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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台北）在台湾世新大学召开

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

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新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台北）于5月24

日至25日在台湾世新大学举行。会议以“新闻、新闻人与媒介技术的历史

脉络”为主题，研讨媒介技术变迁与新闻实践的关系。来自海峡两岸和香

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德国等地的学者、专家共五十多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名誉顾问卓南生教

授，常务理事刘家林、刘大保、王润泽教授，以及特邀理事白润生、乔云

霞教授等出席了此次会议。

在开幕式环节，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世新大学成嘉玲

董事长和赖鼎铭校长进行了致辞。程曼丽会长代表史学会感谢世新大学方

面对会议的精心筹备和周到安排。她简单回顾了已故的成露茜博士对促进

“中国新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去年此研讨会在

北京召开的情况；并希望研讨会今后能够持续举办，成为中外新闻史学术

界展示和分享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成嘉玲董事长和赖鼎铭校长都对与会

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介绍了近年来舍我纪念馆在新闻史研究方

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并希望以此研讨会为平台，通过新闻史的

研究，借古鉴今，从历史中寻找新闻人的典范，促进当今新闻事业的发展

进步。

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共举办了六个场次的专题研讨：“报刊与中国现

代性”、“中国新闻专业实践的反思”、“台湾新闻史研究”、“新闻文

化与权力的交错”、“成舍我与中国新闻史”以及“新闻产制的建构”。

在“报刊与中国现代性”专场，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博士后研究员萧

旭智以《暴力、暗杀与幸存者的记忆：民国时期的新闻场域初探》为题，

探讨了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不同类型的暗杀事件对于当时新闻场域及公共领

域的影响。台湾师范大学博士生张振扬的论文《猎奇与教化：同治年

间<申报>新闻中的妇女形象》则尝试通过《申报》对妇女新闻的报道，来

观察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看法，以及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在其中的作用。

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助理教授杨韬的论文《国共攻防中的

生活书店》考察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至国共内战结束期间，邹韬奋先

生创办的生活书店与国共两党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张

历君讲师的《心声与电影：论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的生命哲学修辞》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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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通过梳理瞿秋白的生平资料，论述他与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生命哲学

热潮之间的关联，勾勒出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由佛学思想、柏格森（Henri 

Bergson）哲学和经验主义等思潮脉络编织而成的互文网络（intertextual 

network），并具体分析了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的两个修辞用语——“心声”

与“电影”。

在“中国新闻专业实践的反思”专场，陕西西北大学新闻学院王春泉

教授发表的《汉语新闻学的泥土性及其面容与风景：基于大陆<中国新闻史

>书写问题的思考》论文中，探讨了新闻史书写中的“本质主义”等问题，

希望能够有效地结合“新闻性”与“历史性”，将“汉语新闻史”扩大成

为汉语新闻性的历史领域，把“还原历史”的工作转换为丰富历史并进而

接近历史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王润泽教授在题为《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媒

体“涉农”新闻报道的变革与动因》的论文中对大陆主流媒体“涉农”报

道的变化做了详细分析，并探讨这些变化与国家农业政策、媒体改革、传

统的农村通讯员制度以及农民接触媒体多样化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广州中

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贺碧霄的论文《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何以

可能？对1949-1953年私营报业人事整编中两所新闻学校的考察》分析了

1949-1953年间上海新闻学校对新闻从业者的整编改造，以及新闻教育机

构在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与角色身份转换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开和的论文《私营媒体与新闻自由的困境》以英国

《世界新闻报》事件为个案，探讨了市场条件下私营媒体的发展趋势及其

新闻实践与传统新闻自由理念之间的落差，并指出其对发展中国家新闻理

论创新的可能启示。

在“台湾新闻史研究”专场，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晓峰教授以

《日据时期台湾新闻法制的历史考察》为题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新闻法制

的历史演变，指出了这一时期台湾新闻法律制度的四个特点：以殖民统治

为目的的专制立法；以思想统制为主体的管理机制；以强制同化为重点的

精神摧残；以不平等性为表现的法制影响。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

助理教授林有庆发表的《台湾民报的广告分析》一文，对1923-1930年《台

湾民报》的广告内容和诉求方式等做了详细的内容分析，由此探讨《台湾

民报》的经营理念、目标市场和当时的台湾社会风貌。台湾体育大学体育

研究所陈子轩副教授的《党国资本主义下的电视运动转播》一文则以1962

年台视开播至1990年中华职棒开打为限，结合台湾三台转播节目表资料

库和深度访谈，探讨这一时期台湾党国资本主义下的电视运动转播样貌，

说明台湾该时期运动转播与党国资本体制的相辅相成关系。世新大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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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兼任助理教授邱家宜的《从<报学>看1950年代台湾的“反攻大陆新闻

学”》分析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报业同业刊物《报学》中由“反攻大陆”

文宣队伍发展出来的“反攻大陆新闻学”系列论述，分析了这一论述的主

要架构与核心概念，总结出党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下，当时的“霸权体系”

如何通过新闻媒体论述有效地进行“反攻复国”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在“新闻文化与权力的交错”专场，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博士后研

究员叶思吟的论文《<破>世界：另类媒介的文化想象与实践》以1995年

独立出刊至今、自诩为另类左翼文化刊物的《破》周报为研究对象展开分

析。舍我纪念馆助理研究员黄顺星的论文《新闻奖不完：台湾新闻奖的

历史分析》则探讨了1949年后台湾诸多新闻奖项出现的历史脉络，及其

对新闻专业发展的意义。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讲师曾丽萍和世

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黄招勤的文章《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研究之初探：

2000-2011》分析了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研究的多元化趋势。马来西亚新纪

元学院媒体研究系黄国富的论文《新媒介与远距民族主义：早期新加坡华

人的“中国意识”（1881-1911）》则尝试从报纸在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

的发展入手，探索“印刷资本主义”与当地华人“远距民族主义”（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的关系。

在“成舍我与中国新闻史”专场，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以《成舍

我与中国少数民族报业》为题，讨论了成舍我与我国少数民族报刊和报人

的关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家林教授的《“成学”研究刍议：试

论成舍我研究的开拓、深化与创新》一文，系统回顾了成舍我研究的历史

与现状，分析了学术界成舍我研究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深化成舍我研究的具体建议。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顾问卓南生教授的

《中国近代报业史研究的线索与误区》，则以诸多具体案例展示了新闻史

研究中的珍贵线索和资料，以及在对待和处理这些线索和资料时存在的误

区；对中国新闻史研究者来说，这些线索与资料既是“陷阱”，也是促使

大家谈求真相以正本清源的“诱惑”。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则在其发言中

着重指出了成舍我的办报理念与上世纪自王韬以来大多数中国报人“新闻

救国”愿望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成舍我所办的大众化报纸与英美纯粹以

盈利为目的的大众报之间的重要差别。

在“新闻产制的建构”专场，台湾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系林照真教

授的论文《大陆电视新闻操作收视率研究：以苏州电视台为例》以苏州电

视台的“苏州新闻”和“新闻夜班车”所代表的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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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对象，研究收视率对中国大陆城市电视台新闻产制及新闻报道弹性的影

响。政治大学江慧珺硕士生和刘昌徳副教授的《新闻志工：独立记者的机

会与限制》一文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独立记者同时具备的个人企

业与劳工的双重特质，对其劳动过程的影响与改变。世新大学新闻系副教

授林思平的论文《建构与被建构的主体：政治新闻与台湾本土报纸阅听

人》着重分析台湾三大本土新闻报纸的读者如何看待和诠释报纸中意识形

态倾向鲜明的政治新闻，以及阅听人主体与报纸阅读实践的关系。政治大

学刘慧雯副教授的论文《从新闻“作者”的转变看资讯体系的成形：以兴

票案与宇昌案之比较为例》，以重新思索“记者为何人”为切入点，通过

台湾两次大选中在野党候选人“疑似不法”的案件，即宋楚瑜的“兴票

案”和蔡英文的“宇昌案”，分析各式各样的新闻“作者”现身的场景条

件，以及当代阅听人对“新闻”的要求。

此外，本次会议还包含两个场次的圆桌论坛。

第一场题为“城市、场域与跨语际的文化生产”，由台湾中研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李孝悌研究员主持，与谈人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讲座

教授叶文心和德国海德堡汉学中心教授瓦格纳（Rudolf G. Wagner）。论坛

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摄影、印刷

机、留声机、收音机等新的媒介技术在中国的扩散过程，及其对当时公众

社会生活和阅读习惯以及身份与品位的颠覆和建构作用。论坛也讨论了当

时中国的外文报刊与中文报刊之间在内容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中国

公共领域发展的影响。

第二场题为“作为新媒介的报纸”，由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叶

文心教授主持，与谈人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叶凯蒂教授和美国杜克大学周成

荫教授。他们探讨了“曾经年轻过的”报纸与当下的新媒介在传播内容、

方式等方面的“变”与“不变”，及其对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与

会者就新媒体时代传统新闻价值的传承性、编辑记者角色的变化以及受众

需求的可塑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两天的热烈研讨和交流，会议于5月25日晚圆满落幕。众位学者、

专家在欢乐的晚宴中相互祝福，期待着下一次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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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学会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合作

推出专题“新闻史上的今天”

7月24日，中国新闻史学会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合作正式推出“新闻史上

的今天”专题，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供稿，每日定期发布与当日日期相关的中外

新闻史内容一篇。此专题微博首发当日就被转发百余次，收到近百条评论。

在7月初试运行阶段，“新闻史上的今天”专题便已得到较为广泛的社会

关注，并获得了学界好评。在历经“中国新闻史上的今天”、“每天读点新闻

史”两次改名后，该专题最终定名为“新闻史上的今天”。试运营期间此专题

分别介绍了“国际体育记者日”设立、胡政之诞生、茅盾诞生、苏哈托起诉

《时代》周刊事件、英国议会对《世界新闻报》非法窃听一事展开调查、新生

事件、塔斯社成立等一系列历史上重要的中外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

7月24日正式推出的“新闻史上的今天”专题内容为：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

韬奋先生的精神。1944年7月24日，《生活周刊》、三联书店创办人邹韬奋先

生病逝。以他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曾是中国新闻与出版业的最高奖之

一。”

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合作，是今年6月底程曼丽会长代表中国新闻

史学会与人民日报新闻协调部商谈的结果。程会长认为，微博是当今时代信息

传播的重要平台，在社会舆论的形成与扩散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

仅新浪微博的用户就已超过3亿，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人民日报》官方微

博即将上线之时（7月初试运行，7月22日正式上线），与它合作推出“新闻史

上的今天”很有意义。这一合作不但可以满足广大微博用户对于历史上新闻事

件了解的需要，丰富他们的新闻知识，还有助于扩大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影响

力。

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欢迎各位理事和会员提供线索和稿件，以使此专

题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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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方汉奇教授在“北大新闻学茶座”的发言

我这些年因为岁数大了，课不讲了，文章也写不了了，教学活动和学

术会议也很少参加了。这次来，原想只是就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刊《新闻春

秋》获得正式刊号的事，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交流一下，没想到被拉到

“北大新闻学茶座”里来，要我作个发言。我没有什么准备，（程）曼丽教

授和卓（南生）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是“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

春秋》？”对此，我也没有想好，但既然是茶座，那就就建国以来新闻史的

教学与研究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作个回顾，和大家随便聊聊吧。

我开始教新闻史是1951年，当时只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讲一点

新闻史方面的专题，1953年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任教后，才正式

的系统的教新闻史的课。如果从1951年算起，到今天已经61个年头了，我现

在不上课了，只还做些带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生的工作，可以说一辈子都在跟

新闻史打交道。那就跟大家先聊一聊我所经历的这60年来中国新闻史教学与

研究的简单情况吧。

新中国新闻史研究与教学的第一个30年

这60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30

年，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那30年，包括文革前的17年，文革中的10

年和缓冲时期的两三年。

建国之初，高等学校的新闻系一直都设有新闻史课程，像当时北京大学

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新闻史课程是安排两个学期，每学期两个学分，共4个学

分。那时新闻史研究和教学的重点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这

编者按： 

 　　如何研究新闻史？这是长期以来新闻史论研究者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是

北大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致力探讨的一个问题。时逢中

国新闻史学会会刊《新闻春秋》获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刊号为CN10－

1063／G2），2012年3月31日北大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联

合主办“北大新闻学茶座”第20次学术活动，特邀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

方汉奇教授就“如何研究新闻史”和“怎样办好《新闻春秋》”等问题发表

自己的看法。现据讲话内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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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建国前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缺口。例如，戈公振编写的《中国报学史》，

从先秦两汉一直梳理到1927年，非常详尽，但唯独对共产党的报刊介绍得比

较少，一共不过两三行约仅几百个字，其中提到了《向导》、《新青年》和

《每周评论》，但都只是一笔带过。当时白色恐怖刚刚开始，戈公振不便对

共产党的报刊多做介绍，是可以理解的，他本人去过欧洲各国，也到过苏

联，思想其实还是很进步的，只是不便充份展开而已。和戈公振的《中国报

学史》一样，建国前出版的所有的新闻史著作，都对共产党的报刊历史很少

提及。成为那一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缺失。因此，建国后在新闻院系开设

新闻史课程的时侯，首先就需要恶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这一段历史。当

时没有多少参考书，只有胡乔木的那本《共产党的30年》可以借鉴，于是就

从这本党史中寻找线索、材料，从而勾画出了革命报刊史的一个简单的轮

廓。比如，《湘江评论》的有关情况，就是找到北大图书馆的向达馆长，经

他特批，看到了原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才勾画出来的。向达非常支持这

项工作，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西域史专家、中西交通史专家，唐朝的那份

“进奏院状”就是他最早（在中国学者中）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是他为中

国新闻史研究者提供了这一线索，才促成了学者们对唐朝“进奏院状”在中

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的。很遗憾的是1957年他被划为

右派，很早就去世了。

总之，那个时代教学和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刊史。当然，

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包括古代报纸和近代报纸，这些内容也讲，但都一笔

带过，重点研究和讲授的是近现当代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报纸。1954年中共中

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组织编写了一部《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由丁树奇、李

龙牧、黄河、刘爱芝四位专家合作完成。后来，丁树奇和李龙牧去了复旦大

学教书，黄河和刘爱芝到了人民大学教书，新闻史研究和教学的力量主要在

这两所大学。后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写出版了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报刊史讲义》，复旦大学新闻系也编写出版了一部名称相近的讲义，两

部讲义，当时都只在两校内部发行，供新闻史课教学使用，这两部教材，都

是仿照50年代初期翻译过来的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的那部苏共新闻史讲义

的模式，编写出来的。苏联的那部讲义以联共党史为纲，基本反映的是列

宁、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观点，不论是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史，其内容和格局

都与联共党史保持一致。新闻史和党史和政治思想史的内容有很多重复，往

往用写党史的方式写新闻史，例如，第一章写《真理报》为了什么而斗争，

接下来一章便写《真理报》为另一个什么什么而斗争。因为一边倒，学苏

联，当时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的那部革命报刊史也用的是这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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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离开北大，随着北大新闻专业整个建制并入人大新闻系，1972

年又调回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78年再次回到人大新闻系。在改革开放之

前的30年，可以说新闻史研究大体是这样一个状况：“以阶级斗争为纲”这

根弦一抓紧，有关新闻史的文章便在业务刊物上销声匿迹；一旦那根弦松

了一点了，强调休养生息和调整了，业务刊物上就又开始出现新闻史的文章

了。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只要有新闻史的文章出现，那说明整个社会大环

境相对宽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30年的社会环境，整体而言是以“阶级

斗争”为基调的。新闻史的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中共新闻事业史，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报刊史。当“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更紧的时候，连这方面新闻史

的研究也受到影响。挨批是经常的事。其中遭到重创的是1960年的那次极

“左”的学术大批判，那一年，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当时的系党总支的领导

下曾经发动过一次非常“左”的学术大批判活动。在那次大批判中，“报

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记者是社会的活动家”、“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进

步报刊和革命报刊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进步报刊和革命报刊有历史上的

传承关系” 等观点都被否定了。毛泽东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的先行者，

还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不正是看到了历史上的这

种传承关系吗，但这些正确的观点在1960年的那次学术批判运动中都受到了

粗暴的批判。其实，列宁在谈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

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办报活动时，也是持肯定态度

的。然而，所有这些正确的观点，在那次学术批判活动中，通通被否定掉

了，认为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史与历史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办报活动没有

任何继承关系，即使是抽象地继承或批判性地继承也不可以，历史被完全割

断了。

这17年过去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更是几乎全面否定了。所有

近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基本上都“马尾巴拴豆腐——提

不起来了”：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成了叛

徒，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通通不能提，最后，只剩下一位“贤人”毛

泽东，和一位“圣人”鲁迅了。“文革”中，我什么事也不能干，只能老老

实实的受批判，当“牛鬼蛇神”，住牛棚。我最近把那段时期的残存的部分

日记，录入电脑，发给几位年轻的老师看过。当时不少人贴我的大字报，其

中一张批的是我写的一篇介绍《大江报》的文章。《大江报》在辛亥革命前

有一篇著名的短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那张大字报就指着这篇短评

说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鼓动在新中国制造大乱，是鼓吹反革命，而且是

武装反革命。另外一张则直指我写的一篇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禁锢言论出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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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文章，是在影射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当时还批过我写的一篇介绍邵飘

萍的文章。邵飘萍在文革中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他1925年秘密加入

共产党的事，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公开的，当时并不为公众所知晓。

毛主席在和斯诺的谈话中也称他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那张大字报由

此批判我写的那篇文章是在吹捧资产阶级新闻记者。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况：新闻史的研究继继续续，不

绝如缕。在高等新闻学校新闻系的教学计划中勉强的保留了一门新闻史的课

程，但不受重视。而且不时的遭到各种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

兵学员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的时代，就干脆取消新闻史

课程了，当时北大中文系的新闻学专业的几门主课是中共党史、新闻写作和

“语、逻、修”（内容主要讲语法、逻辑和修辞）等，此外就是评法批儒等

一类的课，新闻史完全不讲了。这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大体的情况。

新中国新闻史研究与教学的第二个30年

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大的改变，从1978年到现在，又是30年过去了，

这30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个时期。

前30年，我们关起国门搞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史的研究既

没有很好的开展，也没有什么境内外和国际上的交流。相比之下，那一时间

段的台湾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则处于繁荣时期。一批从大陆去台湾的新闻史学

者，在那30年出版了许多有水平、有价值、有分量的新闻史著作。其中包括

朱传誉关于宋代新闻史、先秦两汉和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李瞻、赖光临和

徐咏平等人的研究成果等，非常丰硕。但由于两岸处于隔离状态，基本无往

来，这些著作在改革开放后才陆续引进到大陆。改革开放之初，要想了解台

湾新闻史的研究情况，想得到相关资料是十分困难的。1978年，我曾想要一

本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曾虚白是当时台湾新闻学界的一把手，这

部新闻史由他牵头主编，是介绍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一部专著。于是托台湾

的亲戚买一本寄来，结果这个亲戚是把这本书的封面拆掉后，寄到美国，再

由美国的亲戚转寄到北京给我，并用另外一封信把封面单独寄来，到北京

后，我才把封面和书合起来（因为那本书的封面上有中华民国和国立政治大

学等字样）。我们对海峡对岸的新闻史研究情况，在1978年前毫无了解，这

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

80年代后的一段时期，大陆以外，包括海峡对岸的很多专家学者对中国

新闻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很多的成果。卓（南生）先生那本著名的《中

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就是80年代完成的，这本书利用了日本、新加坡、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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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的大量资料，弥补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空白，有非常高的学术价

值，但80年代后才被介绍到中国大陆，被中国的学者列为重要参考书。改革

开放前的30年，中国的新闻史研究者没有条件去大英博物馆、日本国会图书

馆，更没有条件去美国的哈佛燕京、哥伦比亚的东方图书馆、普林斯顿的东

方图书馆和斯坦福的胡佛图书馆，只能关着门做自己的规定动作，新闻史的

研究有成果，但也有很大的局限。

改革开放以后到今天这30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萌芽、发展、壮大和

繁荣的时期。如果没有这后30年的积累和中国新闻史学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努

力，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繁荣局面。

这30年，新闻史研究之所以有较大较快的发展，得益于80年代开始的

两件事情。一是新闻教育的大发展。文革前中国有近千种报刊，文革中几乎

所有报刊都被砍掉，最低潮时就只剩下42种了。改革开放后，百废俱兴，新

闻事业也走入蓬勃发展的阶段，但急缺人才，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或退休或

被打倒，亟需新生力量。文革前全国只有几个大学新闻系，包括北大中文系

的新闻专业、人大、复旦、暨大和广院的新闻系。这区区几个院校的新闻系

满足不了新闻事业大发展的需要，1983年，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国家开始大

规模大幅度地发展新闻学教育，陆陆续续创办了许多新闻院校。同年，还开

始在一些老的新闻院系开办新闻学和新闻史的师资培训班，为大发展中的新

闻教育特别是新闻史教育提供师资力量。78年以后和80年代初，一些老的新

闻院校还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给新闻学的教学研究特别是新

闻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一支强大的学术队伍。二是得益于所谓的“盛世修

史”。78年以后和80年代初，各省市地区开始普遍的新修和重修地方志。一

般的省市地方志中一般都设有新闻志，或称报业志、报刊志。一时间，全国

20 几个省市、自治区纷纷上马，每个省市都有一批退下来的老的新闻工作

者走上为地方修史修志的岗位，一大批地方新闻志陆续编辑出版，形成了新

闻史研究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中国新闻史学会于1989年在民政部登记成

功，1992年正式开展活动，基本会员就主要来自这两支队伍，一部分是高校

新闻院系和各级新闻研究机构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一部分是地方新闻

史志的编撰者。目前，史学会会员中的后一部分成员，因为任务完成，逐渐

退隐，而前一部份成员，经过不断的新陈代谢，仍然是史学会会员的重要来

源，中国新闻史学会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的成立，成为中国新闻

史研究得到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把全国新闻史教学研究的力量凝聚和组织了起

来。和别的学会相比，中国新闻史学会属于开放较早的一类。她从创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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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面向全世界，就致力于中国新闻史研究在两岸三地和国际间的交流。像在

座的卓（南生）先生，他从创会那天就参加史学会的活动，为史学会的发

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新闻史学会1992年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成立大

会的时侯，就有日本的新闻史学者参加。史学会的会员，除两岸三地的学者

外，还有来自日本、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的学者。现任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

系主任的娜塔莎•费南山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就曾关

注过有关《申报》的研究。

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团结了队伍，凝聚了力量，开拓了视野，促进了学术交流。在座的很多老师

都是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发展的见证者。她将永远是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

工作者自已的园地，和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平台。

办好《新闻春秋》

当前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刊《新闻春秋》获

得了正式的刊号，成为一份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这也是中国新闻史学会历

史上的一个重要且值得关注和祝贺的大事。中国新闻业务和新闻学方面的刊

物林林总总，不下数十家。举其大者，有社科院新闻所的《新闻传播与研

究》、复旦的《新闻大学》、广院（中国传媒大学）的《现代传播》、人大

的《国际新闻界》等，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以新闻史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春

秋》，这将使新闻史研究的成果有了一个更好的发表的园地平台。上世纪80

年代社科院新闻所曾经公开出版一个《新闻研究资料》，其中有相当大一部

分是新闻史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后来改名《新闻与传播研究》后，便不再以

新闻史为重点。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开出版的这个《新闻春秋》，将以发表新

闻史研究成果为主，她必将受到全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乃至于全世界

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的关注， 成为极具特色的一个学术刊物。

今日会议的目的之一是祝贺会刊公开出版（非公开已经出版若干年

了），另一目的是集思广益，探讨如何办好刊物。我想，这个刊物应该成为

展示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成果的园地，应该成为沟通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各方面

以及国内外信息的平台。它不仅仅是为新闻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提供参考和

借鉴，也会给中国近现当代史、文化史、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提供参

考和借鉴。我希望，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个会刊，能以拥有正式刊号和公开

发行为起点，办好、办大、办强。我对这个刊物的发展前景寄以厚望。希望

她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永垂无疆之休！

（记录和整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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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

首届常务理事会在西藏民族学院召开

2012年3月25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第一

次常务理事会议在西藏民族学院召开。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

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理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白

润生教授以及西藏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扎西次仁等莅临会议。

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赵丽芳（会

长、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白贵（副会长、河

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牛丽红（副会长、西北民族大学新闻

学院副院长、教授）、周德仓（副会长、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

长、教授）、益西拉姆（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高卫华（中南民族

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于凤静（大连民族学院教授）、刘立刚（秘书

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出席了首届常务理事会。

在会议开幕式上，西藏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扎西次仁代表本次会议承办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莅临咸阳，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

考察，商讨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建设大计。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

委员会会长赵丽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郑保

卫等先后致辞。

在致辞中，程曼丽会长首先感谢西藏民族学院为会议召开给予的支持和

提供的会务服务。她表示，对于民族新闻史研究而言，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

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使这方面的学术

研究和队伍建设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和更加集中的管理平台。首届常

务理事会将完善委员会的各项规章，并就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进行研

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相信在赵丽芳会长和在座各位的共同努力下，

这方面的教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一定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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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芳会长对于各位副会长、常务理事的拨冗到会和给予的支持表示

感谢。她希望与会者就委员会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以及未来学术活动的开展

建言献策，利用好这个平台，共同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的工

作。

本次常务理事会就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入会，学术研究、培训，优秀

研究成果评选等事项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形成了共识。

同时，与会专家学者与新闻专业教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方向

研究生共同参加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座谈会，就少数民族新闻传

播的范畴、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等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

3月25日下午2时，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副会

长、常务理事、中国传媒大学益西拉姆教授举行了题为《你是谁——关于民

族文化传播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会。西藏民族学院和咸阳师范学院新

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供稿：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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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2011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由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理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名誉会

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日前荣获

2011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系2001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

目，是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下称《史纲》）的基

础上重新编写而成。较之《史纲》，《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在内容上有

较大的修订和补充。上限由1898年上溯至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传播；下限由

1990年下延至21世纪新闻传播的发展状况，如增写了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等有关

新媒体的章节。另外，对少数民族女报人及妇女报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

（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发展、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评介

等部分都进行了较大的补充与修订。全书配有相关资料照片50余张。这部教材

与《史纲》另一不同之处还在于其是多民族作者集体劳动的结晶。参加写作的

除汉族学者外，还有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布依族、

朝鲜族、满族、土家族、纳西族、锡伯族等10多个民族的40多名学者。

这部教材共68万字，除绪论外，共分四编十二章六十五节。涵盖了20世

纪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的报刊、广播、电视、新闻教育与研究、经营管理、新闻

思想以及每个时期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历史贡献等内容。



15

中国新闻史学会通讯·2012年第2期

“全媒体时代国际新闻传播教育创新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

2012年5月12日，“全媒体时代国际新闻传播教育创新论坛”在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楼接待厅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

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清华大学伊斯雷

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清华—网易未来媒体研究中心、全球传媒

评论编辑部承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

斌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

会会长郭镇之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论坛包括嘉宾主旨发言、分论坛、互动讨论等环节。中国新华新闻

电视网总编辑陆小华、《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曲莹璞、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党委书记高钢、美国国际记者中心（ICFJ）主席Joyce Barnathan、
美国普度大学传播学院院长Howard Sypher、美国德州大学新闻学院常务

副院长Stephen Reese、安可APCO（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Gregory 
Gilligan、日本朝日新闻社前总编西村阳一、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财经新

闻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Leckey等60余位来自海内外学术界和媒体业界的高

层负责人和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就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中的“全球模式”与

“本土经验”，“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培养之间的融合与对接”，以及“新

闻传播教育如何适应传媒数字化、产业化发展”，“如何在实现教育理念和

实践的创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如何利用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难得机遇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加强与海外媒体业界和学界

的交流与对话？”等热点前沿议题发表主题演讲，引发了广泛讨论。

本次论坛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课题“全球化背景下国际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资助的重要学术活动。本次活动吸引了近

200位嘉宾与清华大学师生的参与和关注。在交流环节，演讲嘉宾与在场学

生进行了热烈互动，展开了深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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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的通知

中国新闻史学会各位副会长及常务理事：

兹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播学院召开中国新

闻史学会第四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请各位副会长及常务理事提前安排

出时间拨冗与会。

以召开此次常务理事会为契机，中国新闻史学会、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

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将同时举办“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

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诚邀各位副会长及常务理事参与研讨会主持、点评等环节的工作。

具体日程安排及邀请函将于9月上旬发出。

以下为“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

议通知。

关于召开“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

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落实教育部“实践育人”的精神，

研究华文传媒人才培养的历史，交流华文传媒人才培养经验，创新华文传媒

人才培养的模式，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

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决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10月26日报到）

在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召开“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

展”研讨会。本次年会重在交流海内外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

育人方面的经验，具体议题如下：

1.华文传媒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借鉴；

2.华文传媒人才培养的瓶颈及解决途径；

3.新媒体环境下的华文传媒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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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与实践：华文传媒人才培养的路径尝试；

5.理论与实践：华文传媒人才培养的辩证思考；

6.其他与华文传媒人才培养的相关议题。

请中国新闻史学会以及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各会员

单位做好与会研讨的准备。

      主办：中国新闻史学会

            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

      承办：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

            2012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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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告

1.2012年8月18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年会（2012）暨第二届新闻史

论青年论坛：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共同举办，地点为北

京大学中关新园1号楼。

2.2012年10月27日-28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年会，同期召开

“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国际华文传媒的发展”研讨会：由中国新闻史学会、

中国新闻史学会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主办，重庆工商大学长

江传媒学院承办，地点为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会议具体日程安排及邀

请函将于9月上旬发出。

3.2012年8月18日-20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

2012年会暨“媒介文化与国际传播”学术论坛：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

播史研究委员会、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主办，地点为南

京大学鼓楼校区。

4.2012年10月19日-22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

2012年会，会议主题为“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由广西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承办，地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广西大学。

5.2013年7月，第八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

“华夏气度与国际传播——华夏文明媒体传播的共同约定”：由中国新闻史学

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

院联合主办，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承办。会议地点与具体日程将再行通

知。

若需进一步了解以上会议论文提交要求、参会费用、联络方式及参会回

执等具体信息，敬请参见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站http://xwsxh.pku.edu.cn。



19

中国新闻史学会通讯·2012年第2期

《新闻春秋》征稿启事

《新闻春秋》原系中国新闻史学会内部会刊，2011年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

资料中心合作，成为具有正式刊号的公开出版物，为新闻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

学术成果交流与发表阵地。《新闻春秋》在办刊理念上倡导学术性、专业性、

规范性和可读性。为保证学术质量，本刊实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本刊热忱欢

迎学界同仁不吝赐稿。

来稿请遵循以下规范：

第一，稿件范围为广义的中外新闻传播史成果，包括媒介史、新闻业务

史、新闻思想史、传播史、广告公关史、新闻学术史、新闻界人物研究、新闻

传播事件等各方面研究成果； 

第二，稿件须为作者未曾公开发表之作品。文稿要言之有物、观点新颖、

史料确凿、方法严谨、分析到位，字数须控制在12000字以内。

第三，来稿须要素齐备。文稿要素包括标题、作者姓名及简介、基金项目

名称及编号（如有）、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含参考文献）。其中，标

题、作者姓名、摘要及关键词均需附英文。如有特殊情况，作者须在收到编辑

部发表通知后两日内，补齐所缺元素。

第四，文中注释（无论解释性文字，还是直接引文的出处），请一律在文

后按顺序进行编码排列，并在正文相应位置进行上标标注。本刊会在收到来稿

后，统一进行格式调整。

第五，本刊唯一收稿渠道为邮箱投稿，请勿向个人直接投稿。投稿邮箱：

xwcq_paper@yahoo.com.cn，请在E-mail“主题”栏写明“投稿”字样，并标出

稿件题目与作者；一旦投稿成功，作者会收到邮箱自动回复。来稿不退，请作

者自留底稿。三个月未见用稿通知，可另投他处。

第六，来稿请随稿件提供详尽的作者信息，包括：出生年月（XXXX-
XX）、性别、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称、职务（若有）、学历、研究方

向、学术成果发表情况等。此外，为便于沟通，请注明联系信息，包括通讯地

址、邮编、联系电话、手机、E-mail地址、MSN/QQ、微博等。

第七，来稿注释的著录格式务必遵循GB/T 7714-2005(《中国人民共和国

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2009年，中国标准出版社）进行，摘要如下（外

文注释与中文注释的著录项目相同）：

期刊论文（J）：

[序号] 主要责任者. 题名[J]. 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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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春秋》征订启示

刊物主旨：

《新闻春秋》是新闻学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以刊发广义上的新闻传播史

优秀研究成果为主，旨在引领学界前沿，展现优秀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推动

新闻学科健康发展。

该刊注重史料积累与挖掘，突出对新闻史上珍贵史料的整理与抢救；努力

贴近现实，关注当下新闻业界，认同“今天的新闻界就是明天的新闻史”；注

重理论性，倡导对前沿问题开展广泛和深入讨论；注重创新，为新的研究方法

和理论提供发布平台；注重自身传播，努力借助新媒体的优势传播学术成果。

主要栏目：

本刊特稿/特别策划、传播史、报刊史、新闻教育、人物春秋、新闻博物

馆、口述新闻史等。

刊期： 季刊     开本： 大16开    页码： 96页      

单价： 25元     年价： 100元 

专著(M)、论文集(C)、学位论文（D）、报告(R)：

[序号] 主要责任者. 题名（书名）[资源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起止页码.

论文集中析出文献(A)：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A]. 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

选）. 原文献题名[C].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报纸(N)：

[序号] 主要责任者. 题名[N].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国际、国家标准(S)：

[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资源类型标识].

电子文献：

在标识资源类型（DB 数据库、CP 计算机程序、EB 电子公告及以上资源

类型的电子版）的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MT 磁带、DK 磁盘、CD 光盘、OL 

联机网络）.

[序号] 主要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资源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电子

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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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人
信息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传真

单位
名称

E-mail

杂志信息 全年(4)期
每期(25)元
（含邮资）

全年(100)元 付款方式
□邮局汇款
□银行汇款

《新闻春秋》订阅信息

订阅时间 起订日期 结束日期 订阅数量 挂号（3元/期）

□1年 □2年
□需  要 
□不需要

付 款 金 额：杂志费用 ￥________元      挂号费用 ￥__________元

总计费用 ￥__________元

备注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别提醒：平信邮寄存在丢失现象，为确保您及时、安全收到杂志，建议您采

取挂号邮寄。

发票信息

□我需要开具发票     发票抬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票寄送地址：□收刊地址     □其他地址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收件人：______                 

特别提醒：凡订购杂志用户，发票在第一期起统一邮寄！

付
款
方
式

1、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营业部

　 开户账号：0200004509014416246    开户名称： 中国新闻史学会

2、邮局汇款: 

     邮    编：100871          收款人： 中国新闻史学会

     汇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附：《新闻春秋》杂志订阅回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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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工作动态

1、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员证制作和发放

2010年3月底，中国新闻史学会2010年第1期通讯发出后，多数理事和会员

及时将照片及个人信息寄至秘书处，保证会员证制作工作的顺利进行。已经制

作好的会员证将随本期通讯一起寄出，敬请查收。秘书处感谢各位理事和会员

的大力支持。同时，请因故尚未递交照片的理事和会员抓紧时间，尽快办理会

员证。

     照片规格：一张1寸免冠彩色照片（请于照片背面撰写姓名）

     随函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年月日）、民族、工作单位  

     邮寄地址：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陈开和 收  100871

     电子邮箱：shixuehuipku@gmail.com

               kchen@pku.edu.cn     

2、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银行账户及会费缴纳

   目前，大多数理事和会员已及时将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2009-2014）会

费汇入史学会账户。同时，也有理事和会员致电秘书处询问会费事宜。为此，

秘书处特向各位理事、会员寄出缴纳会费通知，以方便大家缴纳会费和报账之

用。

   按照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中国新闻史学会团体单位会员

应缴纳400元/年会费，五年一届会费共2000元/届，一次缴纳完毕。个人会员

应缴纳60元/年会费，五年一届会费共300元/届，一次缴纳完毕。除应交会费

外，欢迎捐赠。

    账号划拨：   

        收款人：中国新闻史学会

        学会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0200004509014416246

    邮政电汇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新闻史学会

        邮编：100871

    来访请至：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西馆208室

        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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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

会     长：  吴廷俊 

秘  书 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联  系 人：  周婷婷 

电话/传真：027-87540235

电子 邮箱：tjwu@mail.hust.edu.cn

通讯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430074）

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

会     长：  郭镇之 

秘  书 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联  系 人：  李红霞 

电话/传真：010-62781568  010-62771410

电子 邮箱：lhxia@mail.tsinghua.edu.cn

通讯 地址：清华大学宏盟楼新闻与传播学院 （100084）

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

会     长：  杜骏飞

秘  书 处：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联  系 人：  巢乃鹏

电话/传真：025－83621273   025－83686049

电子 邮箱：npchao@nju.edu.cn

通讯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费彝民新闻研究院4层（210093）

中国新闻史学会二级分会和教学基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24

中国新闻史学会通讯·2012年第2期

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

会     长：  赵丽芳

秘  书 处：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联  系 人：  刘立刚

电话/传真： 010-68932911

电子 邮箱： ethnicmuc@126.com

通讯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100081）

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

会     长：  赵振祥

秘  书 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联  系 人：  毛章清

电话/传真：0592-2183710

电子 邮箱：zhqmao99@163.com

通讯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361005）

中国新闻史学会教学研究基地：世纪阅报报馆

馆    长：  李润波 

联系电话：010-89983054 转8012

馆    址：北京市平谷区文化南街文乐胡同平谷区档案局（101200）

电子邮箱：lirunbo200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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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程曼丽  赵为民  陈开和

编辑：李杰琼  崔远航  刘  扬  李松蕾 

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    通信地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100871

                        办公地点：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西馆
                                 （伟利楼）208室                       

                        网    址：http://xwsxh.pku.edu.cn

                        电    话：86-010—62761130 

                        传    真：86-010—62761130  

                        电子邮箱: shixuehuipku@gmail.com 

发：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会员

中国新闻史学会简介

   中国新闻史学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闻传播学方向唯一的一家以研究

中外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为宗旨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

学会是在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史学者方汉奇、宁树藩等教授的倡导下，于1989年

4月经国家民政部正式批准在北京成立，业务主管单位为国家教育部。中国新

闻史学会民政部社政字第4591号，组织机构代码：50000591-6。

   中国新闻史学会现任会长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名誉会

长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副会长有秦绍德、

尹韵公、丁俊杰、吴廷俊、黄瑚、张昆、陈昌凤、顾勇华、陈敏毅等人。学会

秘书长为北京大学教授赵为民。

   目前，学会秘书处和学会新闻史志资料中心设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新闻史学会现有团体会员109个，个人会员200余名。

   欲了解会议详情及更多学术信息，请各位会员关注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站

（http://xwsxh.pku.edu.cn)的内容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