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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以清代的新闻传播主体——报人为研究对象，将清代报人置于社会变迁的主题中进行系统梳理与
观照，在揭示传播主体从专制皇权掌控下解放的过程，以及从封建伦理观中游离，走向近代化的心灵
轨迹的同时，对清代报人在中国报业近代化的构建与开拓作用，对其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作为、贡
献及应有的地位等做出了准确评判，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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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丽红：汉族，1967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
1995年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7年于吉林大学古籍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近代新闻传播史研究，承担省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市社科优秀论文奖。
在《清史论丛》、《社会科学战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史学集刊》等刊物发表论文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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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清代前中期的报业发展与报人演进本书所指清代前中期是清朝建立至鸦片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
。
清承明制，报业亦因袭明朝，所以，这一时期居于新闻传播主导地位的依旧为邸报、京报等古代报刊
；民间小报也作为一种满足社会新闻需求的必要补充形式而存在。
同时，有清一代作为封建末世，封建政体的成熟，加之清初盛世的繁荣，将古代报业发展推向了顶峰
。
清代前中期不仅邸报成为官绅了解朝政的主要渠道，对封建社会的整合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民间报业活动日趋活跃一一报房增多、报人职业群体壮大，报业作为一大社会行业已显现
种种近代化迹象。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报业发展的社会条件清朝入主中原后，经历前期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实现了多民
族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昌盛，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史称
“康乾盛世”，盛世的繁荣，为清代的报业活动提供了丰厚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 传播渠道之发达信息传播总不免受制于时空，虽说现代社会媒介的发达足以抵消信息传播对交通的
依赖，但在传播工具落后的古代，“交通却是信息得以流通传播的唯一通用形式”。
中国古代政府为了有效地传播政令、飞报军情，沟通中央与地方，从周朝起，就开始致力于建立一整
套邮驿系统，作为“中央统制地方的利器”。
早在秦汉时期，驿运即已普遍推行于全国。
发展到清代，邮驿制度更加完善。
一如前朝，清统治者对驿传体系仍实行军事化管理，由兵部车驾清吏司总其成，地方则由“州县官及
驿丞分掌其事”、督抚与司道进行监督。
为了使驿传系统更有效地履行职能，清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法规，规范邮驿的设置、定额、配置、运
行方式等，对误期、滥用等行为制定严厉的惩罚条例。
与此同时，由于疆域扩大、专制制度强化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又促使清政府对驿传管理体制做出了重
大调整，力克弊端，多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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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报人研究》坚持将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将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报人、报业发展严格置于
客观社会大环境中，从一个比较深入的层次，揭示出清代报人、报业历史演变的基本轨迹。
该书打破古代与近代之壁垒，贯通三百年，立足于有清一代报人和报业之发展，独辟新途，自成体系
，对清中前期报人及报业之考察，尤有开创之功。
全书运用大量正史、档案、文集、笔记等资料，旁征博引，钩沉探微，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基本上
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报人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