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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添设新闻学科，开启了我国近现代新闻教育，至今已经过去九十多个春秋。
1949年之前的民国时代，其新闻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我们编这本《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就是希望通过搜集整理那些似已湮灭的文字，帮助读者对民
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新闻教育思想有更多的了解，进而对今日的新闻教育有所思考。
　　关于民国新闻教育的初创及发展历程，兹引用新闻学前辈戈公振的论述，对这一过程作简要交代
。
　　民国元年，全国报界俱进会，曾提议设立新闻学校，是为我国知有报业教育之始。
民国九年，全国报界联合会，已进一步，议决新闻大学组织大纲。
惜两会均不久瓦解，未能见诸实行。
民国七年，北京国立大学，设立新闻学研究会，请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是为报业教育之发端。
民国九年，上海圣约翰大学于文科中设立报学系。
民国十年，厦门大学成立，列报学于所设八科之一。
民国十二年，北京平民大学。
民国十三年，北京国际大学与燕京大学。
民国『卜四年，上海南方大学等，又先后设立报学系。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新闻教育的发展进一步加速。
1944年，蒋荫恩在《新闻教育感想》一文中以感慨的笔调写道：“近十年来，新闻教育似乎风行一时
，大学竞设新闻学系，专科职校则纷设新闻班，报馆及与新闻事业有关机关，亦多成立训练班讲习班
，而若干热心分子则开办速成科及函授学校，五花八门，热闹之至。
”据同年卜少夫对民国新闻教育机构所作不完全统计，民国先后成立的新闻教育机构至少有39所，数
量上已经不少。
不过，卜少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创立新闻教育机关的人，主要的动机由于应一时紧急的需要
。
以致用为主，很少是为了企图建立中国新闻学术，以求中国新闻学在学理技术上的奠立。
”对这个批评，我们今日回过头再来看，“中国新闻学在学理技术上的奠立”似仍是未完成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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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选编了1926--1949年间我国新闻界、教育界关于新闻教育的部分文章资料，供研究者参考。
其中大多数文章是第一次按专题汇编出版。
    二、为研究方便，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惟所选袁昶超先生的几篇文章，本是袁氏在《报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为保持文章的整体性，
故将这几篇文章排在一起。
    三、所选文章尽量保持原貌，只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
如原文有明显错漏，编辑改动之处用[]号标明，难以辨认的字用口号标明。
有人名、地名与今日通译不同者，也用[]号改注。
    四、为方便研究者查考原文，各文均在文末标明出处。
    五、因学识所限，遗漏或选材、编排失当之处在所难免。
所选《新闻教育机关概况》等三篇文章，原出处即未注明作者。
恳请读者指正并帮助提供新的线索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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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报业教育之近况新闻教育之目的复旦大学新闻学会成立演讲词大学新闻系之组织新闻教育的重要
及其设旆教育与报纸的关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概况新闻教育与新闻事业大学教育与新闻人才新闻教育
机关与报业协作发展边区及内地新闻教育中国新闻教育方针的商榷——为报学季刊特撰造就新闻人才
和办理新闻事业有彻底合作的必要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我所受的新闻教育怎样普及新闻教育新闻教育
问题新闻教育与教育新闻新闻教育机关概况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概况新闻职业与大学教育中国新闻教育
之现在与将来新闻教育之价值战时报人的进修问题培养战时新闻人才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新闻学
院存在的问题新闻事业与新闻人才新闻记者之教育四十年来中国新闻学之演进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教
育谈新闻教育培植新的报人新闻教育感想怎样增加新血轮培养报业人才管见中政校新闻学院之产生及
其未来新闻馆与新闻教育问题中国新专之过去现状及展望中国新闻教育与新闻事业新闻教育的重点在
哪里今日之中国新闻教育二十年来的新闻教育论中国新闻教育初期的报学教育中国的报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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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闻学系，每年四月举行新闻学讨论周一次，目的在联络报界先进，决疑解难，为后觉者之木铎
。
1931年春曾举行第一次新闻学讨论周，虽系试办，成绩蜚然，与会讲演者有国外记者及编辑五人，服
职国内报界名人十二人，砥励指导，参加讨论者，亦七十余人，济济一堂，亦盛事也。
1932年亦庚续主办。
　　新闻学系实习室与自修室内，原有百种以上之中英文报纸与其他刊物，以供研究参考，其关于印
刷出版专业研究刊物，为数亦夥。
每年于新闻讨论周时，更搜集我国各地搜存历年出版之各种报纸、画报、杂志及印刷用具以资展览，
以供兴趣于我国报业历史进程者之研究。
　　假期中，新闻学系学生修业旅行，前往上海北平天津各大报社参观与实习，颇收实效，各报社因
学生努力与兴趣，均表欢迎。
此外往各报投稿者亦夥，此皆能引起学生写作之兴趣。
　　1931年毕业生，曾旅行西北，调查该地人民生活程度，使其于离校之前，对于本国内地人民生活
状况，有较深刻之观察，而为将来眼光远大之记者。
　　此外名人来校，恒与学生讨论近代报业趋势，上学年开学后，国内外报界名人到燕京大学参观者
，颇不乏人，皆对新闻学系学生作简短之谈话或演讲。
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曾在该校作公开演讲，题为《我国国外宣传之失策》。
上海申纸戈公振，亦对该系学生演讲。
此外外国记者，如上海大陆报编辑，美国太平洋讨论会代表美国基督科学日报编辑柯白博士等，亦曾
与该系学生谈话。
白来安教授，往该校参观。
新闻学系员生，特开茶话会欢迎。
白氏原籍美国，惟生长于江苏苏州，对于我国文学，深有研究，前在燕京新闻学系任教职，现为纽约
大学教授。
　　新闻学会成立于1928年，为对于新闻学有兴趣之教职学员所组织。
在研究新闻学理及其实际应用，当时会员仅十数人。
1930年会员骤增，会员大半为本学系之主修学生。
本年会员计三十余人。
会中之活动大半为出版与参观二事。
出版物为英文新中国月刊（The New China）由会中之出版委员会负责。
会员分任各种编辑、校对、推销广告等事宜。
有燕京教师名著，参观则每半月举行一次。
除参观平津各大报馆外，并往各大印刷所实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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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新闻学校如果单注意刻板理论的灌注，而不顾普通常识的训练，那末我敢说这个新闻学校的
效果是极为微薄的。
　　——J.F.Durind　　过去创立新闻教育机关的人，主要的动机由于应一时紧急的需要，以致用为主
，很少是为了企图建立中国新闻学术，以求中国新闻学在学理技术上的奠立。
　　——卜少夫　　新闻教育如何去提倡，就全靠主持新闻事业的人与研究新闻学的人努力合作。
我们知道，新闻学不能单在理论方面去探求，也不能完全偏重于应用。
如果只顾到理论，就要犯不切实用的毛病，反之，也易流于低级趣味，而不能尽报纸的职责。
　　——谢六逸　　自来轻视新闻教育的人们，总以为新闻教育，其目的只是训练一些技术的人材，
是职业教育的一种，没有什么高深学理的研究，不能成为一个学术上独立研究的部门。
所以到现今中国的大学中还没有正式允许新闻学系的存在，更谈不到正式的新闻学院。
其实新闻教育，一方面固然是职业教育的一种，一方面何尝不含有高深学理的研究，尤其号称民本主
义的国家，新闻教育更有积极提倡的必要。
　　——成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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