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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丁淦林是复旦的新闻史学界巨擘，在新闻史研
究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对于一般的新闻专业同学属于必读之书，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史方面的教材中的扛鼎之作。 

2、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版，这是一本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简
要通论，长于记述，对于分期方面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权威之作，每章之后对于该时代的新闻事业的评论非常好。 

3、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民国73年（1984年）第五版，曾虚白是台湾新闻史学界的重要人物，此书
为台湾各大学的正规新闻史学教材，自民国55年（1966年）初版后一直再版，可见此书价值。该书对于对比大陆和台湾新闻史
学教育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拓宽学生眼界，建议一读。 

4、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外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本书为中国出版的外
国新闻史教材中比较全面和权威的一本，基本体系是按照国家分开，再逐一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介绍，基本涵盖了各主要国家新闻
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 

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卷（1992年第一版）；第二卷（1996年第一
版）；第三卷（2000年第一版），本书为方汉奇教授主持并且由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新闻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编著
而成，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此方面最权威的著作，这是新闻学者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 

7、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本书为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地位毋庸讳言，特别
是此书第六章《报界之现状》中收录的大量当时的法规、合同、统计数据等文献资料，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出版了此书插图本，但是这一章被全部删除，大大减少了该书的重要价值。 

8、童兵主编：《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新闻史学史卷，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一版，此书为一套丛书，在世纪之交对于20世纪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程作了回顾，本书由复旦大学数位教授及博士生所
作，具有很高的水平，对于了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12
月第1版，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了解党的新闻工作发展的历程，本书完整的收录了自建党到文革前中共中央对于新闻工
作的文件和规定，并且完整的收录了自《向导》以后历代中共中央党报党刊的发刊词和重要社论，以及毛泽东、刘少奇、陆定
一、博古等同志对于新闻工作的指示，是了解党的新闻工作发展历程的必不可少的读物。 

10、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本书为中国新闻学界的开山之作，全书堪称一本体
例非常详尽的新闻学专著，由于时代的局限，该书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作为国人第一本新闻学专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
值和研究价值，特别是书后的附录，收录了徐宝璜教授多篇发表过或未曾发表的论文，更增添了此书的价值。 

11、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此书基本涵盖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发展的
历史，是一本从学术角度阐述新闻学理论发展进程的书，此书对于梁启超、《申报》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新闻事业



个案的研究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书为胡太春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丰富发展而成，见贤思齐，此书
对于指导学生如何从事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1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本书为上下两册，是方汉奇对于
近代报刊史研究的理论专著，本书结构严谨、体系科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书本来准备只出一本，
但到后来出了上下两册，故下册中的一些记述稍显单薄，但是这并没减少此书的研究价值。 

13、《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最权威的工
具书之一，本书对于新闻学各名词的解释堪称中国最权威的版本，对于新闻界知名人物的介绍也非常详尽。不足之处在于，本书
成书时间较早，其中的一些概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这并没减少此书在权威性方面的地位。 

14、复旦大学出版：《新闻大学》季刊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出版：《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这两本刊物都是中国新
闻学研究领域的最高级别刊物，并且都辟有新闻史研究专栏，经常看上面的文章有助于开拓眼界，了解研究方法，时刻把握学术
研究的最新动向。 

15、(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 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要了解新闻史，必须首先了解历史。此书为美国史学界研究世界史的重要著作，多次再版，本书最
重要的并非在于史实的详尽和材料的权威，而是作者在史学研究方面的独到角度，本书如不细读，难品其中三味。 

16、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童兵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
堪称权威，本书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江泽民同志对于新闻工作的见解和看法，对于研究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社合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本书综合了毛泽
东同志对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对于了解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及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新闻工作的看法很有价值。 

18、陈力丹编：《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7月第1次印刷，本书集中了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和斯大林对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在史料研究上有很重要的价值，缺点在于多是掐头去尾的节选，不利于从全局上把握，书中
注释甚详，建议参照马恩列斯著作原文。 

1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此书集合了马克思恩格
斯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的一些论述，具有极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必读之书，本书所选多于陈力丹本重复，
但是比陈本详细得多，也比陈本深奥难懂，建议有条件的同学不妨一读。 

20、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下）》，1979年内部出版，人民大学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
的重要机构，本书为上世纪70年代末人民大学新闻系为适应教学需要而编选的参考书，收录了许多重要的原始资料和有关文
章，是新闻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书，要从事新闻史学研究必读此书。 

21、徐培汀裘正义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此书为研究中国新闻传播
思想及学说的一部通史，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四部重要著作之一，与戈公振《报学史》、方汉奇《通史》齐名。此书着重
于对学术思想历史发展沿革的介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22、余家宏等编注：《新闻文存》，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史学研究必究其源，本书收录了中国新闻学
研究的四个第一，即第一部新闻学译著日本松本君平《新闻学》、第一部实用新闻学译著美国休曼《实用新闻学》、第一部国人
新闻学著作徐宝璜《新闻学》以及第一部国人实用新闻学著作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特别需要指出
的是，本书所选的四部著作后面，都有由宁树藩、徐培汀、余家宏、谭启泰等史界名家所写的评论文章，对该书的时代背景、地
位、影响以及意义等方面做了详尽的介绍，对于更好的了解这些书的价值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3、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此书为尹韵公对于明代新闻传播史的断代研
究，为中国新闻断代史研究方面的佳作之一，对于了解和提高新闻史学研究水平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24、朱传誉：《报人·报史·报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该书为朱传誉先生对于中国近代报人、报史及报学研究的



著作，本书按照人物进行分类，分别介绍，文笔生动，读来毫无读史书的生硬晦涩之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对于一些争议
人物如汪康年等的评价跟大陆史书有不同之处，从这一点上来说，此书更具借鉴意义。 

25、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张友渔先生是我党早期著名新闻工作者之一，本
书是他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的回忆录，并且收录了他于不同时期发表的多篇论文和讲稿，对于了解和研究我党早期新闻理论和新
闻工作思想的发展很有价值。 

26、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恽逸群文集》编选组编：《恽逸群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一版，恽逸群是我党
早期著名新闻工作者之一，本书收录了他写于不同时期的多篇文章，特别是收录了1948年12月华中新华书店版的《新闻学讲
话》，这是我党最早的新闻学专著之一，对于了解和研究我党早期新闻理论和新闻工作思想的发展很有价值。 

27、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史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9月第一版，邹韬奋是近
代中国著名的进步民主报人，他在思想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用此来指导其新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本书是他对
自己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总结，可谓字字珠玑，很值得一读。 

29、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大公报》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报
纸之一，方汉奇先生的这本专论，详尽地介绍了《大公报》四个时期（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大公报时期、迁港之后）
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新闻史学著作中个案研究的优秀代表，特别是对于研究方法方面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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