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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闻传播学从面向新疆到面向全国

――祝贺《当代传播》20年周年 

作者： 陈力丹  

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当代传播┊阅读：951次┊ 

《当代传播》杂志走过了20年的历程，可喜可贺。从当年的《新疆新闻界》变成了没有地域称谓的《当代传播》，这不

仅是名称的变化，也是杂志成长的真实写照。  

杂志创办初期，我与杂志有过“对公”联系，但是当时《新疆新闻界》在国内新闻学期刊中影响力有限，我处在北京，

距离遥远，较少想到给那里投稿，仅在1986年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后来数年内除了几个学术会议的简讯，没有给

杂志投过像样的文章。1995年以后，杂志走出新疆地域的限制，面向全国，逐渐赢得了全国新闻学界的关注。从那个时

候起，我每年都在上面发表文章了，而且直接与杂志的主编有了联系，记得最初是王智生，后来与任怀义工作上的联系

比较频繁，现在与亢平和责任编辑郑瑜工作上的联系也很频繁。  

最近几年，网络基本消除了距离的障碍，我给杂志投稿数量逐渐增多，被转载的机率也在增多。除了稿件处理及时和编

辑约稿外，杂志本身的学术水准较高是主要原因。去年底我让一位博士生翻阅全国主要新闻传播学杂志，做一篇研究综

述。事先我要求考虑各杂志间的平衡，但是被引证的来自《当代传播》仍然明显偏多。学生说不是没有考虑平衡，而是

要找有学术性的较新的观点，那个杂志就是多。最后是我下手硬砍掉了半数以上的来自《当代传播》的引文，增补了较

多的其他内容。  

《当代传播》今年取得较多成功的原因在哪里？根据我的观察，有以下几点：  

一、与深圳特区报新闻研究室建立合作关系，将祖国的西北角与遥远的东南对外窗口联系起来，开扩了办刊的视野。这

个战略性的决策走对了，深圳的传媒经验直接在新疆得到传播，对于新疆传媒的发展是一种及时的推动力量。  

二、主动出击，与东部高校的主要新闻院系的教授们建立学术联系，这个战略性决策也走对了，于是得到了质量相对高

的稿源；同时不忘与西北、西南高校新闻院系就近建立学术联系。几年下来，杂志编辑与全国新闻学界的联系形成了一

种无形的网络。这是杂志的一种无形资产，对于新疆本地的新闻学研究造成一种无形的推动。  

三、改版后杂志的容量增大，有可能容纳一些较长的有分量的文章；同时对于研究生论文的挑选较为精心，因而杂志总

体的学术水平提高较快。在这里，杂志的总体学术水平取决于编辑的选稿眼光、每期杂志的整体策划。  

一个杂志办了20年，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但是更重要的应该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就此我提出以下的改进建议：  

一、关注全国和新疆传媒业界和新闻传播学界的出现的重大事件、现象、学术观点的提出和争论，及时组织能够解释这

些新近事项的重头文章。这样的文章一定要禁绝套话空话，能够讲出道理，给人以启示。这方面，《新闻记者》杂志的

经验可以借鉴。  

二、有意识地组织学术话题的讨论，使杂志能够成为推动全国学术发展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有争论就有波澜，有波澜

就会吸引更多的读者，这对于提高杂志的知名度是很重要的。要充分利用与各高校新闻院系的联系，获得恰当的讨论话

题。另外，注意把握每期涉及的话题的面，不宜摊得太大。  

三、稳妥地处理好研究生稿源。近年各高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由于制度的压力（这种制度是不合理的），给各新闻学

杂志投稿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从正面看，这有可能提高杂志的学术水平，因为年轻人思想敏锐，有些文章颇有新意。但

若处理不好，也会让较多的水平不高的文章坏了杂志的声望。编辑要处理的事务很多，对新闻传播学各方面的知识不可

能都很熟悉，建议与学生的导师建立联系，实行导师推荐制。为防止出现推荐的形式主义，要求导师必须讲出推荐的学

术理由，套话模式的推荐可不予理会。把握不好的文章，请多位学者审阅。  

四、兼顾新疆新闻业界和学界的需要。《当代传播》面向全国，但毕竟是在乌鲁木齐出版。从创刊始，杂志就注重关照

新疆本地的业界和学界；改版后仍然给本地留有较多的版面，这个传统要保持。现在的问题是提高这部分版面的学术质

量。编者不仅要留有版面空间，还要有意培养本地的作者。除了新闻传播史论，新闻业务的研究可以是本地版面的重头

内容，但要提高水平。建议专门就这个问题研究一下，改变业务研究徘徊在讲述基本知识的水平。要少讲宏观业务改革

的空话，多研究些具体、生动的采写编业务，点评本地的典范新闻和新闻专栏，让本地读者也感到对自己有用。  

毛泽东当年在给《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中说：“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

这是办刊的基本态度。《当代传播》办了20年，历经几代编辑的努力，终于成就斐然。希望现在的编辑和未来的编辑，

继续把刊物当作一件事来办，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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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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