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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年前，陈昌凤说起她想写一本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材，而且想从一个新的视角写。
我表示赞同。
新闻史的教材、著作在我国已经出了很多，从一卷本到多卷本都有。
我向她谈了我学新闻史的体会。
传统写法的新闻史，与历史学家写的中国近、现代史差不多，按革命阶段分期，是以报刊资料叙说历
史而已。
至于新闻业本身的发展阶段划分，不但不能体现于章的标题，见于节的标题也不多。
体现新闻规律的某一方面的内容，本来放在一起谈更符合逻辑，但是由于会突破政治分期只好按下不
表。
所以，一本新闻史看完了，头脑里装满了各种政治活动、革命斗争的背景材料，以及这些时期的说不
完、记不清的各种报刊的言论及其斗争。
头绪繁杂，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很多，尤其是对这个时期的新闻业本身发展的特点及其在新闻业发展
史中反映的新闻规律，不甚了了。
有这种体会的，我想不只我一个。
这并不是贬低传统写法的新闻史的价值，而是说在读过这类新闻史之后或同时，还有没有一种能满足
后一种需求的新闻史呢？
　　有需求就去满足，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陈昌凤对媒介社会学素有钻研，我赞同她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来写一本中国新闻传播史。
抓住不同时期新闻业表现的主要特点，用翔实史料去体现传媒在某一领域的社会功能，以及自身在实
现这一功能过程中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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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现代传播探源：从洪荒时代到文艺复兴第一节 历史与新闻史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
簸自天涯。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人类的传播交流经过千百万年的演化，如今已达到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高度
发达阶段，“千里眼”、“顺风耳”之类的幻想，早已成为不足为奇的传播景观。
站在21世纪回首人类的传播历程，恰似站在一条大河的人海口眺望它的源流，只见一条如丝的细带从
邈远的天际飘然而下，千曲百折，奔流万里，最终以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雄浑气魄扑入汪洋大海的
怀抱！
这是一种渐进兼突变的进程，这是一种习焉不察的变迁。
其中蕴含着许多发人深思的哲理，其中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传说。
极而言之，不参透传播衍变的奥秘，便难以把握人类历史的脉搏；不缕清这张无形网络的经纬，就无
法揭示它所维系的社会。
遗憾的是，对此深切参悟者不多，而透辟阐述者寥寥。
虽然当今有关新闻史的论著泛滥几乎成灾，但滔滔皮相之论于世何补？
尼采在其《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部(1874)中，区分了三种历史学：即纪念碑的、尚古的与批判的历
史学。
就新闻史研究而论，大抵囿于纪念碑的历史学，鲜有进抵批判的境界。
在许多人看来，所谓新闻史就是关于新闻的历史，这仿佛是个自明的概念。
然而细加分析便会发现，这个看似清晰的术语，实际上还是一本糊涂账！
首先，新闻史指的究竟是新闻事件本身的发生发展呢，还是指人们对这类事件的记述呢？
其次，新闻史所关涉的到底是新闻媒介对某些有新闻价值事件的报道呢，还是媒介自身的演进呢？
如果新闻史把新闻事件作为考察的重点，那么它同一般的社会史又有什么区别呢？
假如新闻史只关心媒介自身的生成发展，那么某时某地创刊某张报纸又有多大意义呢？
那种婆婆妈妈式的新闻史，难道不是沉闷得令稍有思想者无不感到窒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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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第2版》在叙事环节、行文特征及表述风格上进行了改进，以期达到
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其实，前辈大家在这方面有着深厚而良好的传统，我们应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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