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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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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媒介融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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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五四时期

 

中国新闻史学会二级学会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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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是历史的科

方汉奇     

 一 
                    
      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

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

要组成部分。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

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

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

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是一定的经济基础通过

时候，它们都总是要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

性，新闻史的研究和各时期的政治史、经济

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阶级斗争史、政治

因为各时期的新闻事业都和当时的阶级、政党、政

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列宁在《俄国工人报刊的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同民主运动和社会主

的联系。因此，只有知道了解放运动的各个

得，工人报刊的准备和产生为什么经历了这样

其他的道路。”［1］所阐述的，正是这一道理。

      研究新闻史也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地影响着新闻事业

割据的封建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只能产生和

老的封建官报和规模很小销数不多的民间报

益发达，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信息的需要量逐

性的要求越来越强，再加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

诞生和发展和各种现代化新闻传播手段的发

能。作为文化史的一个部门，新闻史和文化史其他部

常密切的。文化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



业有密切联系。近代历史上的几次大的思想

线上的几次大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

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各种文学流派的形成及其代表作品的

作家、表演艺术家的崭露头角和得到社会承

识的普及和传播，都无不和报刊有关。此外，

所难以查到的、内容异常丰富的，有关哲学

曲、电影、音乐、绘画、书法、雕刻、摄影、体育、宗

俗、风尚、伦理、道德、建筑、医药、交通、

面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研究文化史绝对地

强新闻史的研究，以促进文化史各部门研究工作的

化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愿望。新闻史，从宏

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别是

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

史。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个国家、一

一个时期、一类报刊、一类报人，乃至于具体到某一家

报刊工作者和某一个宣传战役的历史。研究到近代以

候，则还要兼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

新闻传播手段的历史。对于中国的新闻史研

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中

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中国有将近1300
史，有100多年外国人参加办报的历史，有

动的历史，有大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从事办报

片土地上，曾经先后涌现过6万多种报刊、

个电台电视台和成千上万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

的有影响的宣传战役。这些都是中国新闻史需要

      由于中国的新闻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

着异常丰富的内容，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新

因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从事新闻史的研究，必

度。对于无产阶级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

个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人，都必须对新闻历史上的事

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然后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

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分析，才能得出正

实际的结论。理论的指导是重要的，但决不能以

帅”，当然不好。但也不必讳言“史料”。革命

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

在联系。”［2］。没有“史料”，还搞什

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

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

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做法，都是

也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没有深入细

个一个报纸、报人和宣传战役的认真的专门

史是难以写好的。                          
                         
二                          
                        
      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新

们之所以研究新闻史，目的是为了总结好新

训，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新闻史怎样为现实服务呢?具体地说来



      第一，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和

鸦片战争以来，不少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振

论工具呼吁变法、呼吁改革、呼吁救亡，宣

思想，和封建顽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中

不少革命的新闻工作者，运用报刊这一舆论

国的传播、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了充分的舆论上的准备。他们所办的报刊，性

都积极地运用各种新闻手段，发表评论，传递

文化知识，为当时的革命和进步的政治服务

近半个多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来说，可以

传统，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充当党的耳目喉舌和反映人民

的传统，实事求是、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的

的传统，等等。学习和研究中国新闻史，可以

些好的传统，更好地改进当前的工作。 

      第二，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

验。19世纪初叶以来，在我国的新闻战线上，曾

各种类型的报纸。从刊期来说，有日报、隔日

报、半月刊、月刊、季刊、年刊。从版式来

小到四开、八开、十六开，乃至于六十四开

说，有单纯的政论报刊，综合性的时事报刊，也有

学、艺术、体育、摄影、漫画等方面的专业报

有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报刊，也有以工、农

专门报刊。从出版的地点看，有的是在封建政府直接控制的地

的，有的则是在租界乃至于国外出版的，有的是在

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有的则是在白区、国

澳和海外各地出版的。在后一部分报刊当中，有的是以党的机

名义出现的，有的则是以非机关报乃至于中

的报纸，重点在正张；有的报纸，重点在副刊。一些政治

守的报纸副刊，也可以被利用来作为革命和

外，为了防止反动当局的迫害，历史上还曾

“灰色”保护色的革命报刊。这些门类众多的

办报经验，是十分丰富的。总结和借鉴它们

律，举一反三，可以使我们的报纸有更大的

自的优势，办得更为出色。 

      第三，帮助我们更好地向老一辈的新闻

的中国报坛上，曾经涌现过一大批著名的优

于近代的有王韬、郑观应、梁启超、麦孟华

常、杨毓麟、章太炎、宋教仁、于右任、范

张季鸾这样一些著名的报刊政论家，陈其美、

少、邵飘萍这样的著名记者，陈冷、严独鹤

著名的报纸编辑和英敛之、彭翼仲、陈少白、

子、汪汉溪这样的著名的报业经营管理家。

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萧楚女、

年、杨松、邹韬奋、戈公振、俞颂华、范长

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和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他

时代的改革家、革命的先行者、进步的思想

的英勇战士和经验丰富、卓有成绩的新闻工作者。他

下办报和办各种类型报纸的经验；有在新闻战线

也有打壕堑战的经验；有正面宣传的经验，也有旁敲

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他们在新闻业务

闻编辑、新闻采访、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新

及报纸的印刷发行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革新和



他们的业绩，总结他们的经验，是新闻史的一

究新闻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他们的

      第四，帮助新闻工作者丰富本专业的历

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较多的历史知识。要知道中

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

般历史知识，还应该有较丰富的本专业的历

的现状，也应该熟知新闻战线的历史。对报纸

电视事业是怎样产生的，怎样发展的；本国

要影响的报刊和新闻机构；有过哪些重要的

和著名的编辑记者；有过哪些重大的宣传战

有关的重要的法律条例和文献；历史上各时

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产

时期新闻战线上的敌友我三方面的状况如何；新

何；消息、专电、通讯、特写、社论、时评

产生和发展的；各时期的栏目设置和版面的安排有

些问题，都应该有所了解，不能数典忘祖。此外，新

以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新闻事业自身的规律，便于我

实践中，顺应规律、取得自由、因势利导、

践中的一些问题，如报纸的属性、报纸的定

纸和读者的关系、报纸的指导性与服务性的

读性的关系、舆论一律与舆论不一律的关系、歌

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关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的

新闻史的研究，来加深理解。因此，新闻史的

少数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事情，对于广大的新

究工作者来说，也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   

      新闻史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年以上的

报》上发表的专论《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

上发表的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就是我

史的最早的篇什。至于新闻史的专著，则以姚公

史》为最早，这部专著作为附录，收入1917
海闲话》，其问世的时间，早于我国最早的新

《新闻学》(再版时改名《新闻学纲要》)两
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

      从1917年第一部新闻史专著问世到现

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17年至1949年中华

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新闻史

通史方面的代表作，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

新闻事业》、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

报业》、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本国新闻史》等。

代表作，有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项

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的日

定期刊物》、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长

史》(收入《新闻学集成》)等。属于新闻史文集方面的代表作，有

玉声的《报海前尘录》、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

闻史人物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张静庐的《中

鹏的《新闻记者外史》、赵君豪的《上海报



史某一个方面的专著，则有赵敏恒的《外人在

的《中国舆论史》、如来生的《中国广告事

新闻教育史》等。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新闻史

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这部新闻

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

展的历史，材料丰富，考订精详，是中国新

自1927年初版问世后，一再重印，并且曾

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是旧中国的新闻学著作

一本书。50年代初，这本书曾经由三联书店再版

国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学专著。

工作中，仍然有很大参考价值。其余的专著，

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的新闻史方面的材料，也都各有一定的

值。 

      这一时期新闻史著作的普遍缺点是：（

日期、编辑人员等基本情况的介绍，缺乏必要的

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

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

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办

不少错误的议论。（3）少数作者功力不足，率

少新意。此外，由于工作不够严谨，或所见资

还有不少史实上的讹误。考订精详如戈公振的《中

专著，近年来经已故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杨

同志复查，尚且发现了200多处错误，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说，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

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

史》等少数几部专著外，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

单薄。 

      第二个时期，是1949—1978年，即新中

全会以前的这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新闻史研

级的革命报刊史。50年代初期，以中央党校新

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一部分教员，共同编写

史》讲义，着重介绍和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后到新中

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历史。1959年这

新闻系作为内部教材铅印出版。1962年，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

新闻系编印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

的新闻史教师以这部讲义为基础，根据教学

的。这几部讲义和教材的出版，弥补了旧中

白，奠定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史的基础，对

一步开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这一时

性质的新闻史参考用书，它们是中共中央马

编辑出版的三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潘梓年等撰

的回忆》，张静庐编辑的三大本《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五大本《中

国现代出版史料》，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和徐忍寒

《申报七十七年史料》等。 

     与此同时，一些新闻业务刊物和文史刊物上也

新闻史的文章。其中如李龙牧所写的有关《新

历史的文章，丁树奇所写的有关《向导》历

曹谷冰合写的有关旧《大公报》历史的文章，

界日报》历史的文章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研究特别是无产阶级新闻史的研究，是有成



 

想影响，开展得还不够深入。一般地说，对

历史的研究不够。党报史中，对党报史的人物活

研究不够。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也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

      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

年光景。这是新闻史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的时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新闻史教育与研究的

命”以前，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只有高

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江西大学、杭州大

个大学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教师和个别业余的新

数不过二三十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

支队伍也基本上转了业，新闻史的研究陷于全面停

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煮鹤焚琴的局面才宣告

在几个老的大学新闻系中恢复了新闻史课程，重建了

1982年为止，已有14所大学的新闻系或新

为了解决新开办的新闻系新闻专业的新闻史

年特地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设立新闻史

面的人才，使新闻史教师的队伍，在短期内

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相继

究生。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新闻研

集了一大批有丰富新闻工作经验和较高理论

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并招收部分新闻史方向的

新闻史研究的骨干力量。 

      此外，1980年以后，北京及各省、市、自治

和新闻研究所，并在会所的领导下，设置新

闻史方面的研究。其中仅首都新闻学会的新

员，全国各新闻学会新闻研究所也都有专人

闻史的研究工作者队伍迅速扩大，达到前所未有的

了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专著，先后有《报

料》、《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史》

闻》、《旧闻杂忆》、《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

源》、《中国新闻业史》、《新华日报的回

广播回忆录》、《中国广播简史》、《中国

《华南新闻事业史料》、《世界日报兴衰史》、《

年》、《记者生活三十年》、《辛亥革命时

辑)等20余种。其中有通史，有断代史，有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像《新闻研究资料》、《新

《新华社史料》、《天津新闻史料》、《武

“以新闻史料和新闻史料研究为主”的定期和不定期的新

物。其中仅《新闻研究资料》一种，从1979
就已经出版了27期，发表了643篇近550万字的新

的其他报刊和新闻业务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

章。这些文章，累积起来在1000篇1000万字以上。因

路线，树立了良好的学风，这些文章的质量，也有明

代、近代、现代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中，都有不少新的

      再次是新闻史的研究活动全面展开空前活

史、断代史、编年史之类的新闻史研究项目，

史以及个别报纸、刊物、通讯社和新闻界人物

也都有专门的班子或专人在分头进行。拿专业

国共产党党报史、中国广播电视史、中国军



史、中国铁路报刊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社

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等

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中国军事报刊史》一

之华同志合作编写出20万字左右的初稿，即

究工作，也开展得十分蓬勃。不少省市的新

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湖南新

工作同步进行，启动最早，已经写成初稿，正在

和武汉地区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已经对省

200家通讯社进行调查，积累了100万字以上的文字

分论文。黑龙江省新闻学会的罗玉琳、艾国

方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解放战争

《东北根据地战略后方的党报》的近4万字的初稿。

的李孟坚等四位同志，则为原察哈尔地区的

的初稿，正在作进一步的加工整理。此外，天津新

在进行中的天津新闻史编写工作，吉林省新

行中的吉林新闻史和伪满时期东北新闻史的

定的进展。其余陕西、四川、广东、新疆等地的地方新

作，也正在积极进行。重要报纸刊物历史的

期的成绩十分显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

报》史和《新华日报》史的编写工作即将完成，年

如《大公报》、《救亡日报》、《立报》、《申

《新民报》、《时事新报》、《盐阜大众》等近百

报刊，也都有专人分别进行研究，写出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其中以

《申报》史的研究工作开始最早，投入的力量最大。上海新

特地成立了一个包括原《申报》总经理马荫

编写组，对这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内容

深入细致的研究，争取早日写成专史。通讯

上日程的。新华社、国新社、全民社等重要通

在进行，其中的部分成果已在业务刊物上发

报刊活动家、著名报刊政论家和名记者的研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所突破。近几年来

进展。经《新闻界人物》一至四期介绍过的中外新

韬、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戈公振、瞿秋白、蔡和森、

林白水、王芸生、胡政之、斯诺等十数人。

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介绍过的我国历史上的新

版为止，就有梁发、黄平甫、郑观应等278
左右的进度继续介绍。个别名记者名报人的

《史量才传》、《张季鸾传》、《赵超构传

写，可望在1986年左右出书。 

      由于新中国成立已经35年，新中国成立以

总结，当代中国新闻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也已上

闻系新闻事业史教研室牵头联合北京广播学

系新闻史部分教学研究人员组成的编写班子已

资料，草拟提纲，争取在两年内完成初稿，以

空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受到了社会上的普遍重视，得到了新闻事业单

关、新闻界知名人士和老新闻工作者的热情支持。曾

报》工作的一大批老新闻工作者联合成立了《新

经在《晋绥日报》及其前身《抗战日报》工作

合召开了《晋绥日报》报史座谈会，曾经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工作

老新闻工作者，联合召开了太行新闻史座谈

有关地区新闻史的编写工作。不少老新闻工作者如

夏衍、张友渔、石西民、萨空了、陆诒、廖井丹、



岗、李庄等，都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这项活动

忆文章。为了推动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发展，新

信息报》在总编辑冯迈的倡议下，还拨出了一

闻史研究基金会，为新闻史的研究活动提供

闻史研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估计

业单位，关心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为这项工作提供

      一些历史上著名的新闻工作者的纪念活

活跃。1984年举行的有首都新闻出版界联

纪念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邵飘萍

飘萍学术讨论会，甘肃省新闻研究所、兰州大

远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即将举行的还有戈公振、范

闻记者的纪念会。这些活动，都得到了社会

支持，促进和加强了对新闻史著名人物的研

工作，也起了有利的影响。另外，这一时期的新

整个史学界的重视。中国史学会召开的几次有

会，都热情地邀请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参加，

规划中，增加了新闻史方面的项目。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是有很大成

年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就远远地超过了以往的

的势头很大，前景十分广阔。这说明我们的新

四化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没有十一届三中全

想路线和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就不会有新

荣。这也说明，新闻史作为新闻学和历史科

头的，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如今初试锋芒，就已

时日，是未可限量的。所谓的“新闻无学”

学”的说法，都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四 

      要搞好当前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还需要注意以下几

      第一是继续克服“左”的思想影响。新

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思想和

的影响，在如何对待传统继承的问题上，在如何

上，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新闻史人物的问题上，有很多束

和禁区。其结果，使写出来的新闻史，议论

点，缺少有关报纸编辑、评论、采访写作、

闻业务活动方面的内容，缺少对新闻界人物活

述和评价，缺少对报纸作为传播工具，在传

想启蒙活动等方面所起作用的论述和分析，也缺少

个方面各种类型报刊、通讯社和它们之间关

乏纵深和立体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

“左”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在新闻史的

表现。今后还应该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清除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

学风，使新闻史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第二是加强各方面的协作和交流。新闻

的历史时期很长，涉及的报纸、刊物、通讯

物，数量和名目众多。少数几个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包打不了天下。一

部多卷本的中国新闻史的产生，尤其需要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和

50年代初期编写成功的那部《中国现代报刊史》，就是几

史研究工作者协作的产物。在此以后陆续出版的《五四



绍》、《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中国

方面的新闻教学研究工作者协作的产物。正在

《中国当代新闻史》、《中国新闻年鉴》中的

栏、《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的中

编写工作，也都将以协作的方式进行。我们

者，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协作关

扬这种好的传统。在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中，

题、某些新闻史的事件、某些新闻史上的报纸

和看法，都是完全正常的。这些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只要言之有故，

持之成理，成一家言，就都应该受到尊重。

通过互相探讨和切磋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不妨

择善而从。  为了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繁荣，我

派门户之见，提倡学术上的互相补充和争鸣

许可的情况下，还应该逐步地扩大到香港和台

陆续出版的中外新闻史著作，已经接近80种
李瞻等分别担任主编的同名的两部《中国新

国新闻传播史》、《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和《中

业》，有朱传誉的《先秦传播事业概要》、《宋代新

报史报学》，有冯爱群的《华侨报业史》和林友

史》，有赖光临的《梁启超与近代报业》、

“民”报之研究》、陈纪滢的《报人张季鸾

传》等等。此外，台湾出版的《报学周刊》、《

者通讯》等新闻学刊物上，也刊有不少有关

和论文，有的是作者精心研究的成果，有一定的

为立场不同，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但所汇

考价值。一般地说，港台出版的这些专著和

的研究上，在华侨报史的研究上，有较高的造

学者的不足。在个别近代报刊报人和有关港台地

上，由于掌握了较多的材料，也可以给大陆

借鉴。台湾新闻史学者的共同不足，是缺少唯物史

少作为研究基础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海峡两

在双方都投入力量进行研究的许多课题上，特

的研究上，有很多共同语言。在实现祖国统

间的学术交流和协作，取长补短，互通有无

和这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好处的。

      前不久，《中国新闻年鉴》的“中国新

者，已经向现在台湾的新闻史学者朱传誉、

同合作编写好这个栏目和为这个栏目撰稿的公

的同行们能够对此作出积极响应。在实行对

我们还应该逐步地加强和国外中国新闻史研

世纪30年代以来，不少外国人就对中国新闻

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838年英国传教士

是外国人所写的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第一篇文章。

报。1933年美国人白瑞华写的《中国报刊

中国新闻史的第一部专著。当时，他正在燕京大

纪40年代以后，在这个研究领域投入较多力量，取得

要是日本的新闻史学者。他们当中，有的人致力于中

历史的研究。曾我部静雄的《支那政治习俗考》一

封建官报和小报的章节，小京忠吾的《中西之交流

秀美的《民报索引》和小野信尔的《民吁报

主要研究成果。有的人致力于现代当代中国

的有牛岛俊的《中国的新闻》、小野秀雄的《中共的新

的新闻》和藤田正典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杂



中国新闻史学史的研究，如足立利雄的《中

年来，还有不少国外的博士研究生把中国新

题，选作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如哈佛大学

（Lutao Sophia Wang)的《中国近代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