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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传播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门类中的一门新兴的学科。
在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传播学的引起关注和广泛研究，也有近三十年的历史。
由于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努力，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已经由被某些业界人士妄自菲薄的“无学”，变成了
“显学”。
在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从无到有，由附属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变成了独立门户的一
级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迅猛发展的时期。
新闻学理论、新闻史、新闻法治、新闻职业道德、广播电视和舆论监督的研究，全面铺开。
新闻理论的研究也由纯党报理论的研究，扩展到一般新闻学理论的研究。
传播学的研究，则外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相渗透，内与新闻学相融合，也有了
很大发展。
传播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以及传播舆论学、符号学的研究等，都受到人们的
关注。
新传媒的研究、媒介经济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热点。
新闻传播学已经进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融、“多角度学术发展的阶段”。
   中国新闻传播学今天的繁荣发展，是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结果。
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薪火相承，代有传人，各领风骚若干年。
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都堪称名家，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过贡献。
   纳入这一系列“自选本”的作者们，则是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新一代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名家”
。
他们大多来自高校或其他教学研究岗位，都是当代新闻传播学界某一个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术业有
专攻，腹笥丰硕，蜚声于时的新闻传播学界的佼佼者。
和他们的前辈们比较起来，他们这一代的“名家”们具有以下的特点，即:（一）具有较深厚的人文理
论根底;（二）具有较合理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三）具备必要的学科前沿知识;（四）思想活跃，不刻
舟求剑，不作茧自缚;（五）接受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接受过中西文化交融的浸润，具有较开阔的学术
视野。
他们是开拓创新的一代，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代。
   让新闻传播学的“名家”们出“自选本”，这是一个很好的出版创意。
首先，都出自“名家”。
既是“名家”，就有了一定的质量上的保证，避免了在数量众多的新出的各类专著中，挑花了眼或挑
走了眼。
其次，都出自“自选”。
既是“自选”，选出来的，必然是个人满意的自认为可以传世的精品。
不会灾梨祸枣，不会误人子弟，也可以大大减少读者和学子们的经济负担。
这对社会，对学术，对文化的发展，都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我祝贺这套《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的问世，并相信它一定会受到海内外新闻传播学者和学子们
的关注和欢迎。
                                                       方汉奇                                                  2004年2月19日于北京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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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良荣，1946年1月生于浙江宁波。
1968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68
   年9月至1979年7月在江西省吉安地委宣传部工作，1979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
，1982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3年晋升为讲师，1986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成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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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有学界巨擘方汉奇教授赐序，不必主编赘言。
这里仅就创意初衷、入选条件及编辑原则等说几句话。
　　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逝去不久，曾经主张“新闻无学”的代表人物检讨了自己的无知。
首都新闻学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先后问世。
在这良好氛围中，中断许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又得以重新展开。
新旧世纪之交时刻，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
进入新世纪以来，每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以百计，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千计。
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
　　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日益深化与二、三级学科不断延伸，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学术领军人物应运
而生。
他们中间有王中、甘惜分、李龙牧、方汉奇、张隆栋、宁树藩、丁淦林、赵玉明等一批学界元老。
他们是新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的开创者、拓荒者。
他们有的提出了崭新的理论体系，有的著作等身，有的向国人较早介绍新的新闻传播学说，有的以史
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推动学科建设⋯⋯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新的一代脱颖而出。
新一代领军人物是在改革开放洪流中诞生的，他们在继承老一代学者理论、学识、方法的基础上又有
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
本辑自选本的八位作者是其中的首批代表。
　　编辑出版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有这样几方面的需要。
一是检阅新一代新闻传播学研究学术带头人的研究成果，展示正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新闻传播学学科
建设业已达到的新水平。
二是系统介绍新闻传播学研究新的领军人物的研究领域及其在这些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推动新闻传播
学科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沟通与互补。
三是为新闻传播学年轻学子了解自己导师的学术观点及研究方法提供一个平台。
由于各种原因，刊载新闻传播学学术论文的刊物既少又分散，阅读这些论文有相当困难，出一本文集
，则可提供一些方便。
　　对于被邀入选自选本的名家，总体上有这样几方面的考虑。
他们一是新闻传播学研究某一专业或某一研究方向的领军人物，二是有一定的全国影响，三是在岗博
士生导师，四是他们有着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体。
鉴于符合这几条的学者全国有几十位之多，我们编辑此类自选本又无经验，计划先出第一辑，首邀8
位名家入选。
　　既然是自选本，当然应尽显个人风格。
但作为丛书，又需要有相近或相同之处。
经八位作者商定，作为组成丛书的各自选本共同遵循这样几个要求：一是尊重历史原貌，对入选文章
原则上不作更动，仅限改正错别字等一些技术处理。
二是内容安排上每本有一帧作者照片，一段学术档案，一篇访谈录一类的文字，作者谈自己治学的经
验、心得、体会。
三是每本掌握在30万至35万字左右。
　　最后，作为主编，我要代表入选的八位作者，向我们的导师表示敬意，没有他们的栽培，不会有
我们的今天。
向我们的学生表示问候，正是他们的勤奋努力，成长成才，才显示出我们劳动的价值。
向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表示感谢，由于他们所提供的园地和机遇，我们这群书生才得以出版
自选本，对自己走过的路程进行一番检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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