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300129983

10位ISBN编号：7300129986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力丹

页数：1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

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部“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是一部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
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密切联系新闻传播工作的实际，广泛吸收新闻传播学的
最新研究成果，高挹遐揽，取精用宏，供新世纪的高等院校新闻传播院系教学使用的系列教材。
20世纪初以来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这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通讯社之后，广播、电视、网络和多种新媒体
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新
闻传播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
这100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其中最近的30年，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发展得尤为迅猛。
据20世纪末的统计数字，截至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999年，全国已有公开发行的报纸2100种，通讯
社2家，广播电台1200座，有线和无线电视台3000多座。
其中，报纸年出版总数达到195亿份，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88.2％，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89％，电视受
众超过9亿人。
与此同时，全国各类新闻从业人员的总数也已超过55万人。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势头更为迅猛。
报纸、期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数量在宏观调控下，虽无大变化，但软硬件的实力，都有
了很大的进展。
据2008年的最新统计数字，全国报纸的期发数已达1.07亿份，稳居世界第一位。
全世界发行量最高的100家报纸中，中国占了25家（大陆24家，台湾1家）。
电视受众超过了12亿，覆盖率达到了97.1％。
宽带网的上网人数超过了2.23亿。
手机的拥有量超过了5.39亿，手机短信的发送量超过3500亿条。
手机的功能已进入3G时代，由一般的通话，发展到手机短信、手机报和手机电视。
与此同时，新闻传播业的产值也大大提高，超过了5440亿元人民币，成为国民经济的第四大主导产业
。
中国在以上统计数据中的后几项数字，都已稳居世界的前列。
这样大的发展规模，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和中国新闻事业史上都是空前的。
回顾既往，盱衡未来，新闻传播事业在21世纪还将会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新闻传播，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和基本方针以及各项决策，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业绩和精神风貌，以及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等方面，必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相配合，这100年来，为中国的新闻战线培养和输送人才的中国新闻教育，也有
了相应的发展。
中国的新闻教育起始于20世纪初，迄今有近90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虽然先后在个别院校中设立了新闻系或新闻专科，但规模都不大，设备也不够
完善，在校学生的人数，最多的时候不超过400人，30年间累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还不到3000人。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人才，新闻教育有了新的发展，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为止，全国的新闻教育机构也还只有14家。
当时全国只有343家报社、78座广播电台和13家电视台，革命老区来的新闻工作骨干，正当盛年，足以
支撑大局，新闻系和新闻专业的学生统招统分，基本上能够满足中央和省市以上新闻单位梯队建设方
面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新闻事业进入低谷，新闻人才的培养也被迫中辍。
拨乱反正之后，新闻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新闻工作的人才却出现了断层，明显供不应求，因而极
大地推动了新闻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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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历经四个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
四共产国际)，分支流派很多；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过无数的争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
别所阐述的关于新闻和其他传播活动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从研究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较难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加以研究，即使以我党关于正统马克思
主义发展的序列来研究，不同时期的情境和文化氛围形成的思想认识，差异仍然过大。
　　作为让当代大学本科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材，应当简略而相对明确，不宜把国际共运历
史上无数的争论展现开来。
因而，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以及后来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大影响的
列宁的新闻观作为前一部分的重点阐述对象，随后即过渡到中国毛泽东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新闻观
，以正面阐释为主，只在必要的地方对重大失误做点到为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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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期列宁的新闻观　七、列宁论广播、电影第八章　毛泽东的党报理论　一、毛泽东早期新闻观
的视角——“傍着活事件来讨论”　二、毛泽东党报理论的形成和内容　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党
报理论的发展和失误第九章　毛泽东的新闻观、宣传观和舆论观　一、毛泽东论新闻、新闻业和新闻
政策　二、毛泽东论宣传　三、毛泽东论“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第十章　刘少奇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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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改进社会主义新闻业的系统思考　六、刘少奇新闻观的现实意义第十一章　邓小平务实的
新闻和宣传观　一、早期的宣传观：贯彻毛泽东的宣传思想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观：传媒要成
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三、新时期务实的宣传思想第十二章　江泽民的新闻观　一、继承
毛泽东、邓小平的新闻观　二、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第十三章　胡锦涛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一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三、“把提
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　四、“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　五、“形成与我国国际
地位相称的外宣舆论力量”　六、改革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　七、自主创新地发展信息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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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去研究事件的本质，它便失去了作为新闻载体的属性。
报纸的这种工作特点是生活规定的，就此马克思写道：“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
远也不会老成持重。
⋯⋯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
”①因此，报纸报道新闻，只能在循环往复的有机运动中逐步使新闻完善，使事实完整地展现出来。
2.处于变动中的报刊阶级性和党派性从政治角度分析报刊的活动和报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
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中后叶，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的大众媒介，正处于从政党报刊时期向商业
报刊时期的转变过程中，一方面许多报刊仍存在党派属性，另一方面商业报刊逐渐取代政党报刊而占
据大众媒介的主导地位。
这种情形决定了他们需要经常在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交织中考察具体报刊的党派倾向。
鉴于报刊与现实运动，特别是与政治变动有着天然的职业上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俄国流亡者
巴枯宁要求报刊放弃政治的主张是荒谬的。
应该怎样提出问题？
恩格斯写道：“问题只在于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到什么程度。
这要根据情况而定，而不是按照规定办事。
”②这里涉及三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报刊与政治有联系；其次，报刊与政治不是同一回事，有联系
，又有一定距离，因而存在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最后，报刊与政治的关系要根据
具体情形而定，不存在先验的“规定”。
一般来说，某个阶级的报刊当然替某个阶级说话，后者的政治代表也要维护前者的利益。
但是，实际情形没有这样简单。
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以法国资产
阶级与代表它的报纸为例，详尽地论证了法国的阶级斗争如何造成法国资产阶级和它思想上的代表—
—报刊的疏远以至对立。
这是由于这个阶级的思想代表与这个阶级的实务人士之间在素质、知识结构和利益等方面存在着矛盾
和差异。
报刊和政府的关系，各国的情形也不相同。
在西欧，当时的政府对报刊的干涉相对多些；但在美国，政府对报刊的干涉就远不及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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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现在一提“马克思主义”，很多同学的第一反应是：空话套话又来了。
确实，我们有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套话连篇，没有实在内容，让人厌烦。
但是，若不去理会那些烦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空话和套话，而是静下心来读几页马克思的原著，你
就会发现，马克思的文童还真是有思想、有文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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