史、地方史、专题史、媒介史、新闻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全面开花，研
究思路和视角不断拓展，新闻传播史方向的教学研究工作者新人辈出，不断有厚重的佳作问世，教材
也不断更新，为新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传统的新闻学，基本上是纳入人文科学范畴的，注重的是其人类的文化特质。
之后新闻学经过拓展，逐渐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传播学延伸到比较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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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开创了新闻史的新写法，从传媒社会学的视角展开，借鉴西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并
密切联系中国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从体例、内容到研究方法都有所创新。
全书以新闻业为经，以社会变迁为纬，从三个层次上展开：第一个层次，从传媒与社会的宏观框架里
谋篇布局；第二个层次，从传媒的社会功能，考察中国传媒的变迁，确定各章的主题和论述的线索；
第三个层次，从现代化的视角，深入考察传媒的社会功能。
    本书重视专业史的特性，每一章都做到重点突出，史论结合。
书中征引颇广，涉及多个领域，对于历史资料的梳理要言不烦，自制了多个图表，便于读者征引和省
览；一些琐细的知识点整理得井然有序、一目了然；文字简约，可读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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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凤，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
指导委员会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新闻系主任，     
    著作：《香港报业纵横》，《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蜂飞蝶舞——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
》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闻传播史>>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新闻传播史是一门科学  第二节  研究路径：传媒的社会功能与媒介社会
学第二章  新闻传播活动与古代中国社会  第一节  传播活动发端于人类社会的产生  第二节  古代报纸的
诞牛和形态  第三节  古代报纸的内容和形式  第四节  古代官报的管理与发行体制  第五节  坎坷的历代
民问报纸  第六节  中国古代的新闻控制  第七节  古代社会条件下的新闻传播事业第三章  中国近代新闻
业：西学东渐的产物  第一节  近代传媒诞生的社会背景  第二节  西方人在中国办报的开始  第三节  鸦
片战争后的在华外报  第四节  近代外报的社会功能第四章  近代化图景中的国人报刊  第一节  国人报刊
与近代化同步发端  第二节  报业与近代政制改良：维新报刊主导的国人办报热潮  第三节  报业与近代
政体革命：革命报刊主导的国人办报高潮  第四节  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新闻法制建设第五章  五四时期
报刊与文化现代化  第一节  《新青年》与文化启蒙  第二节  五四报刊与文学革命  第三节  五四报刊与
民主科学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等主流思潮的传播  第五节  五四时期新闻业务的改革  第六节  新闻专业
化的形成第六章  商业报刊及其资本主义企业化运营  第一节  资本主义商业报刊及其方针  第二节  商业
报纸及其业务发展  第三节  商业报纸的经营模式   第四节  商业报刊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第七章  新闻传
媒与中国现代政党政治  第一节  主导性政治力量：国民党的官方新闻体系  第二节  国民党的“三民主
义新闻思想”与新闻控制  第三节  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共产党的新闻事业  第四节  马列主义主导下
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  第五节  日占时期沦陷区的敌伪报纸：反动的准党报第八章  泛政治化的新闻传
播：1949—1976  第一节  新体系：新中国的新闻事业  第二节  经济恢复时期：传媒显示社会发展功能  
第三节  1956年的新闻改革：新闻专业主义无果而终  第四节  “反右”运动：传媒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第五节  “大跃进”：媒体对新闻原则的反叛  第六节  十年“文革”：传媒工具论登峰造极第九章  改
革开放的新闻传播  第一节  拨乱反正中，传媒重塑形象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全面变革  第三
节  新中国新闻教育和研究的发展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新闻观点第十章  生产力大释放的传播
媒介  第一节  新闻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第二节  传媒体制的困境与变革  第三节  新生态下的新旧媒体  
第四节  传媒产业化：体制性变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闻传播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节 研究路径：传媒的社会功能与媒介社会学一、关于媒介社会学媒介社会学，是20世
纪中叶以后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交叉中形成的一门年轻的边缘学科，又称为“传播社会学”。
它是以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解释和研究传播和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各种问题。
或说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传播过程、研究媒介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因为是社会学和传播学的交叉性的研究，因此就出现了两种角度：一是根据社会学的理论，把传播当
作社会中的一项制度，研究它的结构、功能以及责任、表现；二是从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大众传播对
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
③由于传播学理论本身也是在发展中，因此媒介社会学就更不确定。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从结构上来说是呈发散性的。
从英国学者巴勒特的模式里，就可以看出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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