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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后辈，虽然已作过不少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专题研究，并发表过一些有
关论文，但撰写一部阐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轨迹的通史，仍有诚惶诚恐之感。
    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其成果大多为资料性或专题性的文章，也有一些综合性的
专著，如姚公鹤的《上海报业小史》等。
但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成果，则数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第一。
20世纪20年代，戈公振在收集、整理中国新闻事业史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描述了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新闻学者，戈公振的研究视角基本上停留在中国新闻事业（当时主要是报业）的形
式上，很少涉及到中国新闻事业的内容和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继戈公振后，许多资产阶级新闻学者认真整理和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
果。
与此同时，一批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新闻学者，则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
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将中国新闻事业的内容和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研究重
点。
20世纪50年代末，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工作者共同
努力，描绘出了一条全新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这条历史轨迹以中国新闻事业的宣传内容为重点，以中国新闻事业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反
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作为主线。
这一成果的取得，使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出现了第二个里程碑。
但是，这一新的成果，由于过分强调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忽略了对中
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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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新世纪版)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复旦博学”精品教材《新闻与传
播学》系列教材（新世纪版）中的一种。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新世纪版)以崭新的视角，即以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为脉络，
阐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作者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继承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又以其开放性的视野和国内外新闻传
播文化的底蕴，形成了这部教材兼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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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瑚，男，1955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
法学博士。
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1979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86年7月留校执教至今。
在复旦大学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曾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学进修一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还曾赴香港中文
大学、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作短期学术访问，赴澳大利亚参加“跨越文化的领域：亚太地区的传播
业”国际学术研讨会。
著有《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参加撰写的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上海新闻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辞海》等十数部著作、教材和大型辞书
，发表过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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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办   二、进步学生报刊的纷起   三、新旧思潮在报刊上的大激战   第三节 新闻业务工作与新闻学
研究和教育   一、新闻业务工作的重要改进   二、新闻学研究与教育的发展      第六章 无产阶级新闻事
业的诞生与初步发展   第一节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一、《新青年》的改组   二、《共产党》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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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报刊的出现与发展   二、〈京报》等北洋军阀统治区报刊的转向进步      第七章 国民党新闻
统制制度的建立与党营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国民党新闻统制制度的建立及其特点   一、新闻统制
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二、新闻统制制度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第二节 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网的建成与发
展   一、党营新闻事业网的迅速建成   二、党营新闻事业在战时的扩张   三、战后党营新闻事业从一统
天下到全面溃败      第八章 国统区民营新闻事业的艰难发展道路   第一节 新闻统制下的民营新闻事业   
一、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报业托拉斯计划的破产   二、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民营新闻事业   第二节 抗
战前后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变化   一、内地民营新闻事业的空前发展   二、战后民营新闻事业的日益
萎缩      第九章 沦陷区新闻事业的殖民化   第一节 沦陷区新闻事业的大劫难   一、日伪新闻事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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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与全面胜利   第一节 人民政权下的新闻事业的诞生   一、“红中社”、
〈红色中华》报的创办   二、党在国统区的地下办报宣传活动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抗战中
走向成熟   一、中共党报系统的重建与新闻通讯、广播事业的新发展   二、〈解放日报》的改版与党的
新闻工作的重要改革   三、《新华日报》与党的抗日宣传统一战线工作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
的走向全面胜利   一、抗战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收缩与再发展   二、反“客里空”运动与党
的新闻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   三、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全面胜利      第十一章 社
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   一、公营新闻事业网的迅速建成   二
、对私营新闻事业的成功改造   三、新闻教育事业的建设与改造   第二节 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挫折    一、
报刊、广播、通讯事业的发展与电视事业的诞生   二、“文革”对新闻事业的破坏   第三节 新闻事业
在改革中蓬勃发展   一、报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的发展   二、新闻学教育与研究的发展   第四节
“一国两制”与港澳台的新闻事业   一、 “一国两制”下的港澳新闻事业   二、台湾的新闻事业      第
十二章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在探索中前进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良好开端   一、新闻法制建设的
有益尝试   二、继承中共党报优良传统，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   三、以经济报道为主，注意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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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   四、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   第二节 新闻工作在挫折中发展   一、从“双百”方针的宣传到反
击右派的斗争   二、从“大跃进”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三、一场大劫难的前前后后   第三节 社会主义
新闻工作的全面改革   一、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   二、新闻改革的全面深化   三、新闻法制与新闻职
业道德建设的提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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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告捷文书抄写在大幅缣帛上，并将它像旗帜一样高高地悬挂在漆竿前。
送捷报的将士们擎着它，快马送往京城或皇帝所在地。
将士们在驿站换马、休息或住宿时，露布就竖在地上，让群众聚观。
北魏时代，战争连年不断，是露布的全盛时代。
在《文苑英华》等历代文献汇编中，还保存着隋唐时代的著名露布原文。
露布时效迅速、影响极大，效果立竿见影，既能安定我方，又能瓦解敌方，具有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因而作为一种新闻信息的传播形式被沿用了一千多年。
    二、古代报纸的出现与发展    自唐代起，一种通称为“邸报”的古代报纸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
这一封建王朝传播新闻信息的主要手段，直至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覆灭后才退出历史舞台。
    唐代中央政府条布于宫门外的朝政公报，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古代报纸形式。
现存对这一封建官报作最早记载的文献，是载于唐代孙樵《经纬集》中的《读“开元杂报”》一文。
孙樵的这篇文章作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载了开元时期有一种每天条布
于宫门之外的朝政简讯的讯息，并把这种朝政简讯的载体称之谓“开元杂报”。
当时有人将这种朝政公报抄录后寄往外地，孙樵看到的正是这种流传在襄樊地区的手抄件。
孙樵还将“开元杂报”的内容与编年史《开元录》进行比较，发现每一条都有根据，肯定了“开元杂
报”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根据孙樵关于“开元杂报”内容的记载，其中有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皇帝封禅的事件。
可见在此之前这种朝政公报已经问世，而且一直到孙樵撰写这篇文章的大中五年时，这种朝廷简报仍
在每天公开发布，内容完全是宫廷新闻。
孙樵把这种朝政简报称之为“条报朝廷事者”，可见当时并无一种固定的名称。
到了后唐和宋代，这种朝政简报才被通称为“朝报”，作为中央政府公开发布宫廷新闻的工具，直接
向民众宣布，时效迅速。
这种新闻传播工具并没有随李唐王朝的覆灭而消亡，宋朝的朝报和明清的宫门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
唐代朝政简报的继续。
    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割据势力形成，只有很少的地区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
藩镇设在京都的邸实际上成了情报机关，谍报人员在邸内进进出出，中央政府一般不敢过问。
邸的领导人称“邸务留后使”，由藩镇手下的得力大将担任，其下属称为“邸吏”，全都由地方上的
节度使委派。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留京诸道的邸一律被改称为进奏院，“邸务留后使”改称“知进奏
院官”，简称“进奏官”，但进奏官仍为地方节度使所委派。
进奏官的任务，除了呈递和承转文书、查询与地方有关的政务之外，就是不断向节度使提供京师消息
，收集军政情报，考察地方驻京使节和办事人员的表现。
进奏官给节度使的汇报材料，称进奏院状或进奏官报。
从现存的唐代进奏院状的实物和有关史料记载来看，它是专门提供节度使本人阅读的情况汇报，是一
种上行官文书，其中包含中央政府公开发布的官方新闻，如官员迁除、皇帝谕旨、军事捷报、皇室动
态等，还有进奏院自行采集的新闻信息，如节度使在京家属所受荣宠、地方节度使向朝廷交涉事件的
经过，甚至有向藩帅通报的朝廷绝密消息。
    唐代进奏院状中虽然有很多新闻性内容，但只送呈节度使本人阅读，有的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为观察
使，便只送呈观察使，没有复本，也不抄报州一级机关。
如果有的内容需要让州县官员知道，便通过道一级的名叫观察使牒的下行文书通报下属机构，在官场
上传播。
因此，从唐代进奏院状的上行官文书性质和传报途径的单线来看，它只是一种半官方的情报，与宋代
进奏院状的性质有很大的不同。
    在唐代，诏令全国这一秦汉时常用的传播形式还继续存在。
要是新闻内容对封建统治者有利，朝廷便会以诏令形式向民众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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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新闻从告知地方官到正式向老百姓公布，大约需要延迟半个多月时间。
唐代向各地民众发布新闻的方法，是由郡县长官指派书吏将诏令抄录在大版上，在村坊要路“膀示”
。
诸道观察使还派员检查抄录的诏令有否脱文和错字，以便及时察觉纠正，并作为郡守、县令政绩勤惰
的一个考察内容，上报中央。
    宋朝开国时，仍沿袭唐、五代的旧制，听任各州镇在京师自设进奏院，进奏官都由所派遣的州镇的
行政长官委派。
为了避免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局面长期存在下去，宋太祖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成功地削夺了藩
镇的军权，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于是以藩镇割据为背景的由地方势力控制的驻京进奏院制度难以为
继。
宋太宗接位的翌年（公元9r77年），中央政府宣布：藩镇的子弟只能到京师供职，不得在辖地任亲兵
将校；所有原由节度使直接管理的州郡。
全部由中央直辖，各州郡大吏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情况。
公元981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中央政府接受起居郎何宝枢的建议，命供奉官张文璨、王礼整顿
各州派驻京师的进奏院，于是年10月设立钤辖诸道都进奏院（通称都进奏院），由门、下省给事中负
责领导，统一管理各州进奏院的业务活动，供奉官张文璨任第一任监官。
担负在封建政府机构内部传播信息的职责，是都进奏院的一项主要工作。
“凡朝廷政事施设、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合播告四方令通知者，皆有令格条
目具合报事件誊报。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诸道进奏院合并为都进奏院，皇帝命令将都进奏院设在大内近侧
，将进奏院改组成中央政府的一个官署，隶属于门下后省管辖。
因为全国只有一个进奏院，“都”字就失去了意义，便径称进奏院。
至此，宋王朝中央政府实际上控制了官方新闻的发布大权。
    与唐代进奏院状相比，宋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有了很大的变化。
就性质而言，宋代进奏院状虽然仍带有类似今天《参考消息》的性质，但远比唐代进奏院状更接近于
大众传播媒介。
首先，它改由中央政府控制，进奏官和进奏吏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凡是中央政府公开发布的文告
，都通过这些属于中央政府官员的进奏官吏传送给全国各地。
进奏院直接向全国各州、军一级地方机构抄送文告，每个进奏官要负责三四个州的文告传递工作，他
们只能将在进奏院公开发布的官方文书，选择与自己所辖的州、军有关的或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分抄报
给当地政府官员。
这种文告的手抄件便是邸报，又称进奏院状或进奏院报状。
在宋代，邸报、进奏院状等几种名称都是通用的。
进奏院状的内容是公开发布的官文书，不存在进奏官吏自行采写的消息。
而且，进奏院状不再是单线的情报资料，所抄送的对象已从道（宋代称“路”）一级的节度使扩大到
州、军一级地方官，同时也将进奏院状抄送给各中央官署，并根据各官署职能不同，所抄送的进奏院
状的机密程度也有差异。
其次，宋代进奏院状的内容基本上已经定型，一是朝政简报，又称为朝报，每天由门下后省编定，在
进奏院公布，也称为进奏院朝报。
邸报中关于帝王动态、大臣任免升降的消息便来自朝报。
二是明发上谕，即最近皇帝公开发布的诏书。
三是大臣奏章，即臣僚给皇帝的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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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作为一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后辈，虽然已作过不少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专题研究，并发表过一
些有关论文，但撰写一部阐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轨迹的通史，仍有诚惶诚恐之感。
    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其成果大多为资料性或专题性的文章，也有一些综合性的
专著，如姚公鹤的《上海报业小生》等。
但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成果，则数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第一。
20世纪20年代，戈公振在收集、整理中国新闻事业史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描述了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新闻学者，戈公振的研究视角基本上停留在中国新闻事业(当时主要是报业)的形式
上，很少涉及到中国新闻事业的内容和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继戈公振后，许多资产阶级新闻学者认真整理和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
果。
与此同时，一批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新闻学者，则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
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将中国新闻事业的内容和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研究重
点。
20世纪50年代末，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工作者共同
努力，描绘出了一条全新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这条历史轨迹以中国新闻事业的宣传内容为重点，以中国新闻事业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反
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作为主线。
这一成果的取得，使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出现了第二个里程碑。
但是，这一新的成果，由于过分强调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忽略了对中
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方汉奇、李龙牧、宁树藩、丁淦林、赵玉明等一大批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学者
借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强劲东风，在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时，内容与形式并重，不仅继续
强调对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作用的研究，同时还重视对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
展的历史规律的研究，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晶，凝聚了50多位潜心研
究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前辈和新人的心血。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出版，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但是，这部《通史》仍然以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作用为全书的主脉络，沿
袭50年代末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分期法，许多章节的安排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相似，不能不承认
这是一个大缺陷。
    因此，努力探索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使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分期能够建立在中
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是当今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事实上，目前已有许多新老学者正在进行这一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由于本书是一本高等院校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教材，因此，作者在撰写这本教材时十分重视其教学性
质，大量吸收了前人和当今其他中国新闻事业史学者的研究成果。
同时，作者还力图使其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质。
最能体现出本书研究性质的是，作者不再沿袭传统的中国新闻事业历史分期法，而是尝试依据中国新
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重新进行历史分期，描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时也力图符合中国新闻事
业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
作者的唯一希望是，这一尝试能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作出一些新的贡献，增添一点新的东西。
如有不当之处，诚望中国新闻事业史新老学者和广大读者教正。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丁淦林、宁树藩、徐培汀、姚福申、马光仁等教授的指导与帮助。
此外，作者还曾得到不少同学、同行以至学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又想起了一位前辈的教诲，录此以与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同行共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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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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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新世纪版)可用作新闻传播学科教材、新闻爱好者的自学读物，也可供新闻
业务进修、提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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