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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有两本山峰之作，一本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另一 本则

是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前者由戈公振先生在1926年6月完稿，1927年1 1月由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由方汉奇先生主持，规划于1987年，1992年、1996年、19 99年分

别出版第一、第二、第三卷。前者虽不是第一本新闻史著作，却是新闻史研究的第一 次重大

意义的突破，标志着中国新闻史走上整体的、系统的研究轨道；后者是迄今为止规模 最大、

涉及面最广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成果的集大成者。它对中国新 闻事业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述，从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视到电子报刊；从新闻摄 影、新

闻图片、新闻记录电影、新闻事业经营管理、新闻法、新闻社团、新闻界人物到新闻 教育；

从编辑、采访、出版、印刷、发行等一般新闻业务活动到新闻教育、新闻传播学研究 ，篇幅

之宏大，材料之厚实，内容之丰富，方面之细致，建构之完整，在同类著作中达到顶 级水

平，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新重大突破。  

正如河有源头，细流不涓，方能成浩荡之势，中国新闻史研究这条大河，二十世纪初由 《中

国报学史》开创主源头，几多波折，几经风雨，艰难地跨越二十年的战乱动荡期，不屈 地在

六、七十年代“左”倾环境中伸直胳膊，在改革开放后呈现蓬勃发展的喜人状况，使得 新闻

史研究具有七十年的丰富积累和深厚基础，终在世纪之尾，兼收并蓄，汇入《中国新闻 事业

通史》这条最大的支流，为整个新闻传播学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站在新世纪的入口， 回顾

上世纪新闻史研究的成败得失，更能体会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历史价值，它是二 十世

纪新闻史研究的学人对前人的总结和对后人的交代，我们认为它咱以下多个方面超过了 前人

的同类著作：  

首先，它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里程碑式的煌煌巨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分三卷共25章 约260

万字，除了字数篇幅上无人望其项背外，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新闻传播的方方面面， 在地域

上不仅着眼于内地，而且兼顾台港澳等地区；在时间跨度上从先秦两汉时期的古代新 闻传播

活动一直延伸到当代的新闻事业，上起于公无前二三世纪，下止于1990年，跨度达22 00年，

其中1949年到1990年的当代部分，是以往多数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方面的专著和教材所 没有涉

及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这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在结构安排上，古代部分历 时2000

年，仅用了12万字，占总篇幅的十五分之一，近代部分历时100年，用了48万字 ，占 总篇幅

的三分之一弱，现当代部分历时70年，用了100万字，占总篇幅的二分之一强，基本 体现了厚

今薄古和详今略古的原则。  

其次，几乎所有现在的对新闻史研究有所建树的专家者都参与了此书的撰写。一部体例 详

备、卷帙浩繁的通史工程，需要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中国新闻 事

业通史》参与撰稿的连同主编副主编在内，共有24个单位的47位作者，有的是长期从事新 闻

史研究、著述丰富的专家学者同，有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培养出来的具有硕士博士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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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青年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有的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实践，新近从第一线领导岗位上退 下

来的从事研究课题的老新闻工作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专长，分工时每个人所写的都是他 们

自已最熟悉最有研究的领域，这样可以博采众长，各出机杼，集腋成裘，有事半功倍之效 ，

各个篇章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组合成一部质量上乘的书稿。  

再次，《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吸收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全书在编写过程中， 十分

注意借鉴和利用前人在中国史、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包括海峡两岸和海 内外

中国新闻史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既有所师承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利用前人的成果时 ，不

忘尊重他们的劳动，全书所有的引文论据都尽可能地注明出处，注释力求翔实准确，引 文力

求意义完整，避免断章取义，一些有重大参考价值的材料，适当置于注释之中，供读者 参

考。同时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负责撰写自己处于研究优势的那一个领域，就使他们在自己熟 悉

的园地里驰骋，在规定的字数里，进行深入的开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使 全

书能够充分反映出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  

最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纠正了过去各类新闻史著作中不准确乃至错误的提法和记 录。

承认新闻史是一门科学，就必须对新闻史研究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对第一手材料要进行 由表

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分析，从而得到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 实事

求是的学风，表现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在于它对新闻史上的各个具体的报刊、 人

物、事件，力求作出正确的评价，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政治帽子，对新闻史上有争议 的

一些问题、人物和报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在行文和注释中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 ，

以便读者择善而从。新闻史研究中，对史料的考订和甄别是基础工作，从新闻史这门学科 诞  

生起，就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中国报学史》虽然意义重大，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不 

少史料有差错就是其中的疏忽之一，方汉奇先生在他那本被公认为“中国50年来第一部有影 

响的新闻史专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后记中，提议要补充解放前出版的戈公振的《中 

国报学史》的不足。后来，方先生等人专门撰写、订正戈著多至二百余处。然而学术研究的 

水平不断提高，方先生认为他10多年前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中有不少结论与时代有 

所脱节，借着这次写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机会，方先生对过去的东西几乎是推倒再

建 ，重写了一部近代报刊史，许多结论既恰如其分又焕然一新，而在与《中国新闻事业通

史》 具有同样学术参考价值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方汉奇先生领导编写者，通过细

致认 真的梳理和考订，纠正了此前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中的错误超过了2000处。敢于推翻自

我，鼓 励学术争呜，是方汉奇先生尊重事实的一贯表现，比如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

军〈进 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中，方先生如实地提到自己“在以往写的《谈邸

报》文中 ，曾经把唐朝的‘邸报’笼统地称为封建王朝的宫廷官报，现在看来，是不够准确

的。”方 先生提出的观点“《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报纸”现在也有人反对。但方

先生在另 一篇文章中很明确地说出了他的看法，他鼓励新闻史的编写工作者要“多闻，择其

善者而从 之”。  

作为一部新闻通史著作，如何理解新闻史，用什么观念统帅整部书稿的写作，让全书有 一个

清晰的脉络，是此书能否具有鲜明特色的前提。《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把新闻史的研究 和各

时期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 影响

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所以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又因为 新闻

活动和各时期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新闻史又必然 离不

开阶级斗争史和政党运动史。同时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新闻史和文化史的其他各个分 支联

系密切，比如近代历史上几次大的启蒙运动，哲学和文学战线上几次大的论战，马克思 主义

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多种文学艺术流派的形成及其代 表作

品的问世，著名作家、表演艺术家的崭露头角以及得到社会的承认，某些科学文化知识 的普

及和传播，无不和报刊有关，所以加强新闻史研究有利于促进文化史的各个部门研究工 作的

进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完成，圆了文化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宿愿。 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替。《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完成，有利于广大新闻工作者、新闻 理论工作者和关心新

 



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读者更好地了解有关新闻事业的历史知识，继承和发 扬历史上的新闻宣传

活动的优良传统，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新闻传播媒介的经验教训，改 进我们的工作，更好

地促进当今新闻事业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我国出现一大批爱国进步 的新闻媒介，从刊期

上看，有日报、隔日报、三日报、周报、旬报、半月刊、月刊、委刊、 年刊；从版式看，有

全张、对开、四开、八开、十六开乃至六十四开；从内容上看，有综合 性报刊和侧重于科

技、文学、体育、艺术、摄影、漫画等方面的专业性报刊；从读者对象看 ，有以一般读者为

对象的，也有以工、农、青、学生等一部分读者为对象的。这些门类繁多 、风格各异的报刊

令人目不暇接，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搞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报业经营，有 直接的借鉴意义。

再比如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可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党 报的优秀传统：全

党办报；联系群众；做好党的耳目喉舌；反映人民的声音；讲真话；艰苦 奋斗等等，为办好

我们的党报出谋划策。中国报坛上，曾经涌现大批优秀新闻工作者，他们 不仅是他们所处那

个时代的先行者，还是舆论战线上的英勇战士，像李大钊、梁启超、黄远 生、宋教仁、史量

才、胡政之、瞿秋白、恽代英、范长江、邓拓，他们在各种环境下创办各 类报纸的经验，至

今值得我们学习。  

金无足赤。方汉奇先生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序言中讲到此书的不足之处：“有些观 点不

一定妥当，详略的安排不一定适宜，评价不一定准确，分析不一定充分，以及由于作者 人数

较多而产生的文风不够统一等等。”这里有方先生的自谦之词，但作为一部著作，随着 时间

的推移，新的史料不断涌现，使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今天看来又有加以补充修订的 必

要，像尹韵公博士发现明代邸报一事，因为晚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的出版时间 ，

所以书中对此语焉不详。但瑕不掩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着眼于新闻事业自身发展及 经

验评述方面，反映了新闻史研究的最新趋势，它的完成实在是新闻史界的一大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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