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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998年。
21世纪的钟声，已经在人们的心头敲响。
踩在新世纪的门坎上，我校领导立足于建设教学科研型的新型一流师范大学的高度，经多次研究决定
，汇集本校历史上以及当今知名教授的学术著作，编辑出版《随园文库》；选择颇见功力的青年教学
研究人员的力作，编辑出版《青年学者文丛》；资助出版若干本校教师编写的优秀教材。
这项举措，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的欢迎。
为保证这三个系列图书的出版，由学校和校出版社共同出资，设立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
成立了以校长为主任委员的“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管理委员会”，其职能机构为“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资助金管理办公室”。
同时，还专门成立了由数十位高水平专家学者组成的《随园文库》编辑委员会，以保证《随园文库》
、《青年学者文丛》这两套丛书的学术质量。
教材资助项目，则直接由出版资助金管理委员会把关。
《随园文库》所收学术著作，须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的代表性作品。
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上溯至1902年由清末名臣张之洞奏请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
百年沧桑，几度分合，时序交替，迭经变迁，这所学校终成南京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成为许多名校之宗。
各校取其所取，彰其所彰。
唯师范主脉，绵延而下，为今南京师范大学所承继。
近百年间，多少学界巨子，讲坛精英，举师范薪火，耀群星而璀璨，传万姓以燎原。
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江南北，教育事业空前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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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库取名“随园”，盖因南京师范大学之老校区，是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院址上扩而大之，其地
在南京城内清凉山东，小仓山下，据考证乃清代文学家袁枚“随园”之故地。
“随园”早湮灭难考，袁枚在此所著《随园诗话》却久传不衰。
青年大学生们常喜以“随园学子”自称。
昔日“随园”，亭台楼阁，堪称海内名园之最；今日校舍，雕梁画栋，享有“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之
誉。
可见，“随园”二字，内含多少文化信息！
以“随园”来命名这套文库，既发思古之幽情，又达传世之美意，更挟后学之襟怀，岂不善哉！
     “青年学者文丛”所收著作，多为本校40岁以下之青年学者的扛鼎之作。
他们正负重登山，不上则下。
为他们出书，无疑是提供一点促进的助力。
他们的著作，也许不如“随园文库”那样圆润周至，精辟老辣，但是他们敢立一家之言，敢树独家之
帜，在知识创新的呼声日甚一日的今天，正顺应着时代的方向，代表着学术昌盛的未来。
他们是学校学术发展的希望所在。
新一代的学界巨子，将从他们中间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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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延年，笔名严晓。
1953年11月出生于江苏金坛。
中共党员。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兼职有：本校
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生导师，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学科专家组成员，江苏省图书
（群文）、文博系列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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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计划无限期分期连续刊行。
首先，“报刊”是分期刊行的。
即在确定了要编印某种报刊以后，都是一期接着一期地编印，而不是一次就把一种报刊编印完。
尚若是一次编定，那就不是报刊而是其他非报刊如图书类文献了。
其次，“分期（连续）刊行”的特点。
因为是分期刊行，所以当上二期的报刊编印结束向社会传播后，编印者就考虑或接着编印下一期。
第三，“计划无限期”地分期连续刊行的特点。
即报刊的创办者创办、编印、出版报刊，总是打算一期接一期地编下去、印下去。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报刊未能“无限期”地刊行，如宋朝“小报”的屡遭查禁、国民党政府统治时
期对革命者所办报刊的封杀等，都使这些报刊“无疾而终”。
但这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报刊自身的问题。
第四，报刊有独特的外在形式特点。
诸如有相对稳定的题名，如“邸报”一称用了几个世纪；《京报》从明末出现一直沿用到清初，直到
清末；上海的《申报》连续出版了77年之久，其名称也沿用了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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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拙作《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系列著作第一卷的《中国古代报刊法错发展史》终于完稿了。
我写下了正文的最后一个句号，望着窗外刚刚泛白的晨曦，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从正式动笔撰写到完稿，从可计时间上讲只用了十多个月的业余时间，但实际上从酝酿到动笔，再到
完稿，前后长达十多个年头。
内中缘由因已在拙作《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的后记中有所交代，故不再赘言。
经过本人申报，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文库》编委会的专家们按照“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议，
择优支持”的原则，在2002年11月8日至9日的评审中，决定把本人申报的《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项
目列入《随园文库》丛书2001-2002年度的资助出版计划予以全额资助出版。
在此谨向评委会各位专家对拙作的理解、支持和鼓励表示诚挚的谢意。
按照本课题的设计，《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是一套包含了“古代卷”、“现代卷”、“当代卷”以
及“史料卷”共四卷、计140多万字的系列著作。
由于四卷文稿的完成需延时较久，为保证《随园文库》入选著作品种的及时出版，出版社决定把《中
国报刊法制发展史》（古代卷）先以《中国古代报刊法制发展史》之称列入《随园文库》先行出版。
待四卷书稿完成后再以《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古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史料卷”
整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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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报刊法制发展史》：随园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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