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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部“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是一部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
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密切联系新闻传播工作的实际，广泛吸收新闻传播学的
最新研究成果，高挹遐揽，取精用宏，供新世纪的高等院校新闻传播院系教学使用的系列教材。
20世纪初以来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这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通讯社之后，广播、电视、网络和多种新媒体
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新
闻传播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
这100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其中最近的30年，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发展得尤为迅猛。
据上个世纪末的统计数字，截至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999年，全国已有公开发行的报纸2100种，
通讯社2家，广播电台1200座，有线和无线电视台3000一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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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涵盖新闻学、传播学两大学科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广告三个专业。
　　21世纪已经来临，集聚力量，重新编写出一套体系完整的，能够为新世纪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人才
培养服务的新闻传播学的系列教材，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了这套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编著者都是各教学领域的专家，其中有许多人是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收入本系列的教材，有国家级重点教材，有部级重点教材，其他教材也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精品，充
分保证了其质量和权威性。
　　本套教材的特点具体如下：　　第一，内容新，涵盖广。
　　第二，写法新。
　　第三，作者阵容强大。
　　总之，这套教材的出版能够较好地满足新时代新闻传播学教学发展的需要，在宏观上，使学生，
把握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熟悉其整体的框架；在微观上，能够借助教学使学生对新闻传播学的实
践业务知识有具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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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第一节 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溯源二、两汉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传播活
动汉代以后，邮驿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每30里设驿，驿各有传，传置车，称传车，负责官文书和
信息的传递工作。
首都长安设有供地方官员和周边属国“通奏报，待朝宿”的“邸”。
中央政府部门设有负责接待和通报工作的主官“大鸿胪”和属官“郡邸长丞”。
此外，还设“公车司马令”一人，“主受章奏”；设“御史”若干人，充当皇帝的秘书，负责接受官
员们的报告和皇帝诏书的制颁等事宜。
封建政府内部的信息传播体制日趋完善。
面向全国臣民的政令发布工作，也日趋经常化和规范化。
《史记·高祖本纪》有关汉高祖入关前和百姓们“约法三章”的记载，《汉书·萧何传》有关汉武帝
元狩中“下诏御史，以蔬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虣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的记载
，都说明这类将法令和皇帝的诏旨公之于众广而告之的官方传播活动，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
 两汉时代已经进入了以文字传播为主的时代。
文字传播的载体，早期以竹和木制造的简和绢帛为主，有关的信息直接用笔墨书写在竹简、木简或绢
帛上。
造纸术发明以后，才逐渐发展到写在纸上。
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也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肇始于西汉中后期，完善于东汉和帝元兴年间，完善后制造出来的纸，时称“蔡侯纸”。
它的发明人蔡伦，并不是第一个试验造纸的人，而是早期造纸术由探索到完善的集大成者。
由于造纸术当时还处在草创的阶段，掌握技术的工匠还不够多，产量还不够高，使用还不够普及，两
汉时代的传播载体仍以竹简、木简和绢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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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的2009年修订版，是由巾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牵头，联合人大、复旦两所大学新闻学院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资深教师、中青年教师以及
在《人民日报》从事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
由疗汉奇担任主编，方汉奇、丁淦林、黄瑚、薛飞、杨雪梅、王润泽、赵永华、赵云泽等八人参与编
写工作。
他们的简历如下：方汉奇（1926－），男，广东普宁人。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南京火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南京大学
等17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顾问、客座教授、兼职教授。
曾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4年），全国优秀教师（1987年）、北京市优秀教师（1987年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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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闻传播史(第2版)》是方汉奇编写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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