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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攘j草草草噩

黄珊，男， 1955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原籍江苏

海门。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 1973年中学毕

业后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 1979年经高考被录取

为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1983年本科毕业并

获学士学位，同时被录取为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 1986年7月毕业并获硕士学位。之后，在

复旦大学新闻系(1988年升格为新闻学院)执教，

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和夏威

夷大学进修，在香港中文大学、英国诺丁汉特伦特

大学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作访问学者，在香港珠

海学院和台湾铭传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著有《新闻

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 《新闻伦理学)) (新华出版社2001

年版)、 《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 (主编兼撰

稿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简明中国新

闻事业史)) (第一作者，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网络传播法规与道德教程)) (第一作者，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6年版) ，参加撰写的专著、教材、辞

书等各类著作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中国新

闻图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 《辞

海》等二十多部。此外还发表过论文数十篇。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之上，根据作者

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

展历程分为"新闻事业在中国的出现与长

足发展(1 815-1895) "、 "从民族报业

的勃兴到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1阴5-1安7) "、

"两极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影响(1927-

1949) "、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

发展与改革(1949-) "四大阶段，并据

此将本书分为四编十六章弓条理明晰，观

点鲜明，构架合理，文字 )11员畅。本书还 )11员

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增加了新闻事业的产

业化、集团化以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等

全新内容。总之，本书无论在内容和形式

上都较第一版更为成熟和完善。

本书可用作新闻传播学科的本科生、

研究生教材句也可用作新闻从业人员学习

进11筝的参考书、新闻传播爱好者的自学读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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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新闻事业在中国的出现与

长足发展 (1815-1895)

自人类社会诞生起，出于生活、生产的需要，人类新闻信息传播活

动也随之出现。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可

谓源远流长，其表现形式也由简而繁、由单一而多样。与大一统的封建

帝国的新闻信息传播需求相应，"邸报"等被统称为中国古代报纸的新

闻信息传播手段在唐代以后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至清代时已出现类

似于近代报刊形式的《京报》。随着商业的出现与发展，广告也应运而

生。印刷广告在宋代的问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现印刷广告

的国家，比西方国家至少要早 3∞多年。

但是，新闻事业，作为人类社会有目的、有组织、专业化、规模化的

新闻传播活动，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

平的时候才可能形成。因此，中国的新闻事业出现于 19 世纪初，比欧

洲国家晚了 2∞年左右。当时，有几位英国传教士为便于在华布道而

把近代报刊引进到中国来，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序幕。但是，中

国近代报刊进入长足发展时期，则是在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向外

国人开放国门之后。外国人在华主办的近代报刊，时称"外报"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渐行于中土" ， 70 年代后迅猛发展，至 90 年代中期维

新变法运动兴起前夕巳遍布全国，并垄断了当时中国的新闻舆论阵地

与报业市场。不幸的是，虽然国人在这一时期已认识到近代报刊的社

会功能与社会影响并开始尝试办报，但是这些国人自办报刊因中国封

建专制政府的百般钳制与迫害而只能是县花一现，旋起旋辄，其对当时

社会的影响十分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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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新闻信息传播及其主要形式

中国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表现形式，特别是"邸报"、《京

报》等中国古代报纸，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新闻信息传播需求，而且

对近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也具有或是显性的、或是隐性的影响。因

此，我们在学习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时，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新

闻传播活动及其表现形式，重点是自唐代后发展起来的"邸报"、《京

报》等古代报纸和古代商业广告。

第-节 古代新闻信息传播的早期形式

一、从口语传播到标识传播

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白人类社会

诞生起，人就是结群而居的。基于生活、生产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新

闻信息传播活动，也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并成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

的基本手段之一，其表现形式则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简单而复杂、

由单一而多样。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新闻信息传播需求不

强，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始终是融合在一般的社会生产活动之中，而

没有形成一项独立的社会再只业活动。

他中国，最早出现的晤别际政两种新闻信息传播形式;这一
点现，_tE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概莫吉外。，

(口语传播这一形式，即口耳之间的传播趋式，可能肇始于先民.

们在两平ÞI'宵怦邪许，店苏臣之"~注血边)的举重劝力之歌。j

因此，将新闻信息用易懂、i诵、易记的谣谚等表达形式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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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民们所常用。但是，人的喉咙发出的声音，毕竟音量有限，因

而先民们发明了喇叭等原始扩音器，以提高口语传播的效果。在

青海地区民和县阳山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存物中，我们发现了一

个长约二尺、形状与现代的喊话筒相似的陶制喇叭筒，距今约4000 ~ 

至 10000 年。这个陶制喇叭筒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有了可以

向众人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工具。之后，号角等各种口语传播工

具相继出现。

在口语传播工具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又发明了木锋等音响传播工

具。木锋是一种术舌金铃的发声器具，为中国古代所特有，其他国家的

古代社会未有类似的新闻信息传播工具。据记载，早在夏商周时期，有

一类被称为"遭人"的政府官员，巡行各地时手中摇着木锋，以宣达政

令和收集民情(采风)。

然而，声音传得再远，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是无法被留住的。因

此，先民们不仅使用口语传播形式，同时还使用标识传播形式战盗L
播的具体手段，有结绳、画图、雕塑l、烽烟、施旗辈辈。结绳，是先民们在

茹在高高绳i高桥百司马手段，相传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
结。这种绳结所标示的各类信息包括新闻信息，可以被保留下来，使不

在现场的人们也有可能获取和使用。至今仍有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还

在用结绳这种手段记事。画图、雕刻，现在已发展成为两种艺术表现形

式，但在出现之初则是用来记录、保留与传播各类信息的工具。烽烟，

是中国古代边防军事通讯、报警的重要手段，即在敌人侵犯时白天燃

烟、夜间点火，通过山峰之间的烽火迅速传达讯息。相传西周幽王为博

得其宠妃褒拟一笑，无故点烽火以戏弄各诸侯，终因失信于天下而导致

西周衰败。施旗，又称旗帜，泛指悬挂在杆上并绘有图案的布，其图案

往往具有标识性，以用于传达各类讯息。时至今日，仍有用作宣传的各

类旗帜。

二、文字传播:早期新闻信息传播的完备形式

地画践其各种表现形式的陆续问世，是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
动趋于成熟的标志。)

在中国，早在殷商时代，文字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已成

为当时重要的新闻信息传播手段。目前巳发现的早期文字传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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