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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前言
本书初衷在于为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提供一部原典或经典的专业读本，类似文学专业的
“作品选”、“文论选”等。说起来，新闻史与文学史都不离两类研究，一类是专著，
如刘勰的《文心雕龙》； 一类是文选，如《昭明文选》。如果说专著相当于人的骨骼，
那么文选就好比人的血肉，至于贯穿其中的思想则恰似人的生命或灵魂。
若以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闲话》一书里的长文——《上海报业小史》（姚公
鹤）为起点，中国新闻史研究已逾90年历史，即使从1927年戈公振先生的开山之作《中
国报学史》算起，这门学科也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代新闻
史学者孜孜探求，默默耕耘，使这片学术园地日益成为新闻学的大后方和根据地，为整
个学科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氛围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更是取得一系列突出进展，涌现一大批厚重之作，不仅
得到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嘉许，而且也引起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关注。以新闻研究**荣誉
奖“吴玉章新闻奖”为例，获奖著述多半为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成果。
当然，中国新闻史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发展也不平衡。以高校的教学为例，新闻史专
著就远远多于新闻史文选，据说仅仅冠名“中国新闻史”的教科书就不下百部。与此相
对，学生急需的“文选”却极度匮乏，根本无法满足莘莘学子和芸芸读者的需求。大略
统计一下，目前的新闻史文选真是屈指可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1981）；
方汉奇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1982）；
谷长岭、俞家庆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1987）；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1987）；
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文选》（1998）；
⋯⋯
这些文选虽为当时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随着
学科发展和时代变迁，其中的遗憾也越来越凸显，大略说来有三点。其一，所选文本基
本截止于新中国成立，此后近60年的发展往往付之阙如； 其二，选材的范围比较单一，
多以报业为主，既缺乏其他新闻媒体内容，也较少涉及相关社会背景，对当今的学子和
读者来说未免陈旧，难覆所用； 其三，这些著述也早已脱销，无处寻觅。所以，不管从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方面讲，还是从满足读者现实需求的角度看，重新编选一部
中国新闻史文选都可谓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前言 本书初衷在于为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
提供一部原典或经典的专业读本，类似文学专业的“作品选”、“文论选”等。说起来
，新闻史与文学史都不离两类研究，一类是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 一类是文选
，如《昭明文选》。如果说专著相当于人的骨骼，那么文选就好比人的血肉，至于贯穿
其中的思想则恰似人的生命或灵魂。 若以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闲话》一书里
的长文——《上海报业小史》（姚公鹤）为起点，中国新闻史研究已逾90年历史，即使
从1927年戈公振先生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算起，这门学科也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代新闻史学者孜孜探求，默默耕耘，使这片学术园地日益
成为新闻学的大后方和根据地，为整个学科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特
别是改革开放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更是取得一系列突



出进展，涌现一大批厚重之作，不仅得到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嘉许，而且也引起其他人文
社会学科的关注。以新闻研究**荣誉奖“吴玉章新闻奖”为例，获奖著述多半为中国新
闻史方面的成果。 当然，中国新闻史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发展也不平衡。以高校的教
学为例，新闻史专著就远远多于新闻史文选，据说仅仅冠名“中国新闻史”的教科书就
不下百部。与此相对，学生急需的“文选”却极度匮乏，根本无法满足莘莘学子和芸芸
读者的需求。大略统计一下，目前的新闻史文选真是屈指可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1981）；
方汉奇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1982）；
谷长岭、俞家庆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1987）；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1987）；
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文选》（1998）； ⋯⋯ 这些文选虽为当时的教学和研究提供
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随着学科发展和时代变迁，其中的遗憾也
越来越凸显，大略说来有三点。其一，所选文本基本截止于新中国成立，此后近60年的
发展往往付之阙如； 其二，选材的范围比较单一，多以报业为主，既缺乏其他新闻媒体
内容，也较少涉及相关社会背景，对当今的学子和读者来说未免陈旧，难覆所用； 其三
，这些著述也早已脱销，无处寻觅。所以，不管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方面讲，
还是从满足读者现实需求的角度看，重新编选一部中国新闻史文选都可谓迫在眉睫，刻
不容缓。 正是面对这种窘迫局面，我们才不揣浅陋编选了这部文选，以应教学之需和学
生之急。之所以称为“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也是为了同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
插图版）相配套。这部文选上迄先秦，下至当代，共遴选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原典或
经典文献约150篇，此外还有只列篇名未录正文的100篇“存目”。为方便读者了解有关
背景，我们为每篇文章都撰写了“题解”，如《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的题解： 《国
语》是中国*早的国别史，也称《春秋外传》，杂记西周及春秋时期八国的人物、事迹和
言论，旧说为左丘明所著，司马迁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据近代学者研究
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目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或新闻，左丘明就
是略早于孔子的一位著名瞽矇。瞽矇讲述的历史或新闻被后人记录，整理成文，就称为
《语》，按照国别区分有《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
选自《国语�周语》。文中记述周卿士邵穆公规劝周厉王的一段谈话，用形象的比喻说
明一个重要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对于人民的言论，执政者应该疏导
而不应该堵塞。 再如为“草原英雄小姐妹”报道所写的题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
蒙古族小姑娘为保护公社羊群同暴风雪搏斗一昼夜的故事，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伴随新
闻报道，她们的名字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从此被誉为“草
原英雄小姐妹”。当时，“草原英雄小姐妹”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艺术作品，编入小
学课本。另外，由刘德海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同管弦乐《红旗颂》
（吕其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何占豪、陈钢）、钢琴协奏曲《黄河
》（殷承宗）、交响诗《嘎达梅林》（辛沪光）以及音乐会组曲《红色娘子军》（吴祖
强等）等，一同构成新中国*美的音乐篇章与红色经典。 不言而喻，任何学科的任何文
选都不是纯粹的“资料汇编”，其中无不体现着特定的意图或旨归，从而才有选什么、
不选什么的裁量。正如孔子编选《诗经》不只在于含英咀华，更是张扬一种“真、善、
美”的社会价值和伦常观念，也就是《论语�为政》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关于文选及意义，鲁迅先生曾写道：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
见。博览群籍，采取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



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
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集外集�
选本》） 那么，这部《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的意图或旨归是什么呢？ 一方面，首先自
然是为新闻人（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提供一部有用、有益并有趣的专业参考书。从读
者角度着想，我们在编选过程中主要考虑如下因素。一是全书篇幅适中，即选材方面既
不过于庞杂，也不过于简略，一册在手，精华在握。过于庞杂，对一般人来说显然没有
必要，徒增阅读压力和经济负担； 过于简略，则难以反映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全貌和时代
风云，无法使人尽情领略其间的万千气象和新闻魅力。二是将经典性与可读性统一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希望选出中国新闻***重要、*有影响的里程碑式的文献，以体现
“参考、借鉴和启发”等价值； 而且希望选出的文字对普通读者也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而不只是有利于专业学习及其研究。虽然新闻史文选不可能都像文学史文选那样具有可
读性，但在不影响经典性或权威性前提下，我们也尽可能兼顾文章的多姿多彩、有滋有
味。三是将新闻史内容与社会史视野**融合，尽可能体现新闻与社会的多重互动。另外
，本书还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拓展。在时间维度上，本书上迄先秦的《春秋左氏传》
，下至21世纪的进展。在空间维度上，力求包罗广泛，除了报业领域，还涉及广播、电
视、网络、期刊、新闻思想、新闻制度、新闻教育、新闻法规等。 另一方面，这部选本
的意图或旨归更重要的还在于正本清源，弘扬一种新闻精神或新闻理想。换言之，这部
文选欲使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进一步感触新闻的“精气神儿”。提出这样的话题，是因
为随着当今市场化、商品化、世俗化的潮流汹涌漫溢，随着各种新潮理论和时尚观点的
起伏流行，新闻的“精气神儿”似乎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化、越来越变异。一次，某
名校出版社请我“鉴定”一套丛书的出版价值。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套冠以“新闻”的
丛书不仅与新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恰与新闻的“精气神儿”相抵牾，五花八门的选题
多是广告、公关、媒介经营、传媒研究等。看到这些貌似新闻的东西，不由想起哥伦比
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姆士�W.凯利（James W. Carey）几年前的有名批评： 面对“传
播”一词的四处泛滥，面对在“传播”旗帜下广告、公关、传媒经营管理、平面或音像
传媒制作、网络媒体制作等等的冲击，新闻尚未认清自己面目，已处在了四面楚歌之中
。（转引自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 针对这种“群雄并起，
天下混战”的乱局，这位美国新闻学界的代表人物在2000年发表了一篇引起热议的文章
《新闻教育错在哪里》（译文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以砥柱中流之势提出新
闻的三项原则： 原则一： 新闻和新闻教育绝不等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介研究、公共
关系或广播。新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成型于特定的历史时刻，绝不可与其他相关
但不同的社会实践相混淆。新闻与那些活动既不可在教学中混淆，也不可在新闻实践中
等同。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作为独特的现象来关注。 原则二： 新闻作为独特的社会实践
不可与传媒和传播相混淆。传媒是新闻得以发生的组织和官僚机构，是新闻使用的技术
； 传播是意义传递的一般过程，但是它们都不是新闻。新闻实践可发生在或大或小的组
织，可由实践者个人或群体共同操作，可以使用声音、书写、印刷媒体或电视摄像机。
新闻在哪里及如何生产是重要的问题，但如果将新闻混淆为传媒或传播，无异于将鱼和
鱼的故事混为一谈。 原则三：
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其实，不管新闻有多少
种定义、多少种解读，在钟爱新闻的人眼里，新闻总是一片神圣的领域、一种理想的追
寻、一项值得献身的事业，一句话，新闻总有一股子“精气神儿”。因为，说到底新闻
同千家万户的身家性命联在一起，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



福联在一起，同诸如“人文精神”、“人本主义”、“人道理想”等字眼联在一起，历
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始终是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学生们发现，“光
荣与梦想”是我常挂嘴边的一个词语。的确，这个出自美国名记者曼彻斯特的名作《光
荣与梦想》的词语，也传神而凝练地体现了新闻的“精气神儿”，体现了古今中外一切
新闻人的永恒追求。新闻虽然表现为明确的世俗关怀，但其核心却体现为强烈的精神冲
动，犹如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追求一样。一切真正的新闻人，骨子里其实都是诗人
。记者穆青的“勿忘人民”，不也正是诗人艾青的情怀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如果这样说有点玄虚，那么看
看这部文选的名家名作就不难理解了。这些作品本身，已经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新闻，什
么是新闻人。什么是新闻人？新闻人就是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徐铸成、朱启平、
范长江、邓拓、斯诺、白修德、爱泼斯坦等。什么是新闻？新闻就是《中国的西北角》
（范长江）、《西行漫记》（斯诺）、《谁是*可爱的人》（魏巍）、《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王石）、《万里神
州驯水记》（郭超人）、《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范敬宜）、《来自长征
路上的报告》（罗开富）、《阳光�阴影�希望——南国百日游》（段连城）、《索玛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优秀共产党员、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张严平、田
刚）等。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新闻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恰似鲁迅笔下的“民族脊梁”
——舍身硬干、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
诚然，新闻界泥沙俱下，新闻人鱼龙混杂，正如军旅中有勇士，也有懦夫； 有生为人杰
、死为鬼雄之辈，也有滥竽充数、见利忘义之徒。而且，即使勇士也难免这样那样的缺
陷，也不见得一生勇敢、一世壮烈，但用鲁迅的话说，有缺陷的战士终究还是战士，正
如完美的苍蝇毕竟还是苍蝇。何况，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不明白，不能由于新闻行
当有“坏人坏事”，自己就有理由不做“好人好事”，不能因为新闻行当里有些败类，
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背弃新闻的理想。古之圣贤不是提出，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吗？
那么，本书也是为一切有志于新闻理想的人，为一切如邵飘萍所言愿为新闻伟业奉献终
生的人而提供的一部见贤思齐的样本。 本书的编选是由笔者提出原则和思路，并由博士
生姚遥同学进行初选，再由笔者补充和定夺。初选之后，又由博士生李漫同学组织9位新
闻学研究生分头撰写题解初稿，再由笔者修改定稿。*后，涂鸣华同学又组织这些同学分
头校核原文，依据一手文献逐段逐文检查，以确保准确与权威。参与撰写题解和校核原
文的同学是韩璐、朱一彬、罗有晗、杨科、刘锐、李强、康雯萱、章炳捷、郑亦心、秦
珍子等，他们的工作值得特别书写一笔。 在编选过程中，业师方汉奇先生、同门学长郭
镇之教授都曾给予热心指教，在此谨致谢忱！当然，本书的所有问题均由笔者自己承担
，而且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各种纰漏和缺憾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提出批评与建议，以
利我们修改与完善。 李彬 2008年5月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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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吕氏春秋�察传 吕不韦
【题解】《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政治家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著作，又名《吕览》，
成书于秦王正八年（前239年）。它以道家思想为主，取其顺应客观的思想，去其消极避
世的成分，兼采儒、墨、法、兵及阴阳家之长，意在汇合先秦各派学说，为当时秦统一
天下和治理国家提供理论体系，属于杂家的代表作。其中保存了许多逸闻，具有史学价
值或新闻价值。《察传》一篇讲述“辨察传言”的问题，主张“疑似必察”，对新闻传
播颇有启发。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
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齐桓公
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
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
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
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
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
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
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
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
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
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
‘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
？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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