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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界一般认为，新闻学研究在中国的肇始是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
当时的研究还处在非常稚嫩的阶段。
通过几代新闻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特别是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列入一级学科以后，新闻学的研
究日趋丰富和成熟。
新闻界研究是新闻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对新闻界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考察和研究新闻界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新闻界研究就是对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历史的研究；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
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类报刊、一类报人，乃至于具体到某一家报刊、
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个宣传战役的历史。
研究近代以来新闻界发展历程的时候，则还要兼及研究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现代化新闻传播
机构和新闻传播手段的历史。
　　由于新闻界的特殊性，新闻界的研究和各时期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自从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为本阶级
、阶层服务。
因而，各时期的新闻界都和当时的国际环境、阶级、政党、政权机关以及他们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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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是大后方，也因此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
当时，全国各地很多报刊陆续迁入四川，不少文化人入川后，又新办了一批报刊，这使在四川出版的
各类报纸达到近200种，刊物约1600种。
具有全国影响的报刊，集中在成都、重庆两市，中小型报刊分布四川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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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算学报》创办人傅樵村在《算学报》停刊后又先后创办了《启蒙通俗报》（1906年复刊后改为
《通俗日报》）、《通俗画报》。
官方书局也先后出版了代表四川地方政府利益的《四川官报》《成都日报》。
工商界创办了代表自己利益的《重庆商会公报》《成都商报》。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了《重庆日报》。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立宪派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启智画报》《西顾报》《蜀
报》等也先后创刊。
教会团体则发行了《华西教会新闻》等作为其喉舌。
　　具有改良性质的民营报纸《启蒙通俗报》的创办人是傅樵村，傅樵村被孙少荆在《成都报界回想
录》中称为“成都报界的一个开山祖师”。
1898年，他开始在宋育仁创办的《蜀学报》“司采访工作”；以后独立办报，陆续创办《算学报》《
启蒙通俗报》（《通俗日报》）、《通俗画报》，先后共十余年。
他精通业务，写了大量的消息、言论、调查记，还自己动手画刊头、图画、绘制地图、翻译文章和电
讯稿、写诗、写杂文等等，可以说是办报的全才。
他视野开阔，思路灵活，又极富事业心、进取心，在新闻工作中有不少开拓创新之举。
　　《启蒙通俗报》是成都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一份报纸。
它积极宣传自然科学知识，反对迷信；大量介绍西方国家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制度、新技术；提倡
办学堂，实施教育救国，强调“只有教育二字，才可以转弱为强，反贫为富”。
①因此，该报大量连载新式学堂的课本教材。
傅樵村的教育救国思想贯穿办报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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