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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分为专门史和国别史两部分，史、论结合，特色在于突出了外国新
闻传播中“资本运营”和“产业经营”两大内容，注重引介海外最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把它们纳入
本书体系，以期为本科生、研究生拓展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打下更厚实的学术基础，更好服务于我国
的新闻改革和新闻实践。
专门史部分的“理论史”、“法制史”等建构为探索新闻传播史论教材创新提供了平台。
专门史和国别史的结合，有利于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去领会和把握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的制度性、理论
性等深层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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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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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第二章  德国新闻传播事业史  第一节  报刊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广播电视的产生与发展  第
三节  通讯社的历史沿革第三章  英国近代报业史  第一节  封建统治后期对出版事业的控制  第二节  在
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报业的兴起  第三节  革命后的报业和政党报刊  第四节  独立报业的成长和《泰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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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近代报业史  第一节  来自英国的传统  第二节  殖民地时期的报业  第三节  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报
业  第四节  新闻事业的一场革命  第五节  廉价报纸时期  第六节  向现代报纸演变时期  第七节  现代报业
第六章  现代美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上）  第一节  美国新闻传播业的宏观描述  第二节  美国报业组织管
理及报业集团化研究  第三节  美国广播业体系及特色分析第七章  现代美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下）  第
一节  美国电视业的发展、产业结构及节目供应体制  第二节  美国互联网的发展与前景  第三节  当代美
国新闻传播媒体的兼并重组与重大并购案例分析第八章  俄罗斯及苏联地区新闻事业史  第一节  俄罗斯
帝国时期的报业  第二节  苏联时期的报刊事业  第三节  苏联广播电视与通讯社事业  第四节  苏联解体
前后及俄联邦的新闻事业第九章  日本现当代新闻传播史第十章  第三世界若干重要国家新闻传播简史
第十一章  通讯社的产生与发展第十二章  外国新闻传播法制史研究第十三章  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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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二节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    报业的兴起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延续了近百年
的包括特许出版及独占制度在内的一大批封建专制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被废止推翻，英国人民得到了初
步的出版自由。
执掌权柄的长期国会于1641年7月5日正式取缔了令人生畏的封建社会舆论钳制的象征机构——“星法
院”(皇家出版法庭)，同年颁布了新的出版法令，规定“除出版者与作者或者至少印刷者的姓名已登
记备案以外，任何书籍不得付印”，言外之意是只要人们事先登记备案，就可以自由地出版与发行书
籍和其他出版物。
与此同时，臭名昭著的皇家特许出版公司也被废除，英国新闻出版界初获自由，一大批新闻纸和宣传
性印刷小册子纷纷创办，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百家争鸣、言论自由、牛气勃勃的大好局面。
这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印刷出版控制手段的破产，同时也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崛起
时代的来临。
它不仅使以往不被人重视的小小英伦二三岛成为L廿界的中心，而且给英国资产阶级传播事业新体系
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背景。
事实上，没有资产阶级政治上、军事上的革命，就没有资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的大发展，就不可能完
成资产阶级新闻传播媒介从以往简单的商业信息传媒向政治性政论报刊转化的关键性飞跃过程。
  英国报刊史学者哈罗德·赫德说：  “1641年星法院取消后，报纸获得了出版自由(但只是短暂的)，
新出版人涌现，不再禁止刊登国内新闻，这给‘新闻书’的报道带来了新的活力。
”的确，从1641年起涌现了许多“新闻书”，但是这一报刊繁荣时期是短暂的，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在这48年中有过几次起伏。
  张隆栋先生曾将这个时期报刊的变化归纳为以下三点：(1)报纸仍是“新闻书”，但是在形式上由书
变为报纸。
第一页不再是封面和新闻书的书名，封里不再是空白，第一页变为报纸的头版，报名下面直接刊登新
闻(有的刊登新闻要目)；在内容上，开始刊登国内新闻，首先是刊登国会议程。
两次内战(第一次1642年－1646年，第二次1648年2月至9月)中，出现了许多专门报道战况的“新闻书”
。
(2)从1640年革命爆发到1649年英国宣布为共和国，是革命的高潮；从1649年到1658年克伦威尔的军事
独裁是革命的低潮。
在后一时期，“新闻书”冉遭限禁，报刊种数急剧下降。
到了1660年至1688年查理二世复辟革命遭颠覆时期，“新闻书”又回到了在封建统治下的残存状态了
。
(3)正像在英国革命前，书籍和小册子是重要的反对英国国教和封建统治的宣传工具一样，在革命时期
，书籍和政沦小册子是动员人民战斗、推动革命前进的重要宣传工具。
①  早在革命爆发之初，封建王朝对出版物的压制措施就自动失效，各种报刊和新闻印刷品犹如雨后
春笋，纷纷涌现，在1640午一1660年间共有300多种。
1641年11月，波克(SatnueIPocke)在伦敦发行了第一本专门报道国会新闻的周刊《国会每日纪闻》，这
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新闻界对国会消息进行报道的最早尝试，打破了长期不许报道国内新闻的禁
令。
他逐日记载国会消息，每7天或10天出一期新闻书，该刊存在到1655年。
波克被后人尊称为“英国第一大记者”。
对国会的报道招致了议员们的不满，遂导致了1660年国会正式下令严禁报道国会消息，并于1697年
和1738年数次重申这一禁令。
在18世纪时，国会认为：凡属(1)诽谤议员；(2)一般非难国会的报道；(3)非难政府，包括国王、大臣
；(4)一切猥亵不敬的言论，均系侵犯国会的特权，对于此类信息的报道与出版，国会有权控诉并予以
严厉处罚。
    一、出版自由    在英国革命过程中，随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随着反对压制印刷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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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发展，人们明确提出了“出版自由”的主张。
 这是英国革命对世界新闻和出版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200多年后，列宁曾高度评价这一口号的历史意义，他说：“‘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直到19
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
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
”    当时，响亮地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并加以深刻论述的人，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年
一1674年)。
弥尔顿是英国历史．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期前后著名的政论作家。
他1608年出生于伦敦一个富有虔诚清教徒气氛的富裕家庭之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进入著名
学府剑桥大学学习。
1632年弥尔顿在剑桥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致力于诗歌创作，在当时小有名气。
1638年他到意大利旅行，访问过狱中的伽利略，并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相交往。
1639年英国革命形势逼人，他赶回英国参加革命活动。
当时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地主”的是长老派，在国会中占有多数议席。
他们是清教中的右派，虽然拥护宗教改革，但是惧怕民主革命运动。
因而历行检查制，压制出版自由。
弥尔顿极力争取出版自由，以推动革命前进。
1643年6月，作为临时统治者的长期国会又恢复了以往封建统治者们所惯用的出版印刷特许制度，规定
未经出版检查委员会的事先审查和批准，禁止印刷出版任何书籍与小册子，企图借此控制舆论，巩固
自己的政治权力。
弥尔顿对这一法案十分蔑视，径自出版了几本小册子，为此于1644年被召到国会答复质询，他乘机慷
慨陈词，向法庭递交了他的著名申辩书——《论出版自由》，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明确提出了出版自
由的口号。
他在国会的这次演说中说：“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
他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
⋯⋯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
杀人只是杀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
中的上帝圣像。
⋯“圣·阿尔巴斯子爵曾说过，‘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
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
” 在这篇演说中，弥尔顿全面批评了出版检查制度的弊端，认为这一制度无疑足“让20个横行霸道的
统治者建立起寡头政治，给我们的心灵再度带来饥荒，使我们除了经过他们用衡量过的东西以外就不
知道旁的东西”，其后果只能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
他认为检查制度是有害的，应该给每个人以自由获知、陈述和辩论的权利。
因为出版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是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前提，是“一切自由之中最重要的自
由”。
他认为：用检查制度来压制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在消灭人类的理性与生存尊严。
他反对以少数人的好恶作为衡量出版物的标准，因为“这些检查员的所谓判断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狭隘
胃口”，“试问谁又能保证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呢?”弥尔顿坚定地认为，英国的发明、艺术、智慧以
及庄严而又卓越的见解绝不是一二十个人所能包容无遗的；更不用说，没有他们的监督这一切就不能
通过，不经过他们的漏斗滤过，没有他们亲笔签署就不能发行。
“不论他们的禀赋多么好，我也不能如此轻视英国的文化。
情趣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进行交易。
”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新闻传播史纲>>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一、新闻与新闻学    “外国新闻传播史”作为新闻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在了解它的内涵之前，应
先弄清新闻与新闻学这两个概念。
  什么是新闻学?  新闻学是研究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规律的科学”。
  那么，什么又是新闻呢?中外许多学者曾给新闻下过许多定义。
我们认为，陆定一同志在20世纪40年代所下的定义是在我国新闻理论界和业内人士中为较多的人所认
可的一个定义，我们不妨以此来开始我们的讨论。
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陆氏定义将新闻归结为“报道”。
据此，所谓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则应该是指人类(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现象和活动。
新闻学则是对人类这种报道的现象和活动的研究。
    为什么既要讲现象，义要讲活动呢?因为现象与活动是有区别的。
现象带有一定的自发色彩，而活动则带有一定的自觉色彩。
一般而言，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现象往往是先于活动的。
  新闻学作为研究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规律的学科，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理论、历史、实
践的方法方式”。
  第一个部分是理论，它较为务虚，包括“新闻学概论”以及近些年来十分火热、成为显学的“传播
学”和“大众传播学”的相关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历史，一般是依地域划分为“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
作为一门专门史，新闻事业史具有两栖性，它既是新闻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历史这门大学科的组成部
分。
  第三部分是实践的方法方式，它包括实践方式与实践方法两个分支。
为什么要区别为实践的方式和实践的方法呢?那是因为二者是不一样的。
实践的方式一般而言要宏观些，而实践的方法则要微观些。
    那么，新闻实践的方式、方法又是指的什么呢?    新闻实践的方式是指在人类新闻活动的实践过程中
所逐渐形成的诸种新闻部门，即新闻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
    而新闻实践的方法则是指在人类新闻活动的实践过程中所逐渐形成(与细分)的诸种新闻实践环节，
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等。
很明显，新闻实践的方式方法的研究构成了我们经常所说的新闻业务这一块。
依新闻部门来划分，新闻学又被分为报学(报纸新闻学)、广播新闻学、电视新闻学、网络新闻学等二
级学科(这里把新闻学定位为一级学科)。
而若依新闻环节来划分，新闻学则又被分为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新
闻摄影学等二级学科。
倘若再进一步将新闻实践的诸部门与诸环节相交叉，则形成更为多样也更为专门的三级学科，如电视
新闻采访学、报纸编辑学等。
  二、事业与新闻事业  新闻学是研究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
而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历史部分却被冠以“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这样的名称。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新闻史，而要称为新闻事业史?换言之，为什么要加“事业”二字呢?    这
要从事业是什么说起。
事业有别于一般意义的人类活动。
所谓事业，是指：“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
”①这里有五个关键词，即目标、规模、系统、影响和经常。
它们分别构成了一般意义的人类活动与堪称事业的人类活动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
    当然，构成事业的这五项要素，是缺一不可的。
少了其中任何一项的人类活动，不能被称为事业，而只能被看作一般意义的未达到事业层次的人类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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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深人考察，就会发现，这五项要素并非平起平坐的并列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或软硬之
分的——尽管它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我们在下面逐个予以分析。
    首先看目标。
目标者，“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②。
它是指主体行为的目的性，即某种自觉性。
显然，这一要素是相当宽泛的。
作为要素，它较“软”，前面所提到的新闻活动，都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自觉性的成分。
    其次看规模。
规模即大小，而大小是相对的。
同一规模，运用不同的参照物，其大小效果会有很大不同，甚至相反。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日发行量200多万份，与美国众多报纸相比，可谓大矣!但若与日本的《读卖
新闻》、《朝日新闻》相比，则可谓小之又小。
日本的这两家报纸，其早晚刊合计各自达到l000万份以上的日发行量。
可见，规模是有伸缩余地的。
作为要素，较“软”。
更何况，在定义中，规模之前还加上了“一定”二字。
    再来看影响。
影响即效果、作用之大小。
它与规模类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华尔街日报》的影响，较之绝大多数美国报纸不可谓小。
但若与《纽约时报》相比，则要小些。
可见，影响也是一个相对较“软”的要素。
    让我们再来看经常性。
经常性是指活动的频率，也就是在一段时间内的活动次数的多少。
而“多少”显然也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
比如，17世纪初的最初的报纸，基本上都是周报。
如德国的《通告、报道与新闻报》  (1609年)，  《法兰克福新闻》(1615年)，均是周报，与16世纪的新
闻出版物相比，可谓频率密。
因为后者一般是季刊、月刊或旬刊。
但与现在报纸的一般形态——日报相比，则无疑在经常性上是频率相当低的。
反之，若与现在广播、电视新闻的滚动播出乃至实时转播相比，则日报的所谓经常性，又只能是小巫
见大巫了。
所以不难发现，经常性也是一个较“软”的要素。
    五项要素中，我们已经分析了其中四个要素，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宽泛性或相对性，都比较“软”，
而系统是诸要素中唯一较“硬”的要素。
    那么，人类新闻活动中的系统又是指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我们在上文中所讲的新闻部门或新闻媒
介，它是在人类新闻活动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人类的新闻活动正是借助这些新闻媒介，逐渐趋于复杂与完善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的新闻活动与新闻事业究竟是何时产生的?    人类要生存与发展，一刻也不可
缺少新闻信息传播。
所以，很明显，一般意义的新闻活动理应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
即使在遥远的古代原始社会，尽管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十分原始也十分落后，但人
们依然要依赖信息传播来从事生产与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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