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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浙江新闻史著作中，有两部影响较大：一部是临海报人项士元著《浙江新闻史》，1930年出版
，约20万字，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新闻史专著之一。
它记载并分析了从清末至民国早期的浙江新闻事业状况，下限为20世纪20年代。
此书有一定的存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但毕竟成书时间距今已有八十多年。
另一部是2007年出版的《浙江省新闻志》，约160万字，记述浙江省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时限为1854
年至2000年（部分内容延至2003年）。
它有丰富的、全面的史料，但毕竟是方志类史书，只能客观记载史实，不像专著或教材那样，有完整
的理论架构和充分的论证空间。
此外，浙江省的一些地区还出版了当地新闻史著作。
所有这些，都为深入研究浙江新闻史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浙江新闻史》，是几位浙江学者和报人通力合作、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
它是一部力求契合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精神的著作。
200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3次伟大革命。
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
开了闸门。
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
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在这三次革命的历程中，浙江新闻事业有何作为，如何做的，怎样与社会互动，自身有何发展变化
，等等，都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围绕这三次革命评述浙江新闻事业的历史，成为本书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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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浙江新闻史》，是几位浙江学者和报人通力合作、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
它是一部力求契合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精神的著作。
围绕这三次革命评述浙江新闻事业的历史，成为本书的主线。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将浙江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衍变的历史划分为一些阶段，并据此
安排各章、节、目的内容，结构合理，脉络清晰，符合历史发展逻辑。
它是一幅构图美观、形象生动的画卷，而不是一堆孤立的、杂乱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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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述上编第一章  古代报刊和近代早期报刊  第一节  浙江报刊业溯源    一、关于唐宋时期的邸报    二、
南宋临安的民办“小报”    三、明清浙江的提塘与民间报房    四、古代报业得以发展的客观条件  第二
节  驻甬外国人办报活动    一、浙江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外新报》    二、《甬报》的创办及其内容    三
、《德商甬报》：浙江最早的商报    四、“外报”性质与它产生的影响  第三节  浙江民间国人办报的
发端    一、《利济学堂报》开风气之先    二、杭州最早的近代报刊《经世报》    三、同城同名的《杭
报》与日商《杭报》    四、在我国率先出版的两种专业期刊  第四节  维新派报刊及其进步意义    一、
维新运动的兴起与浙江报刊业    二、维新派报刊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第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力报坛  
第一节  反清革命与革命派报刊的出现    一、革命形势催生革命派报刊    二、革命党人张恭与《萃新报
》    三、《绍兴公报》刊行始末    四、《武风鼓歙》、《越恨》及其他  第二节  宣传反清革命的“白
话报”    一、《杭州白话报》的面世与演变    二、通俗白话报刊遍及浙东北    三、“白话报”在浙江
报刊史上的地位  第三节  报界多元化格局的初步形成    一、清末浙江的官报及保皇派报纸    二、其他
时政报刊和商报、学报  第四节  报纸业务工作的改进和发展    一、新闻逐渐成为报纸主角    二、报与
刊开始分离出来    三、出现萌芽状态的新闻语言第三章  逆境中的民初报刊业  第一节  民国初年报刊业
的兴衰    一、自由新闻法制与报刊业    二、民初报刊业的短暂兴盛    三、呼唤共和成为舆论基调  第二
节  坚持民主共和的《汉民日报》    一、维护共和政体旗帜鲜明    二、邵飘萍主持笔政初露锋芒  第三
节  《越铎日报分的创办与鲁迅    一、绍兴越社青年奋起办报前后  ⋯⋯第四章  生机勃勃的五四时期报
刊第五章  大革命年代报刊业新貌第六章  十年内战时期新闻界的变化第七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八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下编第九章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崛起第十章  “大跃进”前后的新闻
事业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搞乱了新闻界第十二章  新时期的报业和广播电视业第十三章  新闻事业
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附录一  浙江新闻史上的“第一”附录二  浙籍名人早期报刊活动史料辑略附录三  浙
江新闻传媒发展演变年表附录四  浙江省历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一览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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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浙江报业的复兴和发展，随着报纸种类和数量激增，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技术现代化步伐加
快。
过去在计划经济年代，作为报社主要经济来源的广告业一向滞后，“文革”期间报纸广告近乎绝迹，
办报全靠政府全额拨款或补贴。
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各报开始经营工商广告业务，经济收入连年增多，从而改变“办
报靠拨款”的被动局面并自给有余。
到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由于新闻改革的深入，报纸内容日益丰富，发行量大幅攀
升，更是推动广告业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大发展，各报经济收入普遍快速增长，2000年全省报业广告创
收达10.7 5亿元。
在此基础上，各级党报和其他多家报社都盖起新闻大楼，并为全面更新办报印报设施准备了必要的经
济条件。
原先报纸均为铅字手工排版，老式轮转机或平板机印刷。
自80年代到90年代，省、市（地）级党报和部分县报，以及颇具经济实力的专业报，相继进行了两次
印刷“技术革命”。
第一次是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即将报纸铅字排版改为激光照排，以现代化胶印替代铅
印，用轮转机出版彩色报纸。
第二次是以采、编、排全程电脑化为目标，做到报纸稿件编审程序“无纸化”即电脑操作，也就是从
写稿、编辑、审定到报纸排印，整个生产流程基本达到网络无缝对接的要求。
《浙江日报》的照排系统，印刷能力在全国省级党报中领先，2000年底，该报引进当今世界先进印刷
技术CTP，投入运作后可以用计算机直接制版，省去出胶片和拼版、晒版等工序，既缩短了出报时间
，套色精确度也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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