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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传播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门类中的一门新兴的学科。
在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传播学的引起关注和广泛研究，也有近三十年的历史。
由于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努力，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已经由被某些业界人士妄自菲薄的“无学”，变成了
“显学”。
在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从无到有，由附属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变成了独立门户的一
级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迅猛发展的时期。
新闻学理论、新闻史、新闻法治、新闻职业道德、广播电视和舆论监督的研究，全面铺开。
新闻理论的研究也由纯党报理论的研究，扩展到一般新闻学理论的研究。
传播学的研究，则外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相渗透，内与新闻学相融合，也有了
很大发展。
传播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以及传播舆论学、符号学的研究等，都受到人们的
关注。
新传媒的研究、媒介经济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热点。
新闻传播学已经进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融、“多角度学术发展的阶段”。
   中国新闻传播学今天的繁荣发展，是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结果。
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薪火相承，代有传人，各领风骚若干年。
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都堪称名家，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过贡献。
   纳入这一系列“自选本”的作者们，则是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新一代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名家”
。
他们大多来自高校或其他教学研究岗位，都是当代新闻传播学界某一个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术业有
专攻，腹笥丰硕，蜚声于时的新闻传播学界的佼佼者。
和他们的前辈们比较起来，他们这一代的“名家”们具有以下的特点，即:（一）具有较深厚的人文理
论根底;（二）具有较合理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三）具备必要的学科前沿知识;（四）思想活跃，不刻
舟求剑，不作茧自缚;（五）接受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接受过中西文化交融的浸润，具有较开阔的学术
视野。
他们是开拓创新的一代，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代。
   让新闻传播学的“名家”们出“自选本”，这是一个很好的出版创意。
首先，都出自“名家”。
既是“名家”，就有了一定的质量上的保证，避免了在数量众多的新出的各类专著中，挑花了眼或挑
走了眼。
其次，都出自“自选”。
既是“自选”，选出来的，必然是个人满意的自认为可以传世的精品。
不会灾梨祸枣，不会误人子弟，也可以大大减少读者和学子们的经济负担。
这对社会，对学术，对文化的发展，都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我祝贺这套《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的问世，并相信它一定会受到海内外新闻传播学者和学子们
的关注和欢迎。
      方汉奇      2004年2月19日于北京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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