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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认为阅读报刊将读书人从立足朝廷、关心实际事务与耳闻目染的现实中，转到以国家为主体、忽
略实际功用、超越个人闻见的政治现实。这种所谓“无用的政治现实主义”，恰是现代意识发生的摇
篮。所以，本书运用“阅读史”的方法，以数十位晚清读书人的日记为史料，根据“社会世界”理论
安排行文框架，试图从“人”的自身出发，向历史探询：报纸这一“现代文化形式”，是如何参与到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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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视野宏大开阔，文笔典雅灵动，在新传学科的著作中很罕见，用舒茨“三个世界”来解释报刊阅
读也有新意。不过一手史料的使用过于单薄零碎，文献梳理部分居然完全忽略了新闻学界的阅读史研
究，对夏蒂埃、达恩顿等新文化史家也仅一带而过，导致整个研究的坐标定位都是不清晰的。
2、粗读。关注阅读报刊对现代性内在面向的影响。阅读史的方法和舒茨三个世界的分类有力地支撑
起了这个研究的野心，也就是说，借助阅读史，分析单位不同（转为人），照顾生活世界转变的连续
性；三个世界在这里帮助划开古典的时、空与新媒体现实，让“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依媒介重构知
识时空而展开。而且以三个层级划分知识人，体现其不同的阅报姿态和改变。这恰是我在做《申报》
最为忽略的一点：以抽象的个体理解报人而舍弃其语境。然说不上是问题的体验是，具体展开时候所
依据的理工具大概不新（比如民族意识与报刊关系）？总觉得结论刺激不大，不是非得通过阅读史才
能挖掘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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