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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就要面世了，这是一件好事，一件喜事，也是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界的一件大事。全书除绪论、附录外，四编12章7l节，洋洋百万言。　　我说是一
件好事、喜事，并非客套。时下莫说是大学教授，就是公司经理、科长、处长出一本书已不是什么新
鲜事。但有些书成了文化“快餐”（当然快餐也有消费群体），有些书则是一头出印刷厂，一头进废
纸厂，只有作者留几本自娱自乐、孤芳自赏。我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也长期为那些真正下过一番
工夫、又由于无出书补贴而不能出书的教员而惋惜。“板凳要坐十年冷”，不是“剪刀糨糊”，也不
是网上剪贴下载，而是像蚕、像蜂，“吃进去”、“采进来”，再充分消化，然后吐出丝、吐出蜜。
——我经常说：对于写作来说，蚕和蜂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因为它们的工作方法——“吃进去”、“
采进来”，再充分消化，然后吐出丝、吐出蜜，是一个必需的过程，也是一个符合科学的方法。一个
作者——当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写作不仅仅是一个作者，而是一群作者——来自10
多个民族的50多位专家——看到了自己吐的丝、自己酿的蜜，是何等的高兴！因此我说是一件好事、
喜事。　　我之所以说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界的一件大事，是因为许多同志，尤其是不搞新闻传播的
同志可能还感受不到这一工作的真正价值。我感到这一工作至少实现了三个目标：一是“填补了中国
新闻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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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上下)》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
闻教育与研究、队伍建设）的兴起、发展、繁荣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记录，并试图深入浅出、全
面系统地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新闻传播规律。客观平实的观点，珍贵翔实的史料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是该
书的鲜明特色。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上下)》除绪论和附录外分四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
、峥嵘岁月（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末）、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满园春
色（20世纪70年代中叶——20世纪末），共12章71节，结构独特。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这
是首次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一成果的问世，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体的发展和少数民
族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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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润生：本书主编、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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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绪论——创立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第一编  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
　第一章  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    第一节  唐报状产生前的兄弟民族新闻传播    第二节  元朝
以前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新闻信息传播活动    第三节  少数民族之特殊信息传播方式　第二章  
少数民族的办报活动    第一节  英敛之和初创时期的《大公报》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回族报刊    第三节
 满族宗室和八旗子弟报纸    第四节  白族学者赵式铭与《丽江白话报》    第五节  安健的报刊活动    第
六节  古近代少数民族报业特点　第三章  我国早期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    第一节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
刊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我国最早的蒙古文报刊    第三节  我国最早的藏文报刊    第四节  我国最早
的朝鲜文报刊    第五节  我国最早的维吾尔文报刊    第六节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创办的蒙古文报刊    第七
节  海内外外国人创办的蒙古文报刊    第八节  内蒙古等地区创办的汉文报刊    第九节  少数民族文字报
刊兴起的历史原因及其特点第二编  峥嵘岁月（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末）　第四章  少数民族现代报
刊萌芽与雏形    第一节  在我国创办的朝鲜文报刊    第二节  俄罗斯族的俄文报刊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
字期刊的兴起    第四节  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事业    第五节  少数民族女报人与妇女报刊的兴起    第
六节  邓恩铭与《励新》杂志    第七节  《新天津报》、《伊光》月报与海外回族报刊    第八节  现代民
族报业兴起的历史根源　第五章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初步发展阶段    第一节  现代少数民族报业发展特
点    第二节  现代朝鲜文报刊的兴起与发展    第三节  现代蒙古文报刊的兴起与发展    第四节  俄罗斯族
的现代报刊    第五节  新疆现代报业    第六节  原西康省的民族新闻事业    第七节  甘南地区的藏文报业   
第八节  海外创办的藏文报纸    第九节  民族地区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画报    第十节  现代时事政治性期
刊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时事期刊的出版    第十一节  民族地区汉文报刊    第十二节  我国现代民族新闻
传播的鲜明特征第三编  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　第六章  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
深入发展阶段    第一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发展概况    第二节  多层次、多文种党报系统的
形成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字专业报、对象性报刊的创办    第四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地区的汉文报
刊    第五节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新发展　第七章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发展时期    第一节  特殊发
展时期报业特点概述    第二节  曲折多舛的西藏新闻媒体    第三节  新疆《哈密报》与兵团报业    第四节
 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日报》和民族文字版《参考消息》    第五节  少数民族电视事业的诞生    第
六节  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反思第四编  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中叶—20世纪末）　第八章  以党报
为核心的多层次、多地区、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民族报刊体系    第一节  新时期少数民族报业概述    第
二节  老树新花  民族报刊喜迎新春    第三节  新苗茁壮，丰富多彩的新报刊    第四节  少数民族报业发展
改革之路　第九章  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的形成    第一节  特色鲜明的新
闻传播体系形成的意义    第二节  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体系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少数民族语言的电视体
系形成与发展    第四节  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之路    第五节  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兴起与发展　
第十章  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发端    第二节  新疆地区新闻教
育的兴起与发展    第三节  内蒙古地区新闻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第四节  发展中的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
业    第五节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新闻教育    第六节  向正规化、地方化与梯级化迈进的广西新闻教育    
第七节  突出新闻人才能力培养的宁夏大学新闻系    第八节  多民族聚居省份高校及其他民族院校新闻
系（专业）的创立与发展　第十一章  少数民族新闻研究初创时期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新闻研究兴起与
发展    第二节  少数民族新闻研究领域中几个争论的问题　第十二章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第一
节  少数民族新闻队伍日益壮大    第二节  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第三节  著名少数民族新闻
工作者专题研究跋  附录一：发展少数民族文字报业的两个会议文件  附录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
发刊辞选  附录三：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上下！�

章节摘录

　　第三章 我国早期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　　世界上各民族的新闻事业都始于报刊，这应当是各种新
闻信息传播发展的一条规律。报刊的出现，标志着新闻信息的传播有了专门的传播媒介，有了固定的
载体。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新闻与新闻传播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的里程碑，是“质”的飞跃。　　
第一节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产生的历史背景　　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出现至少有两个因素，一个是
借鉴内地发达地区汉文报刊的办报经验。我国原始状态的报刊的出现，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
发展无疑起着一定的作用，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同一个时期少数民族并未出现相应的原始状态
的报刊。19世纪90年代末叶，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活动也进入了高潮。改
良派的政治团体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创办起来，各地维新党人纷纷组织学会，创立学堂，出版报
刊，进行维新思想的宣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腐
败统治，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才是改变中国面貌的根本途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舆论与日俱增，掀
起了我国第二次办报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内外创办的汉文报刊，数量与质量都超过了戊戌变法
时期。而另一个硕果，便是在边远省份少数民族聚集区，首先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少数民族文字报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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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上下）》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报刊、广
播、电视、网络、新闻教育与研究、队伍建设）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全面系统地挖掘和阐发了其中
所蕴含的新闻传播规律。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兴起于20世纪初叶。进入90年代后我国少数民族
新闻传播事业空前繁荣，形成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成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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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很难找，还好有白润生
2、书质量很好，白老师是这方面的研究大家
3、不错的一本书，对少数民族新闻史有一个概述。当当网的服务也很好，有很高的信誉度。
4、可作了解。

Page 8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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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