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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新闻教育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近几年已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长超过本
科生招生人数的增长，个别新闻院系研究生在校的人数已接近本科生的在校人数。
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结构的重大调整。
研究生的快速增长是对新闻媒体渴求高级采编、管理人才的回应。
研究生除了少部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和去其他科研、党政机关外，他们中绝大部分将进入
新闻媒体。
与本科生相比，进入新闻媒体的研究生应该是学者型（专家型）的记者、编辑，他们应该有独立的科
研能力，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在一两个领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真正成为高级记者、高级编辑、高级
评论员和管理人才。
在中国新闻传播业面临国际化的竞争之时，他们是一支任重道远的中坚力量。
然而，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却难以达到这一水准，课程设置老化，师资力量不足，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
难题，许多研究生课程不过是本科生的延续，甚至和本科生大同小异。
而研究生教材空缺却是研究生教育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全国几十家新闻院系的硕士研究生点，至今
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生教材。
有鉴于此，2001年5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
究中心联合全国高校新闻院系，决定共同出版一套研究生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与会者共同商定：本教材是一套专著性、学术性教材。
教材一定要有原创性。
本教材应该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但绝不是编编写写，必须要有原创性见解和观点，教材
中除了历史陈述部分外，典型案例必须用最新资料。
教材一定要严格遵守学术研究的规范。
本系列教材作为研究生核心课程基本教材，涵盖新闻传播学的新闻、传播、广告三个专业以及三个专
业的十几个研究方向。
教材的撰稿人或主编都是这个研究方向卓有成就的学术权威或全国高校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系列教材向世人展示的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凹年来的研究成果，代表着当代中国新
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水平。
我相信，它的权威性、前沿性和规范性将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如果能够把全国高校研究生的教学推上一个新台阶，把新闻传播学研究推向一个新
层次，那将是我们全体作者的最大心愿。
复旦大学出版社长期致力于新闻传播学著作、教材的出版，品位上乘，累积丰厚，影响广泛。
这次，他们调集精兵强将，花费大量心力，确保本系列教材的出版，是深具战略眼光的举措，我谨代
表全体作者向复旦大学出版社表达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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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不同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新闻思想、宣传思想进行了较全
面的学术性研究，系统地阐述了他们这方面的思想。
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列宁以及他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
维克）、斯大林，和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还有前任党的主要领导人
江泽民等。
作者注重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生活经历、性格方面考察每位导师或领导人的新闻和宣传思想的特
征，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种新闻和宣传思想得以提出的背景和条件，对以往研究中注重字面意思、忽
略具体背景而形成的某些评价，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再评价，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列宁和斯大林。
对毛泽东的评价，严格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
该书依据他们的原著进行论证，中译文采用最新的版本，书后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
　　作者指出，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闻、宣传思想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
体系来研究。
革命导师和党的领导人的思想在这里是研究对象，不同于围绕某位领导人的讲话或文章进行的“学习
”和宣传。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体例清晰完备，论述客观准确，富有学术价值。
本书既是研究生教材，同时对本科高年级学生和新闻从业者提高新闻理论水平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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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力丹，男，1951年2月出生，籍贯江苏省通州市。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新闻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在八所大学挂名兼职教授。
1968—1973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劳动和工作；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76
－1978年为《光明日报》编辑；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1981年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工作。
1985年起为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起为副研究员和硕士生导师，1988年起为研究室主任，1993年起为研
究员，1998年起为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理论、舆论学、世界新闻史。
1979年以来共发表各类新闻研究成果共约 700万字，其中独著10种，独编著3种，合著、合编的书籍十
几种；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700多篇，词条18O0多条。
代表作有：《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年）、《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1999年）、《世界新闻传播史》（2022年），《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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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教伦理的影响：“天职”意识　第三节 欧洲“党”的组织特征　第四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新闻工作实践第二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　第一节 特有的“交往”概念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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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态　第一节 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　第二节 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　第三节 交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
形态第四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的认识　第二节 报刊与各
种社会关系　第三节 “一般的公正”——客观报道的原则第五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新闻出版政策　
第一节 书报检查政策　第二节 知识税政策　第三节 新闻出版自由政策第六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报
思想　第一节 从狭隘的早期工人交往到现代企业化经营的工人政党报刊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工人政
党的党报工作原则　第三节 总结巴黎公社报刊工作的经验第七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传思想　第一
节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宣传　第二节 宣传与事实和社会的变动　第三节 宣传手段和宣传艺术第八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报思想　第一节 从领导人的报纸转变到全党的报纸　第二节 
党内自由交换意见的惯例——原则和界限第九章 列宁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特征　第一节 影响列宁的两
个参照系：沙皇俄国和西方国家　第二节 俄国工人政党的活动特点和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列宁　第三节
列宁的新闻和宣传思想主要表现为党报思想第十章 列宁独特的党报思想：通过党报建党　第一节 列
宁提出的创办党的全俄机关报计划　第二节 如何理解《火星报》的马克思主义办报方针　第三节 如
何理解《火星报》的组织作用　第四节 《火星报》时期列宁论宣传、鼓动及“灌输”理论第十一章 
列宁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报体制的变化　第一节 作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机关报　第二节 一个还是
两个中央领导机构　第三节 俄国的环境与机关报体制第十二章 列宁论党报的党性　第一节 列宁在何
种情况下提出党报的党性　第二节 衡量报纸党性的标准：党纲、党章和党的策略决议　第三节 党报
的党性原则应表现在哪些方面第十三章 列宁论党内“行动一致，批评自由”的原则　第一节 用党章
确认党内少数意见流通的合法权利　第二节 列宁关于“行动一致，批评自由”的原则和实践　第三节
党报讨论问题的传统和“争论专刊”制度第十四章 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　第一节 列宁十月革命前为
什么赞扬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　第二节 列宁十月革命后为什么激烈批判西方的出版自由　第三节 列
宁关于出版自由的基本思想——摆脱资本　第四节 列宁实现出版自由理想的实践　第五节 列宁十月
革命后出版自由思想的重点——保障人民的实际自由第十五章 罗莎&#8226;卢森堡与列宁关于党内和
国家交往政策的论战　第一节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问题的论战　第二节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交
往政策的论战第十六章 列宁论苏维埃报刊和广播的性质和任务　第一节 三次报刊工作重点的转移：
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第二节 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任务的几个基本观念　第三节 列宁论广播的性质和
任务第十七章 斯大林的党报思想及传播思想　第一节 斯大林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特征　第二节 斯大林
党报思想的几个主要观点　第三节 斯大林直接干预报刊工作而体现的思想　第四节 斯大林论语言与
交流　第五节 关于“斯大林新闻模式”第十八章 毛泽东的党报思想　第一节 毛泽东早期的新闻实践
和新闻观　第二节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与毛泽东的党报思想　第三节 建国以后毛泽东党报思想的发
展和失误第十九章 毛泽东的新闻观、宣传观和舆论观　第一节 毛泽东的新闻观　第二节 毛泽东的宣
传观　第三节 毛泽东的舆论观第二十章 刘少奇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第一节 媒体的“桥梁”作用和记
者考察党的政策的任务　第二节 党的媒体如何正确把握党的政策　第三节 关于新闻的客观、公正、
真实、全面和立场　第四节 刘少奇关于改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系统思考　第五节 刘少奇新闻和宣
传思想的现实意义第二十一章 邓小平的党报思想和宣传思想　第一节 邓小平早期的党报思想和宣传
思想　第二节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报思想　第三节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思想第二十二章 
江泽民论新闻宣传工作　第一节 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第二节 江泽民论以正确的
舆论引导人参考文献引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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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个人的意见发表在报刊上，无论当事人怎样想，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社会意见，因为它不再只是存在于
个人的头脑中或锁在私人抽屉里，这些意见具有了社会生产化的特点：大批量复制和造成同一种意见
的传播。
关于这一思想，马克思最早在《莱茵报》后期（1843年初）作了表述，他写道：“在报刊这个领域内
，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
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已经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理智的力量，作为合理观点的体现者--进行这种
批评。
”①破折号内讲的“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理智的力量，作为合理观点的体现者”，实际上论述的
便是个人一旦在报刊上发表意见，这种意见就转变为社会意见。
“理智、合理”的想像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关于个人意见通过报刊转变为社会意见的思想，十分明
确。
《新莱茵报》后期（1849年），马克思在批评普鲁士《科隆日报》上一篇署名“孟德斯鸠第五十六”
的文章时又显现出他当年的思想，他说：“⋯⋯我们忍受极大的痛苦读完了他在《科隆日报》上发表
的全部广告，并把他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作为‘公共财产’提交普鲁士公众审议。
”②这里涉及一个重大的报刊理论问题，即个人“精神上的私有财产”（指个人写的文章，马克思讽
刺这篇文章是广告）一旦在报刊上发表，它就不仅仅属于个人了，而成为“公共财产”（das
Gesamtei-gentum），人们所以可以对已经发表的意见进行批评，其前提便是它已经公开，具有了社会
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把报纸比喻为纸币，指出：“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
”③他们把报纸的作用用货币来比喻，更说明了报纸的社会性质，因为货币的特点是交换的中介，将
私有财产转变为形式上的社会财富。
马克思特别强调：货币“是财富的社会性质（gesellschaftlichen Charakters）的独立体现和表现”。
恩格斯紧接着解释说：“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个人的财富存在的。
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
⋯⋯只是由于货币作媒介，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
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
”④报纸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其社会性质也可以用中国式的表达，即“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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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李良荣中国新闻教育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近几年已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研究生招生人数的
增长超过本科生招生人数的增长，个别新闻院系研究生在校的人数已接近本科生的在校人数。
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结构的重大调整。
    研究生的快速增长是对新闻媒体渴求高级采编、管理人才的回应。
研究生除了少部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和去其他科研、党政机关外，他们中绝大部分将进入
新闻媒体。
与本科生相比，进入新闻媒体的研究生应该是学者型(专家型)的记者、编辑，他们应该有独立的科研
能力，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在一两个领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真正成为高级记者、高级编辑、高级评
论员和管理人才。
在中国新闻传播业面临国际化的竞争之时，他们是一支任重道远的中坚力量。
    然而，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却难以达到这一水准，课程设置老化，师资力量不足，都是一时难以解决
的难题，许多研究生课程不过是本科生的延续，甚至和本科生大同小异。
而研究生教材空缺却是研究生教育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全国几十家新闻院系的硕士研究生点，至今
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生教材。
    有鉴于此，2001年5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
研究中心联合全国高校新闻院系，决定共同出版一套研究生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与会者共同商定：本教材是一套专著性、学术性教材。
教材一定要有原创性。
本教材应该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但绝不是编编写写，必须要有原创性见解和观点，教材
中除了历史陈述部分外，典型案例必须用最新资料。
教材一定要严格遵守学术研究的规范。
    本系列教材作为研究生核心课程基本教材，涵盖新闻传播学的新闻、传播、广告三个专业以及三个
专业的十几个研究方向。
教材的撰稿人或主编都是这个研究方向卓有成就的学术权威或全国高校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系列教材向世人展示的是中国新闻传播学20年来的研究成果，代表着当代中国新
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水平。
我相信，它的权威性、前沿性和规范性将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如果能够把全国高校研究生的教学推上一个新台阶，把新闻传播学研究推向一个
新层次，那将是我们全体作者的最大心愿。
    复旦大学出版社长期致力于新闻传播学著作、教材的出版，品位上乘，累积丰厚，影响广泛。
这次，他们调集精兵强将，花费大量心力，确保本系列教材的出版，是深具战略眼光的举措，我谨代
表全体作者向复旦大学出版社表达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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