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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

内容概要

对于任何一位高校教师而言，如何做一个有贡献的学术探索者，如何做一名有影响的研究组织者，又
如何做一位有声望的人才培养者，这既是个体心里的企望，也是全体直面的难题。
《新闻出版优秀博士论文文库·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以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
汉奇先生的学术之路为研究对象，发现“兴趣为业”、“与时俱进”、“与人为善”和“角色均衡”
——这“四项基本原则”，既是共和国学者扮演好“学术的探索者”、“研究的组织者”和“人才的
培养者”，因而“以学术为乐业”的必要条件，也是任何个体追求和践行一种幸福生活方式的必要价
值理念。其中，以“兴趣为业”的前提是“认识自己”，而 “与时俱进”、“与人为善”和“角色均
衡”则皆需以“修身为本”。
作者刘泱育认为，方汉奇学术之路的最重要的价值，并不是如何思想和行动才能做好学术研究，而是
作为一种经验事实，让我们有理由重新思考和高度重视中西方文明传统中的“认识自己 ”和“修身为
本”。
由于“认识自己”——进而选择“性之所近”的职业，是个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社会功能、从而实
现人生价值的前提条件，因而，“以学术为乐业”，其前提是所选择的“学术” 与自己“性之所近”
。这等于说，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适合从事学术研究。
通过研究方汉奇的学术之路，《新闻出版优秀博士论文文库·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发
现，无论社会环境和个体年龄如何变迁，个体从来都不缺乏选择的自由。因而，对于任何个体而言，
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之上，重要的问题和核心的任务便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和年龄阶段
之中，评估和利用自己此时所拥有的选择的自由，通过“修身”去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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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泱育，男，黑龙江人。曾经考入两所大学：河海大学商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先后
获得三个学位：经济学学士，传播学硕士，新闻学博士。笃信：如能将个人兴趣与谋生职业合二为一
，则在工作时将因乐在其中而深感幸福。也正因此，在发现了自己的职业兴趣后，断然放弃从商，决
然选择从教。 2011年5月，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方汉奇60年新闻史学道路研究》——通过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三校专家的匿名盲审；6月，获南京师
范大学博士学位；7月，执教南京财经大学；12月，获校新进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目前从事一个职
业（高校教师），进行两类研究（新闻史研究、政务微博研究），主持三项课题[校教学改革项目
（JGY133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SJB86000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3CXW047）]，践行四大理念（兴趣为业、与时俱进、与人为善、角色均衡），经营五种心情（孝
顺心、责任心、宽容心、上进心、感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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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为何及如何研究方汉奇的学术之路
问题：为何研究方汉奇的学术之路
一、探察共和国学者以“学术为乐业”如何可能
二、追问社会变迁与年龄变迁中个体的选择空间
方法：如何研究方汉奇的学术之路
一、学术界相关研究进展的勘测：寻找前沿
二、知识社会学与理性选择理论：致思取径
起点：方汉奇怎样走上了学术之路
一、方汉奇“何时开始”及“为何从事”新闻史研究
二、从高考到执教：方汉奇是否具有个人选择的空间
上篇 学术探索之路
引言 作为学术探索者的方汉奇
子兴趣为根：《中国近代报刊史》成书的启示
一、中国近代报刊何以成史
二、如何评判《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学术价值
三、《中国近代报刊史》与学者地位建构的“软规律”
丑事实为本：“事实是第一性的”何以重要及如何践履
一、史料质量与“一手材料”
二、史料数量与“竭泽而渔”
三、写史态度与“事实是第一性的”——以为《大公报》辨诬为例
寅史识为鹄：“见前人所未见”与“学术”之关系
一、史识的时间之流与空间场域：从异思到传播
二、邵飘萍是否为共产党员
三、如何理解方汉奇反复倡导的“多做个案研究”
卯尊重为贵：“发现与探索”在“理”和“礼”之间
一、我们应怎样“转引史料”
二、“可以各说并存”的必要性何在
三、“商榷之道”——“自我实现”视阈下的学术争鸣
中篇 组织研究之路
引言作为研究组织者的方汉奇
辰协作选题：从“前人所未及就”到“后世之所不可无”
一、“前人所未及就”：从《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到《（大公报）百年史》
二、“后世之所不可无”：《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与《清史·报刊表》
三、“协作选题”与“立言不朽”：追求“后世之所不可无”
巳协作范式：《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与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一、《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与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纂过程与“最高水平”的协作范式
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与方汉奇声望的损益
午协作机制：中国新闻史学会与新闻史学术共同体的建构
一、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肇造：书生办会与道德领导
二、“一级”学会的活动与身份差序的生产
三、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与新闻史学派的萌生
未协作资本：“技能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运营逻辑
一、协作资本的运营方式：从“牵头组织”到“署名支持”
二、协作资本的运营理念：从“各出机杼”到“做好人梯”
三、协作资本的运营与个体声望的增减
下篇 人才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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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人才培养者的方汉奇
申育材之言：“说服学生”与事在“师”为
一、新闻史课可以讲好与“事在‘师’为”
二、新闻史课的核心理念：说服学生
三、从事科研的“醉翁之意”与备课的诗外功夫
酉教材之编：“从无到‘有’”与“从有到‘好’”
一、“知识地图”与“从无到‘有’”
二、从突破个人限囿到扶植年轻人：教材宜“编”？
三、“从有到‘好’”与“精品教材”的评判标准
戌据材之导：“与时俱进”与博士生培养
一、“因材施教”与“不要选不是自己优势的东西”
二、从填补空白到研究真问题：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规训及操练
三、从仪式到内容：博士生指导实践的“变”与“不变”
亥翊材之念：“与人为善”与作序和书评
一、作序与书评的角色扮演
二、作序与书评的实践理性
三、作序与书评的选择逻辑
结语重思“认识自己”与“修身为本”
结论：从“认识自己”到“修身为本”
一、作为一种可能的幸福生活方式的“以学术为乐业”
二、社会变迁与年龄变迁中的个体选择：自发与自觉
讨论：方汉奇学术之路的普适价值与专业启示
一、方汉奇学术之路的普适价值：“认识自己”和“修身为本”
二、方汉奇学术之路的专业启示：如何扮演好学者的社会角色
余论：关系范式、选择自由与人物个案研究
一、“关系范式”与人物个案研究的成果实质
二、“选择自由”与人物个案研究的意义前提
参考文献
录音资料与电子邮件
方汉奇著述及未刊稿
引用过的著作和文章
附录：方汉奇学术简历
后记
索引

Page 5



《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