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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盛世修史的时代，让媒介的纪录在当下有了特别突出的意义。
共和国60年的历程，或波澜壮阔，或暗涛汹涌，媒介的亦步亦趋使得这段历史可能有机会“重播”，
然而，作为那个充斥着改变和永恒的时代的记录者，我们该如何记忆？
我们的记录或编辑，如何能穿越时空，经历历史真实的淬炼，留给后来者⋯⋯     我们首先要保持客观
，但是客观就要具体，往往抽象容易主观。
在这种具体的叙述策略中，我们选择了一种“故事”意义的历史叙述：从延安到北平，新华社国家通
讯社的建立有太长的前传与后记；之后，《人民日报》先放“卫星”，点燃了革命激情，但是盲从之
风将人们引进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中；“文革”的序幕被《两报一刊》赫然拉开，正剧的舞台上上演的
是一出反讽、反智的闹剧；媒介有幸，终于开始回归理性，“真理标准”讨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坚持常识常情成为下半幕的主旋律，引发出系列台、都市报⋯⋯在民生化、全球化、娱乐化的主题
下媒介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性的互动与变奏，高歌猛进略显夸张⋯⋯这些片断的选择，不求完整，但
希望能在历史断层处折射历史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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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正荣，教授，博土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2000年列为教育部“跨世纪
优秀人才”，200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客座研究员（2005），英国西敏寺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中
心Leverhulme访问教授（2006），新加坡《亚洲媒介》编委。
韩国汉城大学《传播研究》编委.英国《全球媒介与传播》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研究（包括媒介发展战略.媒介政策与制度，媒介管理等），传播政治经济学
，新媒介等。
讲授课程有“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理论”，“媒介研究”等。
　　李煜，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史，广播电视史和传播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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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应该思考自己该做什么    ——专访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评论员白岩松  网络将更多的是生活的一个组
成部分，而不仅是媒体    ——专访新浪网总编辑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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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日，新华社就“左叶事件”发布通稿，②由此引发了全国新闻界对新闻记者地位和反官僚主义
的大讨论，各地的新闻座谈会相继发出要求尊重新闻记者、改善记者工作条件的呼声。
　　在整风鸣放的大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声讨，似乎本也不算是什么特殊的大事件。
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氛围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又
一再强调整风运动就是要鼓励非党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
义。
新闻界在对社会上的鸣放进行报道的同时，内部亦展开了鸣放运动，新闻记者地位问题的讨论只是新
闻界鸣放的议题之一而已。
　　然而，“左叶事件”就像一个放大器，媒体的力量在把事件的影响推及全国新闻界的过程中得到
了极大彰显。
　　不久，风云突变。
本来在5月底已渐渐平静的“左叶事件”，在6月8日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又被揪了出来，“左叶事件
”被打上了“右派分子利用机会向党和国家进行攻击”的标签。
　　7月1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以对“左叶事件”进行调查、分析和核实为名召开座谈会，会
议由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主持。
座谈会开始时，先由农业部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了农业展览会的现场情况，指责以前各报的报道与事实
有很大出入，应该调查清楚。
接着，左叶在会上宣读了他的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当时态度比较急躁，口气欠妥，但没有辱骂记者。
农业部系统的其他人也证实，只听到左叶说过：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未有听到他辱骂记者的话。
　　座谈会随即转入了检讨和揭发批判的过程。
《部长助理和摄影师》的作者洪克及《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编吴一铿，《人民日报》的袁水拍、方
成、梁汝怀，《工人日报》的王源、《北京日报》的周游等，都分别对自己在报道中的错误进行批评
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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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媒介发展的角度梳理、阐释一个甲子的峥嵘岁月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又未必是当代史。
任历史过往，思索，创造之火不熄⋯⋯　　新闻与社会：敢问路在何方？
——甘惜分　　淡定中的历史钩沉——丁淦林　　新闻改革：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孙旭培　
　传媒变革：何处是归程？
——喻国明　　亲历“大跃进”报道——方徨　　理性、建设性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共识——朱德
付　　现在是广播人最大有可为的时代——史敏　　民主已经更具体．媒体应该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
——白岩松　　网络将更多的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是媒体——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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