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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也许是由于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的缘故，每当人们谈及西藏，我总不禁想起梁启超说
的&ldquo;去塞求通&rdquo;。
我不是要用梁启超的观点来说明西藏的新闻传播，而是说我自己头脑闭塞，对西藏的新闻传播了解不
多。
2003年，西藏民族学院周德仓同志，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参与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工
作。
我建议他写一部西藏新闻传播史，而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并已着手收集资料，因此，进展顺利，当年
便完成了初稿。
速度之快，出乎我的意料。
当然，他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挥汗呵冻，不辞辛劳，其中也不乏由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的体验。
　　在研究过程中，德仓主要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大量收集材料，梳理历史发展脉络；二是从纷
繁复杂的现象中，归纳经验，探索规律。
至于文字表述，他是学中国语言文学出身的，应是举重若轻了。
　　同祖国各个地区一样，西藏自古就有新闻传播，绵延不绝，只不过现代化的新闻传播起步较晚。
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较快的速度建立了现代新闻传播网络体系。
如今，从报纸、刊物到广播、电视、网络与手机，一应俱全，而且和祖国内地是同步发展的。
但是，新闻传播学研究却没有及时跟上，许多基础资料都没有汇集，有些散见于报刊上，有些湮没在
档案中，还有不少在人们的脑海中。
要想法设法找出来，问出来，&ldquo;挖&rdquo;出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藏新闻传播史>>

内容概要

　　《西藏新闻传播史》所展示的，是西藏原始文明时代至公元2000年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发生在西
藏地方的新闻传播现象，以及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规律，是西藏自治区&ldquo;区域新闻发展
史&rdquo;：第一阶段西藏古代的信息传播[原始社会-1907年前]始于新旧石器时代，止于1907年《西藏
白话报》创办之前。
此期形成了以声音、驿道、文告、碑刻为主要途径的传播方式，产生了诸如议事会、会盟、习惯法等
形式的信息发布机制和&ldquo;类新闻法&rdquo;，出现了公证人、会盟使、贡使、中央驻藏大臣等信
息传播者，构建了西藏独特的信息传播框架。
西藏古代的新闻传播，包含了原始信息传播时期[远古-公元6世纪]、吐蕃信息传播时期[公元7-12世纪]
和元明清信息传播时期[公元13-19世纪]等三个历史阶段。
　　《西藏新闻传播史》所展示的，是西藏原始文明时代至公元2000年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发生在西
藏地方的新闻传播现象，以及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规律，是西藏自治区&ldquo;区域新闻发展
史&rdquo;。
本书还横向地论述了西藏新闻传播的领域：西藏的对外新闻传播、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新闻教育、西
藏藏文传媒的历史形态、西藏电影传播和新闻援藏。
本著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西藏地方新闻事业历史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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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文化传播　　吐番在对外文化交流上同样显示出&ldquo;大家&rdquo;气度。
它不仅有勇气将自己的文化展示于&ldquo;外人&rdquo;，更有勇气主动学习发达地区，特别是唐朝的
先进文化和生产经验。
吐蕃当局极力推动着这种深刻的信息交流。
采用的方式则主要是留学和关注翻译事业的发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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