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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的历史（第三版）》是一部以全球眼光讲述的新闻史。作者采用了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将新闻
的历史向上追溯至史前时期，向下贯通至当今信息爆炸时代。
《新闻的历史》最初于1988年出版，一经面世便受到好评，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图书”
（notable book of 1988）。第二版出版于1996年，获得更大反响，被译成葡萄牙文、荷兰文、中文、日
本等各种版本。2007年，斯蒂芬斯又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新版不仅扩充了电视新闻部分的内容，还
增写了全新的一章，专门阐述互联网和数字革命。
作者视野广阔，古今中外各种史料信手拈来，读者读来颇有酣畅淋漓之感；文笔生动有趣，字里行间
不乏狡黠机智的评论，随时令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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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米切尔·史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美国纽约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教授。他著有《图像
的兴起，文字的衰落》（The Rise of the Image, the Fall of the Word）（1998）和《广播新闻》（Broadcast
News）（2004），编有《报道灾难：广播记者如何报道“9?11”》（Covering Catastrophe: Broadcast
Journalists Report September 11）（2002）。史蒂芬斯还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等报刊撰写过多篇文章。
译者：陈继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史论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史、世界
历史等，负责讲授新闻传播史、新闻英语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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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Page 7



《新闻的历史（第三版）》

精彩书评

1、“新闻史”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领域。因为凡是涉及新闻的，必然有采集者、传播者、阅听者这样
一个三角关系，因此可以依据不同侧重写出记者史、编辑史、报史、发行史、受众史等等。这个三角
之间还须臾离不了媒介，所以也必然涉及左右着媒介的技术、制度与文化。如果略有雄心，深一些、
细一些、广一些，写新闻思想史、新闻法制史、新闻政治经济史、新闻社会史、新闻文体发展史、新
闻场域变迁史，也都可行。以一管之见，经验学派较重事业史社会史，批判学派崇尚政治史思想史，
环境学派推崇技术史媒介史，差不多就是新闻传播学院内部三大学派的分野在新闻传播史领域的折射
。史学通则，研究者有什么样的工具与视野，笔下就有什么样的世界。倘若架设着天文望远镜，写一
部信息的宇宙史？没问题（为什么走神想起三体？）！若是有部望远镜，那就写世界史、全球史、总
体史，这样的人才比较稀有，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最后一部著作，倒是一部《人类传播史》。若是有
近视镜——这个品种比较多，大家写写断代史、物质生活史、社会史、新文化史，也好，英尼斯媒介
变迁史角度的《传播与帝国》算是一流杰作，舒德森的《发掘新闻》从社会史角度写，亦是典范。掌
握了显微镜的，可以写时髦的微观史、好卖的人物传记，普利策和亨利·卢斯，各有很多传记作品了
。自以为有高科技X 光镜的，可以写思想史、心态史、观念史，比如新闻自由思想的溯源、法国大革
命时期报人的心态、“看门狗”观念的演变，都可以。海阔天空，各行其是吧。正因为新闻史铺展得
如此繁复，写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性著作，往往倒成了一种挑战。米切尔·斯蒂芬斯的这部《新闻的
历史》初版于1988年，好评如潮，经过修订增补，出了第三版，也算是二十余年来经得起考验的本科
教材。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力丹教授多次夸赞本书，刘海龙副教授向出版社推荐此书，最后由陈继静博
士翻译完成，对于中国读者是桩幸事。斯蒂芬斯教授深明厉害，并没有写出一节“概论”向大家陈述
他的“范畴”和“路径”，只是将“新闻”定义为“公众共同关心的新信息”、“社会关心的问题”
。而在中译本的扉页部分，国外各大媒体的赞誉之词显然已经高亮了一些要点：“尤其讲述了采访报
道的发展”、“讲述了独特的行业——新闻的收集与发布”。比较其它各种带有“传播”和“媒介”
字样的通史性著作，《新闻的历史》算是返璞归真，回到我们一向称之为“新闻事业”的范畴上来，
重新将人——采编新闻的人、观看新闻的人、咒骂新闻的人、沉溺于新闻的人——放置在重要位置。
依据施拉姆以来的学界共识，将人类的传播活动——包括新闻传播活动——划分为四大媒介阶段，口
头、手抄（写）、印刷、电子，媒介的演进不是一个取代一个的关系，而是日益丰富、不断叠加的关
系。斯蒂芬斯教授在本书中也沿用这个框架，写了口头新闻、手抄新闻、印刷新闻和电子新闻四篇，
只不过在印刷新闻与电子新闻之间，增加了两大篇：“报纸”和“采访报道”。从篇章设置的角度，
并不能算是有新意。我想，本书的主要“创新”在于两点。一是译者陈继静所指出的“反历史”视角
，也就是抓住新闻史中的变与不变，强调从“人类本性”和大众心理出发的、对于新闻的欲求、以及
新闻诸价值要素的历史共通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相当于同时学了三门课程：新闻史、传播心理学
、新闻概论，因此本书融汇贯通，颇具解释力。陈继静提及：“在斯蒂芬斯看来，罗马帝国的《纪闻
》与今天的CNN一样，都向身处异乡的游子提供了家乡新闻；16世纪新闻书制造的煽情新闻，足以令
今天任何一家超市小报或有线电视台自愧不如。相反，巴勒斯坦人交换消息时索要报酬，这与无良记
者的‘红包新闻’一样，都是通行规则的例外。”虽然新闻是求“新”的，但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的
确是“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也因为站在“人类”的高度，作者才能勇敢地得出一些不流俗的结论
，比如关于煽情新闻，他总结说：“我们的结论尽管不合时宜、令人不悦，却难以被否认：煽情新闻
依然大行其道，最该怪罪的不是贪婪的媒体，而是人的天性。” 此外，作者抛弃了通行的编年体式写
法，将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史做成一个17页的“大事记”放在开篇，将一些概念、阐释做成“补丁”穿
插于各处，然后就不再浪费笔墨于众多知识点，而是长驱直入，将精彩的故事、幽默的段子、有趣的
名言、连同睿智的思辨混合在一起，和盘托出。“history”可以分解为“hi, story”，虽然历史绝不等
同于故事，可是强调故事性的历史叙述一定更能得到读者厚爱，这也是“人类天性使然”。比如在“
争夺新闻”一节，19世纪的美国编辑们为了尽快登上即将靠岸的远洋轮船采集新闻，“发明”了“新
闻船”，远行到海路上去迎接轮船，这一条大概每个讲授新闻史的教师都会提到，可是斯蒂芬斯补充
了具有故事性的细节：“《先驱报》某期得意地描述其新闻船‘掠过明亮的蓝色水面’，超过竞争对
手的新闻船时，‘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船头的雕像似乎在微笑。’”讲了前一半是循规蹈矩的教科书
，有了后面的细节补充，那才是好看的历史。若说不足，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及的：“此书的第一版
是从宏观的历史视角考察当代美国新闻业”，因此前一部分有“国际视角”，而到了后面还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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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心”。“电子新闻”一篇太过简略，有虎头蛇尾之嫌。想必作者还会再出第四版的吧？瑕不掩
瑜，隆重推荐。顺便，我们一个新闻史会议的小片子在此，会早就开过了，片子倒可以每次开课放一
放，一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3NjkzNjQw.html
2、这本书很好。俺看到的一种全新的对“新闻”历史的分析。真正的新闻历史，常见到的新闻史更
多是媒介、历史事件、媒介组织历史的杂糅。本书聚焦真正“新闻”这种信息传播形式的历史变迁，
分析了新闻专业技术的形成过程历史。由于涉及众多的历史事件和案例，使得核心的内容有点被遮蔽
。如剥去众多的具体史实和案例，有一篇核心的聚焦“新闻”形式形成历史的文章作为总论或者导读
，对读者阅读著作和总体把握历史的脉络会有很好地效果。此外，作者花了很大的功夫在早期的历史
，相比较而言，近现代的历史叙述较为简单。当然，近现代已经有不少著作。不过，还是希望看到对
近现代新闻史的看法。有时，历史有趣在于，不同作者叙述的角度和文使用的文字。译者在后记中说
，作者采用了一种“厚古薄今”的笔法。其实，在当下这个秒新时异的时代，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来
看待新事物，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态度。太阳底下无新事。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1.前几章的“初民社
会”的说法有点不知所言，这种新的概念，最好附上原文，加上一定解释。2.第49页 将 Wall Steet
Journal 译作“华尔街邮报”，不知是误印还是误译？应该是“华尔街日报”3.同样是49页，第二行“
通信员”，是否应该是“通讯员”？4.186页，倒数第四行“战士”，应该是“战时”。
3、7p 约瑟夫·爱迪生：人人渴望新闻；更奇怪的是，没了新闻便没了生气。 7p 新闻主宰着对话，更
说明其在思想中占据极大比重。新闻不只是某类信息、某种娱乐，更是一种意识，一种安全感。 10p 
推力-知觉的渴望：渴望事实、渴望真相、渴望知道发生了什么、渴望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渴望知道这
些事为何会发生。 12p 拉力-诉说的冲动：大部分新闻只有讲述才有价值，秘而不宣则荡然无存，而且
极易变质，无法囤积以备不时之需。 17p 谁控制了信使，谁就掌握了与社会成员沟通的渠道，能控制
留言和消息的产生和加工。 20p 新闻特征：冲击性、煽情性、冲突性、及时性、接近性、突出性和反
常性(最核心)。 33p 修昔底德：野蛮人很少花费精力调查真相，情愿听什么信什么，上知天文、下知
地理，但懒的判断。 35p 新闻关心的是现在，书写却很难追赶当下。能读石碑、木匾的永远只能是少
数。短视、肤浅和疯狂永远存在。 39p 社会结构越是复杂，越需要历史、艺术、宗教和新闻来维护社
会的自我认同，以增强团结和参与感，将人们连在一起。 43p 传播对于国家建构来说，不但能协调社
会，还能促进成员社会化。 69p 马歇尔·麦克卢汉：印刷品中细长、平直、排列整齐的字符能让人类
保持清醒、冷静。 82p 时间是真相之女，但却是新闻传播者不曾拥有的奢侈品。情急之下，真相沦为
马虎、轻信、物质或贪图方便的牺牲品，被党派的偏见葬送，被谎言遮蔽。 82p 当代每个追踪新闻的
人，都能见到原话被剪辑、误用、捏造，事实被歪曲、臆造，意义变得越来越模糊。 87p 缺少教育的
人不容易获得更讲究的新闻，不是缺少准备，就是缺乏兴趣；但上层阶级与有教养的阶级也未能对社
会杂文完全免疫。 87p 新闻的内在特性终将混淆“大众”新闻与“严肃”新闻的清晰区别。新闻是未
加工的粗糙事实，选择新闻要兼顾趣味性与显著性、接近性与重要性。 89p 安·比蒂：如果省去大部
分内容，任何人的一生都会显得戏剧化。新闻并非关于关乎生活，而是生活的特定部分。 95p 突发新
闻是离奇之事，到头来却被改编成惯常之事。 125p 总体上看，新闻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但在生存压力
下，报纸也会变成温和，甚至保守的媒体。 131p 评论提供合理的论证与共同的目标，新闻交换则加强
了集体认同。报纸的成就不在于批判反抗，而在于点燃读者的“思想和心灵”。 133p 记者成为社会的
一员，在根本上有助于社会稳定。所以统治者应当从中任命自己信任的，给予其丰厚的投资与光鲜的
地位，接着就放松管制，使他们能因偶尔揭露黑幕而沾沾自喜。 133p 在充满自我批判与哲学思想的国
家，出版业的严厉管制会导致大量水准不高的地下文学日益发展。 148p 大规模发行扶植了规模更大、
资本更多、更加自满的新闻媒体，限制言论被社会听到的范围。随着新闻机构的业务扩展，所有权开
始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164p 采访就是到现场寻找新闻，这既是尊重事实，也是承认自身的推导与创造
能力的有限。 188p 经济压力与政治威胁要求记者与观点保持疏离，还要在报道时小心避免个人信仰与
价值观。 194p 后现代主义：事实无法与观点分开，诠释被视为故事的一部分。 208p “小报”一词很
能提醒批评者，煽情新闻并不新鲜。任何媒体记者都关心飞溅的水花和波浪，而不是水下的湍流。毕
竟对于绝大多数编辑和读者来说，凡是印刷出来的东西都是权威的。 212p 深刻、公正、严肃的新闻的
时代从未成为历史，相反，记者简单粗暴地处理事实的倾向一点儿都不逊于他们报道的政客。 213p 梭
罗：对哲学家而言，所谓的新闻不过是瞎扯；编辑和读者不过是喝茶闲聊的长舌妇。 218p 随着时间的
推移，事实越积越多，原本为包容事实而设计的理论大都失效。用“普遍理论”解释一切问题的号召
已显得越来越虚伪和狂妄。 218p 当意识形态掌权时，令人为难的事实就被置之不理；当事实统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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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概念、信仰和观点(与谣言一样，都依赖于某种程度的思考)则面临被践踏的危险。 219p 新闻一直
有一种政治挫折感，就像对社会极为不满的配偶：总是抱怨，却从未离开。个人财富的积累有沦为唯
一目标的危险，这正反映了新闻的实用本质。 222p 不管媒体变得多么完善，除非人类完全洗心革面，
否则还会像几千年来一样，渴望了解新鲜热辣、被仓促报道的意外反常之事。人性中有深刻、清醒的
一面，但永远不可能把新闻变成某种理想的工具。 
4、这是一本生动的新闻史纲，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梳理为读者们呈现了丰富的观察思考所得
，值得所有涉足传播领域的人士一读。新增的第六篇“电子新闻”尤其不容错过。本书自面世以来就
备受好评，先后两版都获得很大反响，这次的第三版增添了份量很重的新的内容。译者水平也足以与
原著相配。
5、翻看了一下，有这么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新闻大事记。书的开篇是长达几页的新闻历史大事
的梳理。其中非常让我在意的是法律案件与新闻热点的结合：1964年沙利文诉《纽约时报》；1971年
《纽约时报》与越战秘密；1973年《华盛顿邮报》报道水门事件。1994年辛普森案件；1998年克林顿
与莱温斯基性丑闻。第二，犯罪新闻的报道。犯罪新闻播报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它是否可以起到
降低犯罪，提高人们责任意识的目的？这其实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题材。犯罪新闻屡屡受到人们的欢迎
，原因其实在于犯罪新闻特备符合新闻的典型特征：“人咬狗”。它具备“因果的反常性”。（见第
七章）再有一个点值得挖掘在于，其实犯罪新闻中不同的案件受到报道的比例也不同。特大杀人案件
等严重、离奇的暴力犯罪其实发生率并不高，但是在犯罪新闻中它占有的比例比较大。而常见的一些
犯罪问题可能并没有被报道。这个现象与当今“扎窝”报道现象可以参照：只要有性侵幼童案，就会
有一连串的教师性侵案出现；只要有校车事故案，就会有接连几起报道；只要有女大学生失踪案，就
会又有几个相类似案件的报道。犯罪新闻其实在不自觉的背离着播报的目的？这种集中的播报到底有
什么作用呢？是否需要苛责媒体？第三，官方新闻与民间传闻。这本书好在从人类学经验资料出发，
从口头新闻历史慢慢考察当今报纸媒体的兴起。在第五章，可以看到新闻与国家的大一统是有密切联
系的，新闻起到了连结人们的作用（因为谈论辛普森案件，一个外乡人竟然和当地人打成一片，虽然
这个外乡人在本应盛装出席的餐厅中没穿外套）在官方政权开始控制新闻的时候，民间传闻作为新闻
的一种形式就开始兴盛，本来已经衰落的口头新闻又出现了活力。在第六章，许多诗人就创作民谣歌
谣般的新闻。当然这些新闻的真实性也大打折扣了。而且不乏偏见歧视。这是一种对于正统的异端和
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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