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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珞珈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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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传播学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人阐释传播学的基本原理，有人解读西方传播学派，有
人从传播实务中探析规律性的东西，有人用传播方法论观察现实社会，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限于学力和兴趣，我则努力运用新闻史学知识和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对中国自身
的传播历史、传播方式、传播观念，尤其是对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
了初步探讨，虽未有精进，亦权当是一种学术参与。
　　自1993年始，我为武大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国传播史研究”课程，发现学生对这方面的
课题亦饶有兴趣。
1996年，拙著《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出版，各方给予了一些肯定的评价：王晨同志赐序；新
闻传播学界前辈方汉奇、何微、楚崧秋、余也鲁诸先生褒奖；《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香
港商报》、《澳门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书刊文摘导报》、《传播研究简讯》（
台湾）等报刊发表书评，称是“与西方传播学对话”　　的传播史研究方面的“填补空白之作”；此
书还获得过不同层次的奖项。
1998年，我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中国传播史研究"。
这些，都鼓励着我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于是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试图在纷繁的史料中发现一些
能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东西，这样便有了现在这本《中国传播史论》。
　　这本书以及我计划中的传播史后几卷，原本应该早点出版的，但因教学任务太重，终无法实现。
我在武大执教已满三十二年，是学生将我“堵”在讲台上无法下来。
我几乎每学期都有课，且不止一个课头。
最近十几年，每年听我的公选课和必修课的学生不下二千人，及至后来把课讲到中央电视台的《百家
讲坛》上去了。
我不能丢下学生不管而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其他的事，因为受到学生的热爱是每个教师的莫大幸福。
我在做教书匠的前提下努力做一个“学者”。
但是，研究中国传播史要钻故纸堆，这显然又不够时尚、不够新潮，没有多少时髦的名词，更够不上
“学者”的等级，还要比别人耗费更多的时间。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校长李达有一句名言，说是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精神，意谓要
耐得寂寞，不计名利。
我将记住老校长的话，做一点实事，哪怕因此而寂寞终身!　　《中国传播史论》是我给研究生讲课的
一些专题，有的在《中国传播史》一书中已经论及，这次加以修订、补充，以求完善；有的原有初稿
，由研究生帮助整理出来；有的是按照我的总体思路和写作大纲，由研究生执笔撰写初稿，如，第四
章：邹莹；第六章：宋崇义；第七章：范小青；第十五章：陈治家；第五章、第十七章：欧阳询；第
二十章、第二十一章：曾茜。
全部书稿均由我逐字逐句修改审定，不少篇章曾数次反复，有的经修改后仍不满意，只得割爱。
参加本书部分专题研究、起草工作的研究生还有：刘兰珍、杨慧霞、余晓莉、杜永利。
邹莹协助我修订了部分书稿。
　　本书力求史论结合，在中国传播史的整体构架下，以专论的形式展开叙述和论证，其纵向大体勾
勒出中国古代社会传播发展的历史线索，横向又以点带面，对某一历史时期的传播实践作出历史总结
。
书中有些问题是学界尚未涉及的，有些问题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尽量从新的视角重新加以认识。
当然，这只是我的基本构想，书中论述尚不深入，有些章节我自己也不满意，这些都有待继续学习和
研究，也有待方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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