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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拜读了吴廷俊教授《中国新闻史新修》一书，眼前一亮，觉得这是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有关的同类
专著中的佳构，是一部从史实出发，不落窠臼，言所欲言，充满了新意的好书。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正规地说来，是从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开始的。
中经几个阶段，到20世纪的80年代，进入了它的繁荣期。
从那时到现在，据有关专家统计，以“中国新闻事业史”或类似的文字命名的专著和教材，已不下60
种。
早出的几部，处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还能使人耳目一新，觉得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那一时代
的写法毕竟两样。
但后续出版的，在形式和内容上逐渐趋同，使读者难有新鲜感。
　　吴廷俊教授的这部新著不一样。
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首先是框架新。
它把一部中国新闻史分成“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共和国时代”三个大的板块，分别用形象
化的语言“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定于一尊”作标题，以为区隔。
其中的“帝国晚期”部分，以回溯的方式追记了“集权制度下的古代报纸”，即把古代报纸历史的那
一部分也囊括在内。
这种大的区分格局，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按古代近代史、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
写新闻事业史的模式，既符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实际，又颇具匠心，颇有新意。
　　其次是体例新。
例如古代的部分，不是按照朝代的先后顺序写，而是按“朝廷官报”、“非法民报”和“合法民报”
三种类型，分别开来，综合起来写。
这是纵的方面。
横的方面，则每章必设专节，以“本章概要”打头，以“本章简论”作结，以便于读者省览。
其中，后一部分的内容，有点像《史记》中的“太史公日”和《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
沿用的其实是中国史家的传统，因为此前未被重视，使读者反而有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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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旦博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中国新闻史新修》是作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在
已出版多本相关著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本集大成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著作。
全书以时间为序，“上编”、“中编”和“下编”分别叙述了“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
国时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并用“补编”的方式叙述了我国台、港、澳地区1949年以来新闻事业
的变迁史。
作者认为，“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新闻事业的形态特征分别是“八面来风”
、“五方杂处”和“定于一尊”。
这是“史实”的一条线。
“绪论”和各章“简论”构成了全书的另一条线——“史论”。
基于各章史实，《复旦博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中国新闻史新修》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在横
向上论述了在中国环境中主要生长出了“利器媒介”、“喉舌媒介”和“官营媒介”；在纵向上论述
了中国媒介发展的沿革呈现“承袭型”，发展的动力是“政治推进”，生存方式为“依附生存”。
此外，无论是“史”还是“论”，《复旦博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中国新闻史新修》对1949年
以前的民营媒介和自由主义报刊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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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廷俊，1945年11月出生于湖北天门，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学术兼职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
师。
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新闻史、新闻教育学、网络传播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新记大公报史稿》(获第三届吴玉章新闻奖)、《马列新闻活动
与新闻思想史》、《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网络传播学导论》(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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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八面来风:帝国晚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章 回溯:集权制度下的古代报纸　　第一节 中国新闻
传播溯源　　一、史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甲骨文中已有“御
史”的记载，自周代和春秋时代起，就有史官之设。
史官既掌握国家的法典，又记载君王的言行，并规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汉书?艺文志》）史官的后一种职能颇有一点类似近代跑中央机关的记者。
他们记载的君王言行，保存下来是历史，传播开来是新闻。
　　《墨子?明鬼篇》中记叙了杜伯追杀周宣王于圃一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
百乘，从数千，人满野。
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射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
而死。
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
”作者强调“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既说明这件事是真实的，已经载入史册，又说明这件事在
当时曾经作为重大新闻广为传播。
　　《左传·宣公二年》中记载了“晋灵公不君”这段史实，当时任晋国史官的董狐敢于直书“赵盾
弑其君”一事，还与赵盾面对面地辩论之后，“以示于朝”。
“以示于朝”是说不仅写在史书上，还要把它公之于朝堂。
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官不仅有时记录重大的朝政大事，而且也把这些大事作为新闻加以公开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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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旦博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中国新闻史新修》被方汉奇教授誉为“体例新，内容新，观
点新”，“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开阔的视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理论勇
气”，以及“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全局的和准确的把握”，并认为此书于“史胆、史识、史
才都有所追求，也都有所表现”，“十分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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