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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具有很高学术水平且极为完备的图书系统目录
，这就是由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历时20年才完成的第一部全国综合书目《七略》。
当时的编目工作是与图书的校勘、整理工作同时进行的，编目的目的便是为了系统地介绍各类图书的
内容，全面地展示中国现存的文化典籍。
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文史书籍和翻译的佛教经典，于是在系统目录之外又产生了专科目录。
西晋目录学家荀勖撰写的《文章叙录》，便是最早的文学作品专科目录；南北朝时裴松之的《史目》
，则是最早的史学著作专科目录；五胡十六国时期释道安所编的《综理众经目录》为最早的佛经专科
目录。
新闻学是近代才出现的新学科，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还是1903
年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所以新闻学的专科目录的编纂整理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
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据我所知，河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编印的内部刊物《新闻教学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发表了经过
该刊编辑部初步整理的《新闻学书籍编目》，共收书目353种。
书目刊出后，受到各方面的热情关注。
为了给研究者提供较完备的新闻学书籍目录，该编辑部又根据主要由四川日报社傅雨贵和四川大学王
绿萍提供的补充书目，再加上其他同志零星的补充，略加整理，于1981年第3期又发表了《新闻学书籍
编目（补）》，共增补书目263种。
这两份资料共收新闻学书籍616种，时限从1903年到1980年年底，可算是早期新闻学专科书目中，较为
完备的一种。
尽管有些条目的内容尚不完整，收集得也不够齐全，但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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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具有很高学术水平且极为完备的图书系统
目录，这就是由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历时20年才完成的第一部全国综合书目《七略》。
当时的编目工作是与图书的校勘、整理工作同时进行的，编目的目的便是为了系统地介绍各类 图书的
内容，全面地展示中国现存的文化典籍。
　　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文史书籍和翻译的佛教经典，于是在系统目录之外又产生了专科目
录。
西晋目录学家荀勖撰写的《文章叙录》，便是最早的文学作品专科目录；南北朝时裴松之的《史目》
，则是最早的史学著作专科目录；五胡十六国时期释道安所编的《综理众经目录》为最早的佛经专科
目录。
　　新闻学是近代才出现的新学科，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还
是1903年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所以新闻学的专科目录的编纂整理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
代初，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据我所知，河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编印的内部刊物《新闻教学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发表了经过
该刊编辑部初步整理的《新闻学书籍编目》，共收书目353种。
书目刊出后，受到各方面的热情关注。
为了给研究者提供较完备的新闻学书籍目录，该编辑部又根据主要由四川日报社傅雨贵和四川大学王
绿萍提供的补充书目，再加上其他同志零星的补充，略加整理，于1981年第3期又发表了《新闻学书籍
编目（补）》，共增补书目263种。
这两份资料共收新闻学书籍616种，时限从1903年到1980年年底，可算是早期新闻学专科书目中，较为
完备的一种。
尽管有些条目的内容尚不完整，收集得也不够齐全，但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容低估。
　　1982年《中国新闻年鉴》创刊。
在这一年的年鉴上，就有“建国前出版的新闻学书刊简目”。
以后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中，续有“新闻学书刊简目”及上一年出版的“新闻专业新书简介”两
个栏目。
“新闻学书刊简目”分三部分，一部分为“建国前出版的新闻学书刊简目（续）”，另一部分为“建
国后出版的新闻学书刊简目”，还有一部分是“港台出版的部分新闻学书刊简目”。
由此可见，当时新闻学术界对新闻学专科书目的重视。
　　我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新闻学专科书目，是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
学书目大全》。
该书收集1903年至1987年中国出版的新闻学书目1900多种，其中包括公开出版的和内部印行的专著、
教材、论文集、新闻作品集、参考工具书等；分建国前、建国后和台湾出版三部分编纂，每一部分中
又按书籍的类别编排；每一本书均录有书名、编著者、出版概况，少数书目有简明提要。
这部书目相对较为齐全，但可能考虑到既名“书目大全”，自应“多多益善”，把一些不定期刊也作
为书籍收罗了进来。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以刊登新闻史史料及学术论文为主的期刊《新闻研究资料》也
当作书籍编入书目大全之中。
在新闻学专业书目的草创阶段，这种不成熟现象往往在所难免。
　　新的书目一出，旧的书目不免自然归于淘汰。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今天的成绩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是新闻学书籍的作者和研究者为我们
今天的成果做好了铺垫。
我之所以撰写这段新闻学书目编纂的历史，既是为了阐述新闻学专科书目的学术渊源，也是为了对那
些在编目过程中作出默默奉献的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目录对于治学的重要性，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发表过真知灼见。
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学家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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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十七史商榷》卷一）现代著名学者郑振铎在为孔另境编的《中国小说史料》所作的序言中也这
样说：“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
’‘版本’者，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照途之明灯。
”上述两位学者正确地强调了目录的一个基本功能，那就是指导初学者入门。
然而对一位学业有成的研究者而言，同样需要专科目录的帮助，它能使研究者迅速而全面地把握前人
的科研成果，了解当前该学科的实际水平，提高科研效率。
　　“目录”这个概念，就其本义而言，应该包括“目”和“录”两个方面的内容。
“目”指的是一部书的书名，“录”则是指一部书的叙录，即书的提要。
提要应包括作者、内容概要、成书过程以及版本与校勘情况。
所以提要写得好，对读者的帮助会很大，也能显示出书目编辑的水平和质量。
当然在今天卷帙浩繁的大量书籍面前，也并非每本书都需要有详细的提要，内容一般的书，简化提要
，提供最基本的信息，反而可以节省读者的精力和时间。
　　近年来新闻与传播学已成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然而这门一级学科的基本工具书却并不完备。
除了已出版几种新闻学辞书外，新闻学书目还是20年前编的，新闻与传播学的论文索引至今未见正式
出版。
这一现象与当今出版业受眼前经济利益驱动，目光专注于市场热点的市民文化有关。
　　《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的出版是一件嘉惠后学、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该书是迄今为止较完备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图书目录及概要，它填补了20年来该学科书目出版上的空
白，同时也展示了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在教学、科研上的迅猛发展，具有极其深
广的意义。
该书无论对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还是初学者，都有着指引门径的作用，应该很好地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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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传播学　1.传播学理论　2.传播学译作/原著　3.传播学理论（港台版）二、广播与电视学　1.广播
电视学理论　2.广播电视实务　3.播音与主持　4.广播电视论文集　5.广播电视译作/原著　6.广播电视
理论与实务（港台版）三、媒介经营与管理　1.媒介经营与管理（报刊部分）　2.广播电视、网络经营
与管理　3.媒介经营与管理译作/原著　4.媒介经营与管理（港台版）四、媒体广告　1.媒体广告　2.媒
体广告译作　3.媒体广告（港台版）五、网络媒体　1.网络媒体论著　2.网络媒体译作六、新闻传播学
辞书　1.新闻传播学辞书　2.新闻传播学辞书译作　3.新闻传播学辞书（港台版）七、新闻法规与职业
道德　1.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论著　2.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译作　3.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港台版）八
、新闻教育九、新闻界人物及其作品　1.国内新闻界人物及作品　2.国外新闻界人物及作品　3.新闻界
人物（港台版）十、新闻史　1.中国新闻通史　2.中国新闻断代史　3.新闻史专题研究　4.中国新闻史
史料　5.地方新闻史、志　6.外国新闻史　7.新闻史（广播电视部分）　8.新闻史（港台版）十一、新
闻学　1.新闻学理论　2.新闻学论文集　3.新闻学译作　4.新闻学理论（港台版）十二、新闻业务　1.
新闻业务综合　2.新闻编辑　3.新闻采访　4.新闻摄影　5.新闻评论　6.新闻写作　7.新闻业务论文集
　8.新闻业务译作/原著　9.新闻业务（港台版）附录一：1949年前新闻图书附录二：内部印行新闻资
料及图书附录三：新闻传播学期刊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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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WTO与中国传媒的改革和发展——中国报刊社长总编论文选本书汇集的文章，大多出自我国百强报刊
社，内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实践性，涉及的许多报刊特色鲜明。
《新闻出版业会计核算办法》讲解本书为“全国《新闻出版业会计核算办法》培训教材”之一。
2l世纪的中国报业“新闻理论与实务系列图书”之一。
本书对我国党委机关报、都市生活报、行业专业报、企业报、高校校报等各类报纸的现状、历史、存
在问题及今后发展对策与思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1992年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统计资料本书为1992年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统计资料。
（1993-1995年的同类同质书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澳大利亚传媒本书介绍当代澳大利亚传媒现状，
内容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多媒体，互联网，广告，受众研究，新闻学教育，新闻学专
题研究，传媒风云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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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领导曾希望我们利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学资料的优势，编撰《中国新
闻传播学书目大全》（原书名）一书。
作为工具类图书，会对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说实话，当时，我们对编撰该书的要求心中没底，对该书出版后是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缺少把握。
为了慎重起见，特地咨询了我院的宁树藩、丁淦林、姚福申、李良荣、刘海贵等教授，听取他们对该
书编撰出版的意见和建议。
他们认为出版该书在新闻传播领域是有必要的，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而且认为编撰这类资料性很强
的图书技术要求很高，工作量很大，希望我们努力完成。
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于2002年正式投入工作。
考虑到我们的学识水平有限，再加上这方面的经验欠缺，为此，我们聘请了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料
室主任姚福申教授担任我们的顾问。
编撰本书过程中，我们不仅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藏书进行了地毯式的查阅，还先后三次利用假期的
机会赴北京国家图书馆收集资料。
借助网络，广泛地收集有关新闻传播方面的书目。
我们也从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一书中获取了一些启发。
本书定稿前，最终通过徐培汀教授的审阅。
其间，得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读研究生陈颖在电脑技术上的支持。
本书能得以顺利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赵凯院长、时任书记萧思健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以
童兵教授为总负责的“九八五”（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的关心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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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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