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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之初，中国新闻界面临空前机遇，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提升，正朝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迈进，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传媒生态，而刚结束的SARS风暴危机又赋予了中国
媒体更强烈的新闻使命。
在全球化、数码化、信息化的时代浪潮中，中国新闻业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要深化改革，发展自己
的道路、特色与方向，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统学院就是在这个历史转折点诞生的。
    新闻改革必须植根于民族与文化的传统，在历史长河中寻回中国新闻学的精神和源头，只有了解百
多年以来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坎坷和盛衰，才能洞悉现在，掌握未来。
方、宁两师见证了半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起伏，文集涵盖了中国新闻史研究之全貌。
我们对中国新闻事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先启后，责无旁贷。
    本书集中探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脉络，追溯近现代中国报业历程，分析新闻学理论的经典论著。
本书包括内容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迈向灿烂明天的历史思考、中国近代报刊业
务变革初探、中国新闻记者的战斗历程、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
迹、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其与传播学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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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宁树藩，1920年出生，安徽青阳人。
1941年就读浙江大学，1946年夏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外文系。
在高中和大学学习期间，即为多种报刊撰稿。
曾任《徽州日报》副刊《文艺之家》主编。
1949年秋。
任教上海复旦大学，1955年起在该校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工作。
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曾兼任校图书委员会委员、系资料室主任、《新闻大学》
编委、校学位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委员、系学位委员会主席和学术委员。
曾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合作编著《新闻学词典》和《新闻学基础》，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多卷本）的副主编和该著作
现代卷主编，《新闻学大辞典》副主编。
所撰论文曾获1984年上海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
1986年和1993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6年获韬奋园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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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统与党报的改造迈出灿烂明天的历史思考——纪念中国共产党党报八十周
年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初探中国新闻记者的战斗历程——夏林根主编《中国近代名记者》导言信息
观念与新闻学研究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其与传播学的
关系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科研工作加速学科建设问题编写
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几点意见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我国的报纸副刊是怎样诞生的福开森
控制下的《新闻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严复的政论、办报和译书活动陈独秀与《新青年》蔡和
森与《向导》《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评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评述梁启超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评
《开智录》陈独秀与《向导》怎样评价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史量才办报的成功之路怀念汪英宾
教授——兼论他的《中国报刊的兴起》十九世纪香港报业概述关于《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发
扬优点 继续开拓——纪念《新闻研究资料》创刊五周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可喜收获——评胡太春的《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序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序曾建雄《中国新
闻评论发展史》序新加坡人对中国报业史研究的新突破——喜读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上海
新闻事业知识的宝库——评《上海新闻志》马光仁主编《上海当代新闻史》序新闻学研究中亟待澄清
的几个问题党报应该重视读者需要——重读王中同志关于读者需要的论述论新闻的特性新闻定义新探
松本君平与《新闻学》⋯⋯访谈录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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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香港和上海一直是两派特别重视的办报基地。
在其前期，香港尤为重要，由于它邻近大陆，又是逃避清廷压制的理想庇护所，两派都积极在这里办
报，以沟通大陆和他们海外活动的联系。
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和保皇党的机关报《商报》，均在此出版。
在国内起义高潮和立宪运动兴起以后，上海在两派报刊的地位迅速上升，驾于香港之上。
武昌起义前，革命派在上海约出有30多种报刊，改良派约出20余种。
其中，立宪派的《政论》、《国风报》有全国影响，而同盟会的《民立报》则是该会的主要机关报。
    关于商业报刊。
它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下出现的，中国人自办的商业报刊出版较迟，萌发于19世
纪70年代、80年代，主要地点是香港、上海、广州。
可是最早做出创办、商业报纸尝试的却是汉口。
当时由于该市的条件尚不具备(市场发育不够，读者尚未形成等)，所办《昭文新报》未几月便停。
除香港外，沪、穗两地的商业报纸也渐趋萎缩，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更为软弱。
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20世纪初出现一次较大的发展高潮，中国人自办的商业报纸，也就在这时开始走
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各地的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各地商业报刊的发展状况。
据初步了解，这些商业报刊，主要分布在商品经济活跃的沿海沿江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河北
、山东、安徽、湖北、四川等省以及上海和香港两大商埠。
东北数省和广西、北京也有少量出现。
中国人的商业报刊的主要基地是上海、香港、广州、武汉四大商业城市。
它们之所以成为主要基地，这不仅因为它们的商业报刊的数量较多，更为重要的在于它们各拥有一种
或数种资金足、规模大、历史久、影响广泛的商业大报。
广州出版有在该市商界影响最大的《七十二行商报》，自1906年～1937年，历时31年。
武汉则有闻名的《汉口中西报》，1906年5月创办，1937年12月停，历时逾31年。
著名的香港的《循环日报》自19世纪末已转为完全商业性质，而原为外国人创办商业报纸《华字日报
》，这时已归国人所有。
这样，中国人在香港拥有两家历史最久(各70年左右)的商业大报了。
在上海，全国影响最大有77年历史的商业报纸《申报》在1909年产权已归华人，中国人并在1906年取
得了另一商业大报《新闻报》的部分股权。
    P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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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脉络，追溯近现代中国报业历程，分析新文学理论的经典论著！
本书为“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的其中一册，收录了宁树藩先生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史
料丰富、考据严谨、笔法灵活、语言流畅，为把握中国新闻史发展脉络和研究、学习新闻学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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