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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1年第9期《新闻记者》上读到白子超先生的《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缺憾》（以下简称

《缺憾》）一文，文章指出了近20年中国当代新闻史撰写中的一些缺失。在缺少争鸣与探讨的

新闻界，这样的文章很少读到，我仔细拜读，收益颇多，但对于文中的观点并不完全同意，下

面逐一论述。 

晚报的客观历史地位 

《缺憾》一文主要是以晚报作为个案剖析中国当代新闻史研究中的不足的，认为在当代新闻史

的研究中对晚报的研究不够，在著述时应增加相应篇幅。我也认为对晚报的研究应予重视，但

重视到什么程度，则有异议。 

在建国以来形成的新闻体制中，新闻事业是被作为宣传舆论工具来看待的，凸显的是政党工具

的功能，信息功能弱化，忽视甚至排斥服务和娱乐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晚报的发展规模必然

受限制，其优势和特色不能很好发挥，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成为党报机关报的补充和附庸。可

即便是这样的地位也是求之难得。建国之初我国的晚报只有天津的《新生晚报》和《新民报晚

刊》（1958年改为《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分别于1957年10月1日和

1958年3月15日创刊，晚报遂增至四家。1961年，因国民经济困难，将《合肥日报》等9家市委

机关报调整为晚报，晚报家族才算又添新丁。不过这9家晚报兼为市委机关报，仍需兼负日报

的任务，办得如何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新民报晚刊》，在1956年改版之后，在老报人赵

超构的主持下，有过成功和辉煌，发行量曾达14.5万份。然而好景不长，到1966年“文革”开

始后，全国的13家晚报全部停刊，直到1980年后才陆续复刊。 

屈指算来，从建国到《缺憾》文中所提的几部新闻史的截止时间（1988年～1992年）的四十多

年中，晚报势单力孤、位卑言轻、角色错位及缺席的时间占了绝大部分时间。由是观之，实在

没法给晚报太多的篇幅。《缺憾》一文说：“据《新中国晚报五十年鉴》统计，1983年全国有

晚报15家，到1992年已有57家晚报了。1984年，《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

发行量均超过百万；1987年，《新民晚报》、《羊城晚报》达到170万份以上；1988年，《新

民晚报》最高达到184.33万”，从而得出“晚报的实际社会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结论。我不

否认有的晚报办得相当成功，发行量高居全国报纸的首位，但是在写史时，不是为某一家或者

某几家报纸树碑立传，而是把晚报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考察。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晚

报业的整体状况到底如何？在全国报业中居于何种位置呢？ 

据《中国新闻年鉴》统计，到1990年底，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统一刊号的报纸共1442

家，其中晚报38家，占2.6％，在各类报纸数占全国报纸总数的比例的排名中居第11位，与卫

生医药报并列，在少数民族文字报、科技报和学生、少年儿童报、文化报三个类种之后，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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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教育报之前。在1990年全国各类报纸平均期发数排列中，晚报为662万份，占第5位，在广

播电视报、综合文摘报、学生、少年儿童报等报种之后。⑴这样换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考察，晚

报就“泯然于众人”了。在涵盖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囊括各种新闻媒体的通史的写作

中，每种媒体所占的比例，不是由作者的主观好恶决定的，是新闻发展的客观状况使然。说现

有的几部当代新闻史著作“比例失当，各种媒体主次、轻重、多少的叙述有失客观和公允”，

我想，这种情况从不同的角度看或许会有，但愚意以为，在《缺憾》一文所提及的几本新闻史

著作中，就其分期、体例特点而言，有关晚报内容的比例大体适当，内容或可增加，篇幅或可

增长，但没有太多的增加空间。 广告额和发行量无疑是衡量一个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但

不是唯一的指标。而且广告额和发行量是外在的标准，在说明报纸内在的质量上缺乏说服力。

中外新闻史的历史和现状都证明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往往不是影响最巨的报纸。⑵时下中国的

报业亦可作如是观。报纸的发行量和质量、影响力是不完全成正比的。与主流大报相比，晚报

的不足是明显的：第一，晚报（这里的“晚报”泛指晚报和按晚报模式运作的都市报、时报、

商报等晚报类报纸）上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的政治、经济、国际、军事新闻少，重大政务

活动的采访少，即便有也是转载或转编于其他媒体或者从侧面、小的角度去采写，难以有自己

的独到之处或形成实力。第二，晚报对受众影响的深度不够。晚报把读者定位在市民阶层上，

提供的多为满足人们感官需要的层次较低的社会新闻和服务娱乐信息，读者对其采取的几乎完

全是消费的态度。晚报很少能提供引发人们深入思考的稿件，很少有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东西。

因此，晚报对人的影响的主动性差，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是满足，而不是引导和塑造。从受

众对信息的理解层次来讲，是表层的“知事”的了解，达不到“知情”乃至“知理”的层次。

第三，晚报从总体来说较少高质量、有特色有影响的评论和副刊。晚报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逊

于主流大报（《新民晚报》的前总编辑丁法章曾说，《新民晚报》“虽然有比较好的实践条

件，报道发表的机会多，但就坚持党性原则，以及采访、写作、编排的基本功方面，就不一定

超过《解放》《文汇》。中层干部跟他们相比，尽管表面是同级，其实也不一定是等量级的。

如果让《解放》《文汇》的人来办晚报，说不定办得比我们还要好，发行量比我们还大。”

⑶），难以打造新闻精品，并影响到报纸的整体质量。第四，晚报的格调不高，公信力差。晚

报提供的街头闾巷、家长里短的社会新闻多，有暴力、色情色彩的煽情新闻多，这种现象在九

十年代以后创刊的、按现代晚报模式运作的报纸上尤为突出。人们对这种新闻的态度往往是姑

妄读之，并不一定真信。此外，晚报很强的地域性也决定了晚报的影响限于某些地区。 关于

“主流媒体”与史著要求 

近几年晚报的发展空前繁荣，使人们对晚报刮目相看。提高对晚报的认识，客观、公正地认识

晚报的地位和作用，是新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标志。但对它的认识要有一个度，不能因为它的

一时繁荣而把它抬到不切实际的高度。晚报界的成功人士喊出要把“都市报办成主流报纸”的

宏愿，笔者认为这种愿望事实上难以做到，这是由晚报的风格特点所决定的。关于晚报的风格

特点，具体说法不一。五十年代著名报人赵超构为《新民晚报》确定了“短些，短些，再短

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我们不妨把“短”、“广”、

“软”作为晚报的主要特色。晚报的“软”决定了它在编采重大题材的政治、经济等硬新闻

时，将其“软化”。软化的硬新闻能满足市民阶层的受众，却不能满足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重

大作用的政界、商界、军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的需要，也不能担当起代表国家发言的严肃庄重

的主流媒体的职责。硬性的严肃的新闻报道将永远是主流媒体的内容主体。在面对广播、电

视、互联网等媒体的竞争挑战中，报纸的撒手锏是深度报道和解释性报道，这两种报道一般篇

幅较长，有时涉及理论内容或有思辨色彩，和晚报的“短”和“软”相斥。一张有影响的大报

也要求内容广泛，包罗万象，但和晚报的“广”的含义不同，广的内容不在一个层次上。 由

于主流报纸的不争气，日趋边缘化，晚报一定程度上乘虚而入，繁荣一阵子是正常的。可要让

晚报担负起主流报纸的功能，就有些勉为其难、自我膨胀了。即便现在的主流报纸真的边缘化

了，主流的位置也轮不到晚报。笔者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晚报，笔者赞成白先生文中提及的晚报

“有史”、“有论”、“有法”、“有术”的说法，承认晚报是一种独立的报种，不是党报机

关报的附庸，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办报规律。笔者也认为时下的党报机关报严重脱离现实和群

众，死板教条，漠视受众，漠视新闻规律，正面临边缘化的危机。笔者主张党报机关报能向成

功的晚报学习，从中寻出启示，深化改革，创新体制，真正担当起主流媒体的光荣职责。笔者

 



只是想让各种报纸“各就各位”。每种媒体都有它特定的受众群体。在社会阶层多元化、价值

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哪一家媒体也不可能涵盖所有受众。高明的办法是坚守自己的长处和特

色，维护好自己的受众群，如果贪心不足，走进“晚报日报化”的误区，办得“四不像”，就

是报社关门之时了。 白先生不平于几部新闻通史著作“未能充分表述晚报史”，在第三部分

颇为欣慰地提到了自家人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晚报五十年鉴》、《晚报新闻学》、《中国晚

报学》。虽然文中没有与那几部新闻通史直接对比的字句，但单列出一部分“立此存照”，可

视为暗比。其实，这样比较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新中国晚报五十年鉴》是年鉴体，与通史

不是一个体例。《晚报新闻学》是晚报的理论学著作，只是其中提到了一点儿晚报的发展脉

络，所占篇幅很少。《中国晚报学》在白先生撰文时尚未成书，但从书名和白先生介绍的该书

的四个部分观之，也是晚报的理论学著作，不是晚报史的专著，史的部分并不占主体。退一步

讲，即使上述三部书都是史著，也不能把晚报史专著与新闻通史相比较来要求篇幅和重视程

度。试想，怎能要求通史和断代史、地方史一样，详述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域的历史呢？从文中

透露的信息来看，白先生从事的职业与晚报甚为密切，对晚报情有独钟。这种情结是可以理解

的，但在学术研究中还是不感情用事为好。 理论 视野 体例 语言 

在《缺憾》一文的第四部分，白先生又归纳出新闻史撰写中的五方面缺憾，确实指中了一些要

害，但在具体阐述时没有深入和展开。笔者在学习新闻史的过程中，也常常感觉到不足之处甚

多，现拣感受尤深者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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