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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全书共分四大部分，共26章：第一部分是“中国报刊评论的发端与兴起”
，共4章；第二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报刊的新闻评论”，共8章；第三部分是“从新
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近30年间的新闻评论”，共7章；第四部分是“我国新时期新闻评论的
革新与趋势”，共7章。考虑到便于读者阅读和领会，本书写作时坚持遵循实事求是、古为今用、史
论并举、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适当揭示新闻评论各种文体和体
裁的源头知识、沿革与创新历程，以及现实的借鉴意义；力求体现一般与个别的结合，着重阐述、评
介和剖析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关键媒体、代表性评论家及其典型专栏和评论作品，并尽量体现其现
实的借鉴意义；在行文上，力求深入浅出，简明通顺，材料与观点统一，分析与概括结合，并注意体
现内容的理论性、知识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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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文龙，1933年12月出生于浙江镇海，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
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主要讲授“新闻评论写作”、“新闻评论专题
研究”等课程。曾任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1994年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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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中国报刊评论的发端与兴起 第一章  古代论说文——报刊评论的渊源 第二章  我国第一
位报刊政府家王韬和他的《循环日报》政论 第三章  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报刊政论实践与影响 第
四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评论的兴起与发展 第五章  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的报刊政论
第二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报刊的新闻评论 第六章  我国早期有影响的无产阶级政论家的
报刊评论实践 第七章  毛泽东报刊评论的理论与实践 第八章  鲁迅与报刊杂文 第九章  邹韬奋报刊言论
的创新与贡献 第十章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的新闻评论 第十章　抗日
战争时期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的新闻评论 第十一章　张季鸾与《大公报》社评 第
十二章　徐铸成与《文汇报》社评第三部分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近30年间的新闻评论
第十三章  新中国建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报刊评论（1949-1956） 第十四章  “反右派”、
“大跃进”时期的报刊评论（1957-1961） 第十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报刊评论（1961-1966） 第十
六章  胡乔木报刊政论写作及其经验 第十七章  邓拓的报刊社论与杂文成就 第十八章　与苏共论战期间
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评论(1956-1965)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报刊评
论(1966-1976)第四部分  我国新时期新闻评论的革新与趋势 第二十章  媒体言论面临的时代使命——实
施正确的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 第二十一章  专栏评论与评论专栏的复兴、革新与拓展 第二十二章  当代
杂文的发展与时代使命 第二十三章  广播评论的演变、革新与趋向 第二十四章  电视评论的演变、革新
与发展   第二十五章　网络言论的兴起与管理 第二十六章　新时期我国新闻评论写作的革新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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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重要人物的介绍和论说还是比较详细的，可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
2、很详细哟....~~~~~~历史的纪录.
3、考研用！
4、一个评分都没有⋯好吧⋯
开头很好，当讲到毛爷爷时开始转入那个年代特有的红色叙事，于是就放弃了。
前一段对于有名的新闻者的科普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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