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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

内容概要

《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的问世，为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从业者提供了一册可靠的案头参考书，为我
国对外新闻传播的爱好者提供了一册生动的读物，也为我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一项新成
果。但愿它能够引起连锁反应，更期待对外传播（或称“国际传播”）这门内涵丰富的独立学科能够
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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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

书籍目录

序
绪论
第一章　思想准备与初步尝试：中国对外传播的酝酿期（19世纪末-1937年7月）
第一节　“非设西字日报不为功”——19世纪末对外新闻传播思想的萌芽
第二节　改良的鼓噪——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的办报活动
第三节　以报刊服务于革命——孙中山的对外新闻传播活动
第四节　中俄通讯及《少年》、《赤光》——中共成立前后的对外新闻传播活动
第五节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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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

精彩短评

1、不错的一本历史书，史料翔实，书中有我需要东东。不过发货真有那么慢，下单后好几天才发货
。还好不是太急。
2、《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为指导，在对“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初步界定的
基础上，首次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对外新闻传播事业的沿革，时间近百年，涉及众多新闻媒介，
包括其体制、机制、媒介、内容、功效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填补了新闻传
播学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一部学术著作而言，有创新之处是其学术价值的最
重要、最充分的体现。《中国对外传播史》第一次把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所做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应该说，这就是其最大价值与贡献。具体说来，《中国对外传播史》
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论文第一次对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较为全
面、较为细致的研究，时间跨度对外新闻传播思想开始萌芽的19世纪末，一直到从对外新闻传播事业
初步繁荣、多种传媒共同发展的二十世纪末，涉及到报纸、期刊、通讯社、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多种
新闻媒体的对外新闻传播活动。其次，第一次对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百年历史进行了较为科学、较为
合理的分期。论文把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分成五个时期，即：酝酿期（19世纪末——1937年抗日战争
爆发前）、起步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全面发展期（1949年新中国成
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徘徊期（1966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迅速发展期（1976
年粉碎“四人帮”至今）三是对“中国对外新闻传播”这一概念作了界定，并对“对外新闻传播”与
“对外宣传”、“对外新闻传播”与“对‘四种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华人）
的新闻传播”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作了分析。四是对各个时期对外新闻传播的特点及历史规律作了初步
的探讨与总结。《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的完成有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的意义。从理论上讲，对外新
闻传播史既是新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外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如果没有对
外新闻传播史，那么对外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对外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对于对外
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意义重大。从现实意义讲，对对外新闻传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对外
新闻传播规律的研究，对于指导目前的对外新闻传播实务、促进对外新闻传播工作再上新台阶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发扬优良传统，继承先进经验，遵循对外新闻传播规律，避免以前犯过的错误，
我们今天的对外新闻传播工作才能少走弯路，迅速发展，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取得更大的成绩。当
然，作为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中国对外传播史》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个别章节对材料分析不
够、规律性的阐释还可以进一步加强等等。但是，作为第一部“中国对外新闻传播成就的全景展示、
中国对外新闻传播脉络的系统梳理、中国对外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总结”的专著，历史会给予《中国
对外传播史》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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