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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我和王醒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学习的

时候，就发现他对地方新闻史和古代新闻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我们曾一起拜访过方汉奇、甘惜分、何梓华、郑兴东等先生，向这

些新闻学研究的大师们请教做学问的方法。以后王醒先生又上

了古典文学硕士生，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更增加了他研究新闻史

的学术实力 O

2001 年我们在杭州参加全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工作会议

时，他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专著《山西新闻史}，对我震动很

大，因为他实践了他的诺言之一， I!p对地方新闻史研究要有新成

果，也促使我下定了要搞《天津新闻史》的决心 O 我期待着他能

实践他的另一个诺言，即对古代新闻史研究取得新成果。

2∞3 年 11 月，他给我寄来了他即将出版的《中国古代传播

史》的样稿，嘱我为之作序。我在庆贺他昔日两个学术诺言都实

践(真是二十年磨二剑)的同时，也慨然允诺，不计学力菲薄，为

这个昔日同窗和多年学术同行的新著说上几句话。

王醒先生的这本学术专著《中国古代传播史}，其显著特点

之一，就是把传播学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引入到新闻学领域，使新

闻史的研究摆脱了以往那种光是直勾勾地盯着报纸本身的源流

和沿萃，而忽视了对古代社会其他新闻传播现象给予必要关注

的困境，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的视野，给新闻学研究灌注了新的

强有力的活力。这种研究观念的改变，对建立新的学术体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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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有益的 O

该专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新闻传播与古代社会文

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使新闻史研究进入了全方位立体型

的新阶段。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其著作《帝国

与传播》中曾说过"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有何意义，这是

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研究媒介

与文明的关系，尽管很难，但王醒先生还是在其专著里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清楚地给我们勾勒出了媒介传播与社会

文明交错发展的历史线索 O 新闻历史不是事实的编慕，而是对

生命动态过程的洞见。而且，要求得这一洞见，不能用全景式的

扫描，不能用鸟瞰的方法，只能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

精细的考察，就像拍特写镜头那样进行深入的检视。这种方法

既能够从内部，也能够从外部对一种文明进行坪价。王醒先生

的此本专著显然是运用这种方法对传播与文明进行了深刻审视

的。

总之，这是一部材料详实、观点新颖、学术性强的传播学研

究专著，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又一硕果。我在此既庆贺王醒先

生的新专著的出版，又期望他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为我国

新闻传播史的挖掘与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在

2∞3 年 11 月于天津

(注:序言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硕

士生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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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搜灾事玛丽酣睡掘 J

第一节 口语传播时期的历史传说和远古歌谣

一、历史传说中的新闻因素

新闻传播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传播者要有清晰的思维能力

和表述能力，才能把新闻事实概括为语言信息传递给对方，而

接受者也还得有相应的语言理解能力。所以，只有当人类普遍

的语言水平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时，新闻传播才可能产生。鲁

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对文学起源的解释，同

样可用于对新闻起源的解释: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

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

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

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

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

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

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中国真正有可信的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于商朝。那么，

从旧石器时代后期到夏朝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传播新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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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口语传播。口语传播的新闻主要是历史传说。

为什么说历史传说是口语新闻呢?这首先要从传说与神话

的区别谈起。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梦想，是当时人类欲征服

自然而又没有能力征服时所产生的幻想。神话同样是靠口头语

言传播的，但它传播的是虚幻的信息，是不存在的事实。如

"女娟补天"、"夸父逐日"前者是人类遭遇涝灾时产生的幻

想，后者是人类遭受旱灾时产生的幻想。而传说就不同了，传

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如"黄帝擒量尤"、"大禹治

水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这些人、事在当时就是重

大的新闻事件。至于传说中夹杂的一些神话内容、一些虚幻的

东西，这与早期人类的神化思维有一定的关系，但基本事实依

然是真实的。在口语传播中，难免会层层渲染，丰富新闻事件

的内容，甚至出现误传，这都是口语传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

们可以分析→些典型的传说来论证这个观点。

关于黄帝、炎帝的传说是最多的。炎是古史传说中炎帝氏

族部落酋长首领世代相传的名号，黄是传说中黄帝氏族部落首

领，也是子孙累世的称谓。这两个民族部落集团都曾活动于山

西和河南之间的中原地区，至今在山西的长治、高平一带仍然

保留着炎帝部落的许多遗迹。后来炎帝部落南迁，活动于今湖

北、湖南一带。在众多的关于黄帝、炎帝的口语传播中黄

帝擒虽尤"是最著名的:

量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

蓄水，萤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回魁，雨

止，遂杀量尤。( {山海经·大荒北经})

这当然是当时口头流传的重大新闻事件，只不过夹杂了一些神

话的色彩。这则口语传播反映了我国氏族社会部落之间的相互

斗争，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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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帝口头传闻还很多，例如:

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

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

粥，合符釜山，而邑于琢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

兵为营卫。……黄帝居轩辗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

嫖祖。嫖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

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

‘水。( {史记·五帝本纪})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帝行天下，方制万里，

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 {汉书·地理志})

这些口头传闻都有具体的故事梗概，具备了口语新闻作品的基

本条件。

尧是口语传播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著名领袖。

《史记·五帝本纪》说"尧都平阳至今临汾尚有始建于晋代

的尧庙和唐代修建的尧陵。关于尧的口头传闻也很多，其中最

著名的是"后界射日"的故事。相传尧时十日并出，树木和庄

稼都被暴烈的阳光晒枯了。尧派善于射箭的后界射下了九个太

阳，植物才又恢复了生长。这个传说反映了上古人类同大自然

搏斗的精神。尧还命事是氏与和氏顺应上天，观察日月星辰的变

化，创造了一年为 366 天的历法。尧时的后硬是个农师，尧命

他把一年四季的时令传给民众，使人们开始懂得春种秋收的规

律。后穰教民稼稿有功，受到人们的敬仰，至今山西省穰山县

许多村庄都建有理王庙，有的庙内壁画还刻有"后穰出世"连

环画。尧具有高尚的品德， {史记》说他"其仁如天，其知如

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关于尧创立的禅让制度的口语传

播，是最具有新闻特点的: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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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 (庄子·逍遥游})

尧欲传天下于舜，鲸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

之于匹夫乎7" 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鲸于羽山之郊。共工

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7" 尧不听，又举兵而

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韩

非子·外储说})

尧以天下让舜，鲸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

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

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

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施。召之不来，仿佯

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殖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吕氏春

秋·行论篇})

这些口头传闻生动形象，有对白，有动作，具有很强的新闻

性。所有关于尧的口语传播，塑造了人们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代

表人物的形象。

舜是口语传播中尧之后的部落联盟领袖， {史记》称"舜

都蒲圾(今山西永济市)"0 {史记正义》说"蒲州城中有舜庙，

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关于舜的口头传闻也是很多的。传说

他父亲是盲人，母亲放荡，弟弟顽劣，多次想谋害舜，舜却能

孝敬父母，爱护弟弟，以诚心与家人和谐相处。尧器重舜的人

品和才能，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住在妨?内

(今山西省永济市境内)。舜首先建立了考核百官的管理办法，

每三年考核一次，昏暗的革职，明智的提升。舜还设立了乐府

机构，开始用文艺教青子民:

帝曰:菱!命女典乐，教育子。直而温，宽而粟，刚

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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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尚书·尧典})

口语传播中这则舜的言辞，是我国文艺理论的开端，也是教育

理论的开端，从而使刚刚摆脱蒙昧的人类有了早期的精神文

明。

在口语传播中，关于禹的传说是最多的，最丰富的，也是

最具有新闻的真实性的。禹是舜选中的部落联盟领袖. {史记》

说"禹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境内)"，今人在夏县县城西北发

现了禹王城的遗址，证实了《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关于

禹，口语传播中的大禹治水是最著名的:

禹伤先人父鲸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

年，过家门不敢入。……行山表木。陆行乘车，水行乘

船，泥行乘撬o 左准绳，右规矩。( {史记·夏本纪})

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溯河，尽济J[淮，乃劳身焦思以

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摄。功

未及成，愁然沈思。( {吴越春秋})

禹治水 13 年，三过家门而不人，终于使江河畅通，水流大海，

昔日的汪洋泽国变成了富饶的良田。他的妻子涂山氏依门而

望，唱出了我国第一首口头诗歌《候人歌}: "候人兮猜!"禹

还把全国分为九个州，用青铜铸了九个大鼎，象征九州。记载

夏禹划九州的《禹贡}.也就成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志。

传说时期的这些口语传播，有神话的成分，也有人工渲染

的痕迹，但我们不可否认，这的的确确就是语言传播阶段的新

闻事件，因为它们的基本事实是真实的，是及时传播的。在人

类早期，认为鬼神的确是存在的，所以许多真实传闻中都夹杂

了鬼神文化，这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绝不可因为这些传

说中渗有鬼神思想就否定了它们是当时的新闻事件。至于口语

传播中出现的误传或渲染，是不可避免的，既是它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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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又是它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在孔子时就意识到了，并多

次予以纠正。据《礼记》记载，鲁国国君曾经询问孔子吾

闻娶一足，信乎?"孔子回答说要非一足，娶一，足矣!"

鲁国国君听说要只有一只脚，问孔子真实不真实，孔子回答说

这个说法传错了"要一足"并非指费只有一只脚，而是指要

具有音乐才能这一特长就足够了。可见口语传播中一定有许多

不真实的甚至是失误的成分，但基本事实是真实的。这些历史

传说正是当时重大新闻事件的口头传播，后来用文字记载下

来，才一代又一代流传到今天。

口头传播新闻事件并非因文字的产生而终止，相反，在文

字新闻产生后，口语新闻成为重要的事实补充。一些不便在正

史中记载的新闻事件，就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

传。我们以春秋时晋国名臣介子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晋文

公重耳未即位时在国外流亡 19 年，随从他的臣子有 5 位:狐

{匿、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对介子推的记载，

《左传·僵公二十四年》只有这样一段:

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

"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

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土

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

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

处矣。"其母曰"盎亦求之，以死谁惑?"对曰"尤而效

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

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借隐。"遂隐而死。

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施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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