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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过两年多的爬梳洗剔，凝聚着众人心血与智慧的 《 中国新

闻传媒人物志》 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此书由中国新闻史学会

与北京上德经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擎画，包括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 中国传媒大学 、 河北大学 、

天津师范大学、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等在内的18所高校及单位的近

70位研究人员参与编写，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担

任顾问。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有关新闻人物的研究始终处于薄弱

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这方面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一度出现繁荣

局面，但比之新闻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人物研究始终是个短板，

缺乏整体布局与系统性。

有关新闻人物的研究最初出现于 《 中国新闻年鉴》 以及方汉

奇教授主编的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等书中 。 由于此类撰述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 新闻人物只是其中的

一部分，内容含量自然十分有限。 之后有尹韵公研究员主编的

《 中国新闻界人物 》 出版，该书是对 《 中国新闻年鉴》 所列新闻

人物的拓展，每个人物均配有千字左右的小传。 其间亦有一些著

名报人的传记出版，如 《王韬评传》、 《报人张季笃先生传》、

《 范长江传》 等;也有依托纪念活动编撰的专集 、 回忆录出版，

1 . 



如 《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专集》、 《人民新闻家邓拓》、 《难忘穆

青》 等;还有为部分声名丰著的新闻人物作传的书籍出版，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主编的 《 中国名记者传略

与名篇赏析 ~ ，该书选取了 45位名记者，兼有传略及作品赏析。

2011年则有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任主编、李东东任副主编、

中国新闻史学会部分研究人员参与编写的 《 中国红色记者 》 出

版，该书是国内首部对以中共著名记者为主的进步记者进行系统

杭理与介绍的书籍，收入了陈独秀、 李大钊 、 邹韬奋、范长江、

邓拓等54位著名的"红色记者

介。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关新闻史人物的研究虽

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出现，但是由于各种原

因，它们大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或是散见于各类文献、资料

中，或是以"非完全本"的形式出现，尚不足以反映中国历史长

河中新闻人物群像的整体面貌与特征。

《 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 》 丛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

陷。 该书突破了观念与框架上的局限，立足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

新闻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按照时间顺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新

闻人物近百位;体例与编写方式亦有所不同，每位人物均配有一

幅照片 、 一则许传、代表作若干，篇幅约25则字左右，总字数计

有250万字，分十辑出版，大大拓展了内容空间。

编写思路的变化以及内容空间的拓展，不但使近百位新闻人

物的面目更为清晰，形象更加丰满，也使其职业操守和精神品格

有如一条红线贯彻始终，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同阶段和时间节

2. 



序

点上。 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自 19世纪70年代国人自办真正意义

上的报刊以来，从 "技园老民"到"饮;水室主人"，从邹韬奋的

《萍踪寄语》 到范长江的 《塞上行 ~ ，历史上杰出的新闻人无不

怀揣"开启民智 、 救亡强国"的理想，立言议政，著文报国 。 为

了顺应时代潮流，追求人类进步，他们"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

章";为了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他们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了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他们排除各

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不以世俗短见遮蔽是非功过，不做阿诀奉

迎的文章，勇敢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总之，他们以自己的努

力与坚守实现了社会大众对于职业记者的期许，同时也成为了一

个大写的人。

当今时代的社会环境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新闻记

者的职业精神与操守却不应当有所改变。 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进一

步加快转型和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更需要新闻记者以清醒的头

脑和高度的职业敏感观察、 分析问题，做负责任的报道者。 正如

范长江先生所言"这个社会需要无数有操守的记者代表人民的

利益而奋斗" 0 ~ 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 》 丛书所奉献的正是这样

的范例和样本。 中国新闻史学会愿以此与广大的媒体人和新闻学

子共勉。

3. 

程曼丽写于北大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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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甜顿如切锐落马扎逊

中国近代报业的开拓者马礼逊

程丽红

罗伯特 ·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 1782-1834) :英

国伦敦传教会传教士， 1807年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

展来到中国，是基督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他首次将 《圣经》

全部译成中文，编寨第一部 《华英字典)) ，文字播道策略的确

立，又使他和中国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筹划创办第一家中文

近代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及 《印支搜闻)) (The Indo

Cbinese Gleaner) ，倡办并支持 《中国丛报)) (The C hinese 

Repository) ，是 《广州纪录报)) (The Canton Register) 

的重要撰稿人，他还手创两份报刊， ((福音传道者与中国杂录》

(The Evangelist and Míscellanea Sinica) 和《杂闻篇)) , 

最早把近代报刊模式和理念传到中国，因而当之无愧为中国近代

报业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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