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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世界20国集团架构的基础上全面展现世界主要国家新闻传播的历史，全书共7编23
章，包括概述、欧洲板块、美洲板块、亚洲板块、西亚北非板块、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板块、大洋洲板块6个板块共23个国家的新闻传播史。具体介绍某国新闻史时，均涉及此
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历史、总体特征以及目前新闻传播业新格局三个方面，既不遗漏必
须讲述的内容，又补充了各国传媒的*变化。同时，每章末附上思考题以供学生思考和复
习。 
本书脉络清晰、语言精练，除去概述、英国和美国新闻史超过万字外，其他各章控制在6
000字以内，对于刚刚接触外国新闻史的学生来说，本书是很好的入门书籍。对于复习考
研的学生来说，本书亦可提供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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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该去哪里；同样的，如果一个新闻工作
者完全没有本行业领域的记忆，他走进这个领域一定会感到陌生惶恐。学习新闻传播史
，便是帮着我们增添本行业的历史记忆，关于新闻传播的历史知识越丰富，面对现实的
新闻工作就越自由。 
通过学习，我们应该深刻理解关于世界新闻传播业历史发展的两个基本认识： 
（一）没有现代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现代新闻传播业是不可想象的 
无论是现代新闻传播的萌芽，还是从欧洲封建社会末期的王权报刊转变到政党报刊、从
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政党报刊转变到大众化的商业报刊，以及通讯社的建立、广播电
视业的普及、因特网传播的推进，其基本的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它顽强地为现
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开辟着道路。 
政治斗争的需要会造就一定的社会对于政治信息的需求，但是不会持久地拥有最广泛的
社会性市场。英、法、德、日等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历经波折，都是在新闻业全面进入市
场经济以后才最终稳定发展起来。亚太、非洲、拉美的现代新闻传播业，也是在市场经
济向全球的推进中产生的。对新闻传播的社会化需求，只能来自市场经济，而不可能来
自其他经济形态。 
（二）从最近数百年新闻政策发展变化的历史看，自由的信息流通政策是不可逆转的 
新闻自由的实现需要各种综合条件的“配套”，如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政治、文化
历史中的民主政治传统、公众和领袖人物基本的民主政治素养等等。 
巴西早在帝国时代就由皇帝恩准了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墨西哥1824年第一部宪法也规
定了新闻自由，但是由于频繁政变中的政治领导人无视这种自由权利，公众对于这种自
由也没有真正的了解和迫切的需要，新闻传播业历经数百年的磨难，直到现在新闻自由
才初步有了实行的经验。为此，这些国家的新闻工作者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的新闻政策得以横行，其中有经济萧条民众寻求出路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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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民族的黩武传统，同时更重要的是公众崇拜克里斯玛（charisma）人物的心态，支
持着法西斯主义新闻观拥有了市场；而一旦这种新闻观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已经形成极
权主义的政治、军事体制，即使多数人后来意识到需要改变，改变本身则付出了极大的
代价。法西斯国家的新闻传播业因此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教训值得深思。 
基于历史经验，在法律确立信息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某种形式
的新闻政策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需要综合考察其政治历史传统、经济形态、公众和领
袖人物的民主政治素养等等。历史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新闻传播业的情形，有的似乎超前
了些；现实中似乎滞后的多一些。从最近数百年新闻政策发展变化的历史看，实现自由
的信息流通的政策是不可逆转的，这里所谈的是如何以较小的代价较顺利的实现它。 
也许会有不同看法，那么我们共同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更多地领会这个世界已经须臾
不可缺少的行业走过的历程，讨论中一定会有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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