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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中国近代新闻学术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以留学生为切入点，从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
视角再现中国近代新闻学从萌芽到独立的发展过程。
本书力求突破以新闻人物及其作品内容介绍作为行文线索的现有研究格局，而代之以专题研究的形式
，分别厘清留学生在中国新闻学的建立、外国新闻理论的引介、新闻学术交流平台的建构等方面对中
国近代新闻学术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从而做到历时态考察与共时态分析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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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秀云(1972—  )，女，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已出版专著一部《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12月），合著一部《天津新
闻传播史纲要》（新华出版社2005年6月）。
现主持省（部）级项目两项，局级项目三项，参与国家级项目两项。
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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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科的建立　　二、新闻学科意识的明确　　明确的学科意识的形成，
也是一门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
什么是新闻学？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新闻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这都是新闻学建立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留学生普遍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新闻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
留学生本着“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开始了一种专业化的理论探索。
　　（一）新闻学的产生　　学术园地中为什么会有新闻学？
新闻学是如何产生的？
中国的新闻学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留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蔡元培最早对新闻学的产生进行考察。
在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蔡元培指出：“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
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
、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
”其后，蔡元培又曾重申此观点：“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烹饪、裁缝、运输、建筑
之学旧矣，积久而始有理化；树艺、畜牧之业旧矣，积久而始有生物学、农学；思想、辩论、信仰之
事旧矣，积久而始有心理、论理、宗教诸学；音乐、图画、雕刻之术旧矣，积久而始有美学。
以此例推，则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
，未为晚也。
”在此，蔡元培所说的“术”与“学”，实际上是指中国新闻事业的充分发展是“中国新闻学”产生
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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