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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新闻史学观 

笔者以为新闻史研究的功能有认识和考究新闻史史实、探究新闻史发展规律、预测新闻史发展

趋势和指导当下传媒运作与新闻史学教学等四个方面，以功能不同可把新闻史学分为考究新闻

史学、理论新闻史学和实用新闻史学，即考究新闻史学重在认识和考究新闻史史实，理论新闻

史学重在探究新闻史发展规律，实用新闻史学重在预测新闻史发展趋势和指导当下传媒运作与

新闻史学教学。过去，我们新闻史学界把精力集中在了考究新闻史学和理论新闻史学方面，却

忽视了实用新闻史学。回顾我们的新闻史学，一开始受新闻无学论的束缚，接着是新闻史无用

论的冲击，以致于在2004年4月24日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

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仍听到有与会者说新闻史无用，还有不少与会者不敢大声说新

闻史有用，唉！真是新闻史学很大的不幸啊！ 

笔者认为历史是最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新闻传播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邵飘萍、范长

江、穆青等优秀记者的采访方法、经验；可以领略邹韬奋热心为读者服务的做法和精神；可以

观赏到梁启超、张季挛、毛泽东誉满全国的评论文章，以及史量才、胡政之的卓越的办报、经

营才能；可以知道程沧波主持时期的《中央日报》为何传播效果较好的原因是淡化党报严肃面

孔，向民营报纸取经是重要因素；可以明白梁启超何以“潸然泪下”将《新民从报》停刊，是

因为只有一支如椽之笔还不行，传播先进文化和思想很重要；可以了解到《大公报》、《文汇

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等知名报刊的兴衰、发展史和背后的原因；甚至是明

白当下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文新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等等著名报业集团是如何出现，

它们为何发展壮大的（中国当代新闻史嘛！）。“今天的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而今天的新

闻，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历史就是社会事实的凝结和沉淀，今天的社会也是历史演进的结

果，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也没有我们今天的智慧。换句话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

人类的经验，经验是历史的另一个名字。今天传媒界的各种新技术、新文本、新管理方式、新

运行方式等都是在经验下取得的、进行的，而这一切又必将成为明天传媒界的经验，明天传媒

界的历史，你怎能说历史无用呢？所以笔者初生牛犊不怕虎，年少放狂言，提出实用新闻史学

这一概念，并斗胆纂写实用新闻史学纲要。 

二 何谓实用新闻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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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又惊人的不相似，就像拿破仑入侵俄国和希特勒入侵苏联、石达开带领

军队到大渡河和毛泽东带领的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但又为什么会出现希特勒的遭遇和拿破伦

相同，蒋介石虽叫嚣让毛泽东作第二个石达开而红军却胜利度过大渡河二者截然不同的结果。

同样新闻史也是如此。比如2004年中国郑州的报业市场与1904年美国纽约的报业市场，请看—

— 

2004年的郑州与1904年的纽约  

2004年，郑州注定因传媒而躁动。这一年的年初，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欲全新打造今日消费，这

一年的春天，郑州晚报发动春季攻势，欲把大河报拉下马，这一年的三月份，云龙大侠（马云

龙）操刀经济视点，想重新塑造河南的华尔街日报，这一年的年中，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走

的马国强扯起大旗，想全力打造东方今报.......于是一夜之间，郑州传媒兴奋不已，编辑记

者躁动异常，知名者四处出击，力求以名占位，不知名者私下活动，希望求得一根救命稻草。 

面对这种躁动，有人欢呼，有人沮丧，更有人骂娘。但不管怎样，2004年的郑州传媒还是因变

化而热闹。不过说起变化，2004年的郑州传媒有点象1904年的纽约。 

1904年，纽约报业发生了那些大事呢？这一年，阿道夫.S.奥克斯在苦心经营8年之后，终于把

《纽约时报》办成了赚钱机器，但是他因为投资250万美圆建时报大楼而再次成为“负翁”。

不过不久之后，奥克斯就碰到了当美国历史上最为牛比的总编辑卡尔.V.范安达，经过接触，

范安达接受了奥克斯的邀请，开始了长达25年的《纽约时报》总编辑生涯，而在此之前，范安

达曾任《纽约太阳报》的夜班主编，他是一位数学天才，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是他率先报道了

爱因斯坦，在他的出色指挥下，《纽约时报》在1912年完成了世界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泰坦

尼克》沉没系列报道。然而，这些都是后话，在1904年，《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还比

较小，远远比不上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和赫斯特的《纽约日报》，与它景况相近的是《华

尔街日报》，但该报此时的影响力和发行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然而100年后，这两份报纸都

成了世界报业的典范。 

再回头看看2004年的郑州报业。这一年，大河报的发行量仍然居高不下，郑州晚报还在爬坡，

河南商报还在续写神话，东方家庭报已由日报改成周报，然后再由周报改成日报，河南日报开

始改版，今日消费也算横空出世了，电视台也纷纷改版了，马云龙在经济视点报碰壁之后，加

盟了商报，马国强则被排挤出了河日，开始涉足电视业，宋新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徐建循仍

大权在握，并准备借助马云龙再创辉煌，贡振国在晚报的日子越发艰难，窝里斗正在消耗这位

报纸奇才的能力，人们说，贡很需要奥克斯那样的发行人，张小气无法为贡振国提供非常到位

的创业环境。 

谁将成为2004年郑州的范安达？是梁廷耀还是贡振国，是马云龙还是马国强，人们拭目以待。 

笔者以为所谓实用新闻史学就是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史中为后进国家和地区传媒运作与发

展所面临的问题寻找出路与答案的一门实用性新闻学科。具体讲即用先进国家和地区传媒发展

经验与教训结合后进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史情为后者传媒的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智力支持。就

中国来说，实用新闻史学就是以中国新闻史为基础，以欧美新闻史为参照，中国新闻史情加上

欧美媒体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下中国的传媒运作与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这是当代中国传媒

在加入WTO后急剧变革、发展的迫切的现实需要。我们可以说实用新闻史学研究的目标是中西

贯通，互相促进；古今通融，以古促今。 

综观整个中国近现代新闻史或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发展史，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其中有个总态

势——港台学西方，沿海学港台，内地学沿海。当下和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这个总态势很难

改变。所以说实用新闻史学对中国来说，更为需要，实用新闻史学产生和发展已是迫切的现实

需要。 



三 实用新闻史学的历史渊源 

按笔者上面的观点，实用新闻史学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本来就存在的，它是新闻史学的重要

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与以往的考究新闻史学、理论新闻史学的区别就是它们的功能和研究

的目的不同，以往的新闻史学研究大都是仅仅停留在新闻史本身，即就史论史，没有从历史中

回到现实。比如2003年我国新闻史学界新闻史具体讨论里耶秦简是否最早的现存秦简、《东西

洋考每月统纪传》是宗教性质还是新闻性质的报刊、邵飘萍是否共产党员、范长江是否第一个

报道红军的记者等等。而实用新闻史学则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现实的需要，从现实需要出发，回

到历史中去研究，再返回现实中，结合现实问题，获得可以实用的研究成果。 

追溯实用新闻史学的渊源，在中国，笔者以为实用新闻史学到目前为止，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

期：潜伏期、准备期和草创期。具体为： 

1） 潜伏期，从鸦片战争前期到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

新闻史学从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步而起步。早的文章应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１８３８年写

的《京报分析》，早对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中土》、１

８７３年《申报》上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等。这些文章中只有相关的一些文字论及

中国新闻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统。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是１８９５年李提摩太

的《中国各报馆始末》，１９０１年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及１９１７年《上海闲

话》一书中姚公鹤所写《上海报刊小史》一节。１９２０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开始设置

新闻学专业，最初叫做“报学系”。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作为新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完成于１９２６年底戈公振的

《中国报学史》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

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４９年前，我国的新闻史

研究是有进展的，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突破。解放后直到１９７８年，新闻史的研究继续在

海峡两岸同时进行，但成就都不大。经过３０多年的积累，１９７８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

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１９８１年《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了，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

熟与繁荣时期的到来。从戈公振到方汉奇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两座高峰。但总的看来，这一时

期，基本上完全是考究新闻史学和理论新闻史学时期，实用新闻史学潜伏在二者之中。 

2） 准备期，从改革开放中期到现在（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 

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极大的冲击着大陆的新闻传媒，

中国媒体自身的改革开始。媒体改革的趋势是学习港台和西方，即由事业性单位转向企业化，

经营转向市场化。为了满足这一时期的现实需要，国内新闻界开始把西方传媒发展史介绍到国

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一大批介绍西方优秀传媒的图书面世，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追寻—

—美国媒体前沿报告》、《走进英国大报》、《走进美国大报》等图书，它们的出现表现出目

前中国传媒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而急需智力支持，它们的出现是中国传媒人一种出

于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本能的、不自觉的向西方媒体的求教。这些图书，大都采取访谈的形式来

组织文章，向人展示西方大报的发家史，但这只是传媒人的一种参观，文章也只是一种记录式

的新闻笔法，很难从根本上给面临空前变革的中国传媒以治本之药方。然而这之中，却已有实

用新闻史学的成分，所以笔者将其看作是实用新闻史学的准备。 

3） 草创期，现在刚刚开始。因为实用新闻史学的理论体系还没创建，希望笔者的思考能有抛

砖引玉的作用，以此作为实用新闻史学理论创建的开端，更希望新闻同仁们能齐努力，争取实

用新闻史学的理论体系能早日创建完成，早日造福中国传媒。 

四 实用新闻史学的方法 

实用新闻史学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两种，一是从历史到现实，即直接研究新闻史实，从中得出

 



对当下传媒界有现实作用和意义的结论；二是从现实到历史再到现实，有两种形式，1）以现

实问题为出发点，研究历史上具有与之某种共同成分的各案，结合现实情况得出解决问题的办

法。如上面的2004年的郑州报业市场征战问题，就可以研究1904年的纽约报业市场，从1904年

及以后纽约报业市场的变化与媒体沉浮，再结合郑州报业市场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得出各报的

市场征战策略。2）以现实中某一成功个案或个体为参照或榜样，返回历史中，追寻其成功的

条件和原因，结合实际情况，对实际中的个案或个体制定走向榜样的实施方案。如不少媒体曾

打出要做中国的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那就应研究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发家的历史条件与

原因，在结合自身情况，再制定一份能够达到目标的具体实施方案。 

五 实用新闻史学研究的任务 

当今中国传媒界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国家的发展需要中国传媒界的大发展，加入

WTO后面对国外新闻集团的进入竞争更需要中国传媒界大发展。而实用新闻史学今后相当一个

时期的任务是： 

1） 创建实用新闻史学的理论体系，只有理论体系健全了，实用新闻史学才能得到长足的发

展。 

2） 为处于变革中的中国传媒界保驾护航，提供智力支持。 

最后，再次希望笔者的思考能有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此作为实用新闻史学理论创建的开端，更

希望新闻同仁们能齐努力，争取实用新闻史学的理论体系能早日创建完成，早日造福中国传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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