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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先秦时期的信息记载与传播　二、汉魏时期的官报与信息传
播  　三、唐代官报与信息传播　四、宋代报业及相关制度　五、元代的信息传播活动　六、明代报
业及有关制度　七、清代中期前的报业与制度　八、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特点第二章　晚清洋人创办
中文报刊  一、在南洋开创中文报刊  二、在中国南部发展新闻报业  三、上海外国人报业的崛起  四、
在华外报网的逐渐形成  五、有关的文化评价与探讨第三章　国人办报与维新运动  一、从译报跨越到
办报  二、王韬与香港《循环日报》  三、精英新闻思想剖析  四、报业实际运作之概况  五、维新运动
与首次办报高潮  六、维新名人与报业贡献第四章　改良与革命的二重奏　一、改良派在境外的办报
活动　二、国内改良派报刊浏览　三、革命报刊在海外的发展　四、国内革命派报刊的苦斗　五、两
派论战与第二次办报高潮　六、改良派的新闻报刊思想　七、革命派的新闻报刊思想第五章　清末官
报与新闻法制　一、晚清官报与政治信息流通　二、从戊戌变法到宣布“新政”　三、清廷迫害报人
有关案例　四、清末新闻法制进程简介　五、清末新闻法制的一些特点　六、新闻报人反抗斗争诸例
第六章  民国初期新闻业的波折　一、初年的短暂繁荣与党报堕落　二、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摧残　
三、民初三大名记者　四、北洋政府新闻法制状况的紊乱　五、新闻界的顽强抗争　六、通讯广播与
私营报业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与新闻报刊  一、社会背景的有关分析  二、陈独秀与《新青年》  三、《
每周评论》与李大钊  四、胡适及其有关报刊  五、《现代评论》与现代评论派  六、其他主要报刊与观
点争论  七、新闻学研究与教育的开端第八章　革命新闻事业的开端与挫折第九章　国民党统治早期
新闻业第十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磨炼　第十一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概况第十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
期　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十四章　改革开放初期风云第十五章　香港、澳门地区概述第
十六章　宝岛台湾新闻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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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哇哈哈这本竟然有条目！
2、突然感觉历史如同拼图，只听一家之言，只看剪刀浆糊式的作品，是可怕的。
3、有些历史言辞犀利 敢说真话  不错
4、喜欢呀
5、看过介绍后订的，杨师群这样的学者，这样的文字，这样的仔细，我很喜欢。
6、这本书比起方汉奇的中新史，浅显了许多，对初学者也是不错的选择。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比较新
颖大胆，我很喜欢
7、我真的不是很想再见到你⋯⋯
8、很有条理，值得阅读
9、最不像教科书的教科书...
10、作者是华东政法的老师，有些同学见过，说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我想，这大概是能在大陆作为
教材的思想最为开放合理的新闻传播史教材了。难得的是，作者的文笔也不错，漫步在中华四千年历
史里，去拜见那些曾在中国坎坷的新闻传播道路上青史留名的先行者们。
11、书还可以 比新闻学概论有趣多了 如果老师好好讲课大概还不错 不过这学期作业都才交了几次 所
以课本我才看了五章 然后这门课考试真麻烦 名词解释好容易混 嘛 明天考完就可以把书收起来了真对
不起作者
12、简单浅白，但不失新意和亮点..不作为教材看还是饶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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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的作者是怀着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热情赞扬的态度来写书的，而不是以往老一套的站在反对资
产阶级思想，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来进行评价历史事件的。因此，他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另
一个不同的角度。不管你阅读的时候认不认同本书的观点，但是包容的来看待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你
对历史的了解能更深刻一点，而不是纯然的政治化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历史。你从历史的回顾中和温习
中，你会更加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更了解我们的新闻媒体为何是现在这番模样。当然，如果
说此书作为一本新闻史的教材来看，还是有不少缺点的，没有插图是很大的缺点，缺乏图片史料，这
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全书只有文字，这样特别单调，而且会降低学生的阅
读欲望。另外，我觉得本书对新闻史的探讨还是过于粗糙和潦草。很多事件的叙述都是简简单单，深
挖或者广博地寻找资料尚显不足。举例来说，关于《中国青年》复刊风波的说法，本书列举了两种，
但是我看到网上还有资料介绍，最后复刊时候的处理是 “把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及照片都放进去
，其他的都不动。”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可信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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