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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年会（2011）暨新闻史论青年论坛”首届学术研

讨会在北大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共同主办，由北大新

闻学研究会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同窗会（以下简称“特训班同窗会”）协办，旨在为从事新闻

史论的年轻研究者搭建一个发表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在本次研讨会

上，来自两岸和新加坡新闻传播学界的资深学者、高校新闻院系的青年学者、北大新闻学研究

会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第三届全体学员及前两届部分学员共计60余人，汇聚一堂，围绕新闻史

论研究的方法与困惑坦直地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特训班同窗会会长、厦门大学讲师毛章清主持，首先由新闻学研究会副会

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致辞。程教授对中国新闻史研究近年来取得的

新成绩、扩展的新领域、使用的新方法、呈现的新图景进行了介绍，并且特别强调近两年来，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增个人会员中的绝大部分是青年学者；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连续三年举办“全

国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学员也以青年学者为主。大批青年学者的加盟和参与，为中国大陆

新闻史教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它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随后，台湾政治大学资深教授汪琪和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

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顾问卓南生分别以《传播研究与理论本土化的意义与重要性》和《我

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和论证——兼论中日新闻史研究历程之异同》为题进行了大

会主题发言。 

 

      汪教授针对新闻传播学领域，尤其是华人研究者群体中涌现出的两个现象，即传媒的快

速发展与落伍的学术典范之间的脱节以及华人新闻传播学术社群的快速成长与发展方向的失落

之间的落差，呼吁包括新闻史在内的新闻学研究应该对外来主流研究范式背后隐藏的各种价值

与关怀保持敏感，并以此为前提，明晰既有研究方法与理论生成的特定历史文化脉络与适用局

限。汪教授认为诠释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华人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主

义”色彩，从而建立学术研究与本土社会文化的连结，实现华人研究者的真正“出师”。 

 

      卓教授结合自身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研究及在日本接受新闻学教育的经历，首先从近代

世界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对包括《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内的早期宗教月刊的

定位及其与中国近代报刊的联系进行了厘清。其次指出日本新闻史学界面对大众传播学理论的

冲击时，也曾对传统新闻史研究的思路有所反思，但重点置于方法论层面的比较、探讨和利



用，没有因此全面否定“近代新闻”与此前各种“新闻现象”（包括新闻类似物等媒体）之间

的联系。有鉴于此，卓教授强调新闻史研究方法论值得更深一层的思考与探讨，也可以借助相

关领域的学理和方法，但应在尊重史实和历史背景，尤其对原有新闻史研究的优秀成果之修正

应持十分严谨与审慎的态度。 

 

      主题发言结束后，在特训班首届学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副教授陈开

和的主持下，台湾世新大学的夏春祥教授，台湾辅仁大学的林鸿亦教授，特训班首届学员毛章

清、北京大学博士刘扬及第二届学员北京大学博士生李杰琼围绕“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

难题与困惑”进行了座谈。五位青年学者分别从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断裂的现况、国际关系与

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冷战”议题、新闻史教学的“尴尬”境地、新闻史论研究中的史料考据与

方法论、报刊史料与历史文化脉络如何有机结合、新闻史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等角

度探讨了近年来引起学界关注的新闻史研究的学科主体性问题。席间既有对目前新闻史轮研究

现状的坦直批判，也有学者之间激烈的观点交锋，在主题演讲的延长线上，进一步激发了与会

者的问题意识与学科自觉。 

 

      本次研讨会的分论坛共有四场，论文发表者全部为两岸的青年学者及在读博士、硕士研

究生，论文点评人分别为河北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理事乔云霞，台湾政治大学教

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理事彭家发，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中国

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吴廷俊和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孙旭培。在闭幕式上，四位点评人一致认为

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发表具有研究题目切口小、研究方法相对规范、重视对一手资料的发掘与运

用、注意将史料与历史背景相结合等突出的特点。 

 

      吴廷俊教授在大会总结发言中特别指出本次“青年论坛”，通过大会主题发言、青年论

坛和分论坛论文发表三个相对对立但又紧密结合的研讨环节，与会学者基本对“如何看待新闻

史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如何做好新闻史论研究”和“如何使学生喜欢新闻史课程”三个问

题达成了共识。尤其是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史论研究”这个问题，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丰富的史

料和精准的考据是新闻史论研究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立足本土的历史文化脉络与社会关

怀，回归历史原点，尊重史实，才能较好地实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并且成为克服研

究中的“西方主义”膜拜倾向、完成学术“出师”、寻求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的有效途径。 

 

      据悉，第二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将于明年8月配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第四届史论

师资特训班”的安排，在授课期间召开。 

 

 （供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杰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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