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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好中国新闻事业史，抓住历史事实发生的线索是关键，因为线索起到的是纲举目张的作

用，也就是说，理清并抓住了线索，就很容易掌握与线索密切相关的重大的新闻历史现象，比

如重要文献、著名人物、优秀作品、重大事件以及重要的新闻思想与工作经验，而这些正是学

习中国新闻史要掌握的重要内容。 

一般来说，中国新闻史教材都是以当时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大纲来编写的，如维新运动、辛

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五四运动、中共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等。如果对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较为熟悉的话，学习中国新闻事业史就

轻松一些，因为中国的新闻历史现象就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中逐次展开的。这是一个方面。另

外，还可以以当时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的新闻活动为主要线索来学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具体内容包括： 

(1) 唐、宋、元、明和清朝的官报以及宋朝和清朝的小报。 

(2) 外人在华的新闻活动。外人创办的报刊有中文宗教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

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有英文商业报纸，如《字林西报》、有中文商业报纸，如《申报》、也

有中文或英文的政治性报刊，如英文的《香港公报》等。 

(3) 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新闻活动。维新派的办报热潮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这是国人的第一次

办报高潮，出版有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强学报》和《时务报》等，但在慈禧发动政

变之后，维新派在国内陷于沉寂并逃到海外办报。革命派创办的报纸始于《中国日报》，武昌

起义后革命派执掌政权，引发了国人的第二次办报高潮。但这个政权最终遭受重大挫折，为袁

世凯所掌控，国人办报陷于低潮。 

(4)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活动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后，那时中共在筹建

的过程中就改组了《新青年》，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和工人报刊等。中共的新闻活动是与其

革命活动紧密相联的，因此，我们可以以中共革命活动地点的转移为切入点来把握其新闻活

动，即：上海(中共成立)→武汉(上海“4.12”蒋介石政变后迁移至此，“7.15”汪精卫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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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转入“地下”)。大革命失败后：江西瑞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延安(长征至此)→北

平(解放战争胜利后)。这期间中共先后创办了《向导》、《热血日报》、《红色中华》、《新

中华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等一些在历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报刊和地下报刊，如

《布尔什维克》等。这一时期重要的事件有红色中华社的成立、广播电台的创办、延安新闻改

革和反“客里空”运动等。 

(5)中国国民党的新闻活动。国民党的新闻活动的区域和规模是与国民党政权的控制范围和军

事力量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看来，由于各种外部力量的较量，其统治大体上经历了一个控制─

─收缩──再控制──失控的过程，其新闻事业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收缩──扩张──崩溃

的过程。我们可以以国民党政治活动中心的转移来把握其新闻活动，即：南京(蒋介石发动政

变后在此成立国民党政府)→重庆(南京沦陷后撤退至此)→南京(抗战胜利后回迁)→台北(内战

失败迁至此)。这期间国民党政府一建立，它一方面建立起其庞大的新闻事业网，使触角遍布

其统治区域，一方面对对抗的组织和个人的新闻活动实施打压和迫害，期间发生了史量才遇害

事件、破坏《新华日报》的出版、“文萃三烈士”案等。 

(6) 日伪的新闻活动。日伪的新闻活动集中在东北三省以及在日本占领区的一些大城市，如北

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市。 

(7) 重要的民间报刊的活动。这些报刊包括《申报》、《新闻报》、《世界日报》、《大公

报》等，主要是掌握其历史演变、经营思想、政治立场等。 

(8) 中国新闻教育和研究的沿革。如新闻教育的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教学特色，新闻研究的

广度、深度和研究方法等。 

总之，厘清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线索，就能抓住这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掌握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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