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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一

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

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

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

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

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

畴，是一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任何时候，它们都总是

要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由于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新闻史的研究和各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

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阶级斗争史、政治运动史和政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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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各时期的新闻事业都和当时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以及他们

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列宁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一文中说过：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同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有不可分割的

联系。因此，只有知道了解放的各个主要阶段，才能真正懂得工人报刊

的准备和产生为什么经历了这样的道路而不是经历任何其他的道路。”

所阐述的正是这一道理。

研究新闻史也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这是因为

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地影响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在小国寡民分封割据

的封建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只能产生和养育邸报、小报之类的古老的封

建官报和规模很小、销数不多的民间报房京报。只有商品经济日益发

达，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信息的需要量逐渐加大，新闻时间性的要

求越来越强，再加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才使近代化报刊的诞生和发

展，和各种现代化新闻传播手段的发明和运用，成为必要和可能。

作为文化史的一个部门，新闻史和文化史其他部门的联系也是异

常密切的。文化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都和当时的新闻事

业有密切联系。近代历史上的几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哲学和文学战

线上的几次大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

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各种文学流派的形成及其代表作品的问世，著名

作家、表演艺术家的崭露头角和得到社会承认，以及某些科学文化知

识的普及和传播，都无不和报刊有关。此外，报刊上还有一般书籍上

所难以查到的，内容异常丰富的，有关哲学、史学、语言、文学、戏

曲、电影、音乐、绘画、书法、雕刻、摄影、体育、宗教、婚姻、礼

俗、风尚、伦理、道德、建筑、医药、交通、饮食、服饰等文化史方

面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研究文化史绝对地离不开各时期的报纸。加

强新闻史的研究，以促进文化史各部门研究工作的开展，已经成为文

化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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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

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

闻传播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

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类报刊、一类报人，乃至

于具体到某一家报刊、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个宣传战役的历史。研

究到近代以来的新闻史的时候，则还要兼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

等现代化新闻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手段的历史。

对于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需要着重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新

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

国家，中国有将近1 300年的封建社会办报的历史，有100多年外国人参

加办报的历史，有100多年的资产阶级办报活动的历史，有大半个世纪

的无产阶级从事办报活动的历史。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先后涌现过

6万多种报刊、1 000多个通讯社、200多个电台电视台和成千上万的杰

出的新闻工作者，有过几百次大小不等的有影响的宣传战役。这些都是

中国新闻史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由于中国的新闻事业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中国的新闻史因此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

新闻史都无法比拟的。正因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从事新闻史的研究，

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对于无产阶级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事实

是第一性的。每一个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人，都必须对新闻历史上的事实

和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然后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

导，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分析，才能得出

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理论的指导是重要的，但决不能以论代史。

“史料挂帅”当然不好，但也不必讳言“史料”。革命导师明乎言之：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

内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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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

的考订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

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做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

者的大忌，也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没有对一个一个报纸、报人和宣传战役的认真的专门的研究，一部完整

的新闻史是难以写好的。

二

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新闻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我们

之所以研究新闻史，目的是为了总结好新闻事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

好地为现实服务。

新闻史怎样为现实服务呢？具体说来，有以下数端：

（一）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和进步报刊的优良传统

鸦片战争以来，不少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振兴中华，运用报刊这一

舆论工具呼吁变法、呼吁改革、呼吁救亡，宣传进化论思想及民主革命

思想，和封建顽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又有不

少革命的新闻工作者，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作了充分

的舆论上的准备。他们所办的报刊，性质虽然不完全相同，都积极地运

用各种新闻手段，发表评论、传递信息、传播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为

当时的革命和进步的政治服务，具有很多好的传统。拿近半个多世纪的

无产阶级革命报刊来说，可以举出的就有全党办报的传统；密切联系群

众、深入实际、充当党的耳目喉舌和反映人民声音的传统；实事求是、

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的传统，以及艰苦奋斗的传统，等等。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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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新闻史，可以帮助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些好的传统，更好地改进

当前的工作。

（二）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类型报纸的办报经验

19世纪初叶以来，在中国的新闻战线上，曾经涌现过名目繁多的各

种类型的报纸。从刊期来说，有日报、隔日报、三日报、周报、旬报、

半月刊、月刊、季刊、年刊。从版式来说，有大到全张和对开，小到四

开、八开、十六开，乃至于六十四开的各种报刊。从性质来说，有单

纯的政论报刊，综合性的时事报刊，也有侧重于科技、文学、艺术、体

育、摄影、漫画等方面的专业报刊。从读者对象来说，有以一般读者为

对象的报刊，也有以工、农、青、妇、学生为对象的专门报刊。从出版

的地点看，有的是在封建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出版的；有的则是在租界

乃至于国外出版的；有的是在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

有的则是在白区、国统区、沦陷区，乃至于港澳和海外各地出版的。在

后一部分报刊当中，有的是以党的机关报的名义出现的，有的则是以非

机关报乃至于中间报刊的面目出现的。有的报纸，重点在正张，有的报

纸，重点在副刊。一些政治态度偏于保守的报纸副刊，也可以被利用来

作为革命和进步思想的宣传阵地。此外，为了防止反动当局的迫害，历

史上还曾经出现一些蒙上了一层“灰色”保护色的革命报刊。这些门类

众多的报刊，长期积累下来的办报经验，是十分丰富的。总结和借鉴它

们的经验，研究它们的规律，举一反三，可以使我们的报纸有更大的适

应能力，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办得更为出色。

（三）帮助我们更好地向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学习

在近代现代的中国报坛上，曾经涌现过一大批著名的优秀的新闻工

作者。其中属于近代的有王韬、郑观应、梁启超、麦孟华、欧榘甲、吴

恒炜、唐才常、杨毓麟、章太炎、宋教仁、于右任、范鸿仙、杭辛斋、

林白水、张季鸾这样一些著名的报刊政论家；陈其美、黄远生、徐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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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刘少少、邵飘萍这样的著名记者；陈冷、严独鹤、周瘦鹃、包天笑

等这样著名的报刊编辑和英敛之、彭翼仲、陈少白、郑贯公、史量才、

狄平子、汪汉溪等这样著名的报业经营管理家。属于现代的则有李大

钊、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萧楚女、恽代英、李求实、潘

梓年、杨松、邹韬奋、戈公振、俞颂华、范长江、邓拓、恽逸群等这样

的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和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不仅是他们所处的那个

时代的改革家、革命的先行者、进步的思想启蒙者，也是舆论战线上的

英勇战士和经验丰富、卓有成绩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有在各种环境下办

报和办各种类型报纸的经验。有在新闻战线上冲锋陷阵的经验，也有打

壕堑战的经验；有正面宣传的经验，也有旁敲侧击的经验；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他们在新闻业务的各个方面，包括新闻编辑、新

闻采访、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新闻漫画、广告、副刊以及报纸的印刷

发行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革新和创获。评价他们的业绩，总

结他们的经验，是新闻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学习和研究新闻史，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借鉴他们的经验，改进我们的工作。

（四）帮助新闻工作者丰富本专业的历史知识

每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较多的历史知识。要知道中国

的今天，也要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则不但应

该有较丰富的一般历史知识，还应该有较丰富的本专业的历史知识。既

了解新闻战线的现状，也应该熟知新闻战线的历史。对报纸、刊物、通

讯社和广播电视事业是怎样产生的？怎样发展的？本国的新闻史上有过

哪些重要的有影响的报刊和新闻机构？有过哪些重要的报刊活动家、报

刊政论家和著名的编辑记者？有过哪些重大的宣传战役？有过哪些和新

闻事业有关的重要的法律条例和文献？历史上各时期的新闻事业对当时

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产生过哪些影响？历史上

各时期新闻战线上的敌友我三方面的状况如何？新闻业务的演变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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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消息、专电、通讯、特写、社论、时评、短评等新闻文体是怎样产

生和发展的？各时期的栏目设置和版面的安排有哪些异同？等等。这些

问题，都应该有所了解，不能数典忘祖。

此外，新闻史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新闻事业自身的规

律，便于我们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顺应规律、取得自由、因势利导、

夺取胜利。新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如报纸的属性、报纸的定

义、报纸产生的原因、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报纸的指导性与服务性的关

系、报纸的思想性与可读性的关系、舆论一律与舆论不一律的关系、歌

颂与批评的关系、上情下达与下情上传的关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

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等

等，也都可以通过新闻史的研究，来加深理解。

因此，新闻史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仅是少数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事

情，对于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来说，也都是十分重

要的。

三

新闻史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1873年《申报》

上发表的专论《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和1901年《清议报》上发

表的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就是中国研究新闻事业历史的最

早的篇什。至于新闻史的专著，则以姚公鹤写的《上海报纸小史》为最

早，这部专著作为附录，收入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闲话》，

其问世的时间，早于中国最早的新闻学理论专著徐宝璜的《新闻学》

（再版时改名《新闻学纲要》）两年。可见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

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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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7年第一部新闻史专著问世到现在，中国新闻史研究可以分为

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 1917 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中

国时期

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其中属于通史方

面的代表作，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黄天鹏的《中国的新闻事

业》、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

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本国新闻史》等。属于地方新闻史的代表作，

有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胡道静的

《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的日报》《上海的定期刊物》、蔡

寄鸥的《武汉新闻史》、长白山人的《北京报纸小史》（收入《新闻学

集成》）等。属于新闻史文集方面的代表作，有孙玉声的《报海前尘

录》、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等。属于新闻史人物研究方面

的代表作，有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记者》、黄天鹏的《新闻记者外

史》、赵君豪的《上海报人的奋斗》等。属于新闻史某一个方面的专

著，则有赵敏恒的《外人在华新闻事业》、林语堂的《中国舆论史》、

如来生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和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等。在这

一时期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

响最大。这部新闻史专著根据作者亲自搜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系统

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材料丰富，考订精

详，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它自1927年初版问世后，一再重

印，并且曾经被日本新闻史学者小林保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是旧中国

的新闻学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50年代初，这本书曾经由

三联书店再版发行，因而又是解放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学专

著。至今在新闻史研究工作中，仍然有很大参考价值。其余的专著，汇

集了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的新闻史方面的材料，也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