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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第二版）是一本系统梳理和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经
典论著及新闻观点的教材。
也是十一五国家级重点规划教材。
　　与第一版相比，新版在内容上设置了新的章节，对人物、作品和观点的分析、评价更为全面和深
刻，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尤其是胡锦涛新闻经典论著和新闻思想的评介。
　　全书分为三编。
上编为新闻传播活动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创立，就新闻传播活动对新闻传播学说形成的意义，马克
思主义新闻学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哲学基础等诸多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介绍
与评述。
中编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形成发展的奠基、发展、创新三个阶段系统而有重点地依次展开介绍，梳理
经典作家代表性的新闻经典论著和新闻观点。
作为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从民主报刊、工人报刊和党的报刊三个方面提出了渐次发展的新闻
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
作为理论来源之一，本书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新闻观点进行了必要的整理。
列宁和毛泽东在不同的时代环境、国家制度、新闻实践的条件下，分别在世界的西方和东方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新闻学。
对于毛泽东的战友、担任党的新闻工作实际领导人与指导者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新闻经典论
著和新闻观点，本书作了简略的梳理，对毛泽东后期新闻理论的失误，也作了必要的分析。
对于江泽民、胡锦涛的新闻经典论著和新闻观点，特别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创新所作的
贡献，本版作了较为全面与深刻的评介。
同时，对党的十七大以来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的改革亮点，作了详尽的展示与分析。
下编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建构的新闻传播规范的六个方面，如真实报道、党性原则、全党办报
、舆论导向、新闻伦理、经营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传播实际工作的指导
提出了明确、可操作的要求。
本编还为使用本教材的读者遴选了十一篇经典作家的代表性新闻经典论著。
　　《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第二版）资料翔实，论述精到，体例合理，既适用于新闻传播学
本科生必修课程，也适用于硕士研究生专业研究使用。
同时，本书也可供新闻宣传出版单位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材使用。
对任课教师来说，建议使用时可参照各章节后提供的思考题和阅读文献，增加一些课堂讨论，效果会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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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演变 　　第四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
义新闻学的发展及其晚年的理论失误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新闻思想（上）——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的新闻论著及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创新 　　第一节 刘少奇的新闻论著和新闻思想 
　　第二节 周恩来的新闻论著和新闻思想 　　第三节 邓小平的新闻论著和新闻思想 　第八章 中国共
产党其他领导人的新闻思想（下）——江泽民、胡锦涛的新闻论著及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创新 　　
第一节 江泽民的新闻论著和新闻思想 　　第二节 胡锦涛的新闻论著和新闻思想 下编 新闻传播规范和
阅读文献 　第九章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建构新闻传播规范 　　第一节 真实报道：新闻传播的
思想规范 　　第二节 党性原则：新闻传播的政治规范 　　第三节 全党办报：新闻传播的组织规范 　
　第四节 舆论导向：新闻传播的业务规范 　　第五节 新闻伦理：新闻传播的道德规范 　　第六节 以
人为本：新闻传播的经营规范 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选读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
令》（节录）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
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节录） 　列宁：《（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列宁：《党
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
话》 　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节录） 　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
告》 　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 　胡锦涛：
《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后记 第二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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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新闻传播活动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创立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立的背景和条件第二节 理
论承传：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新闻传播观空想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包含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关于未来社会的许多天才设想，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形
成准备了有价值的思想素材。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许多启人心智的新闻传播观，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思与形成马克思主义新闻
学的理论积累。
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精神交往的论述恩格斯指出：“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19世
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
”同样，空想主义者的新闻传播观，也是19世纪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的一个派别，它在马克思主义新闻
思想问世之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观，曾经长期支配着工人报刊实践。
空想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观自身也经历了从一般的报刊理念向接近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的历程。
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从16世纪初叶面世，到19世纪初叶发展到高峰，进而又产生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
法、德两国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其间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它们的新闻传播思想也有相应的内容和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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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第二版)》由童兵著，是一本系统梳理和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
闻经典论著及新闻观点的教材，也是十一五国家级重点规划教材。
    与第一版相比，新版在内容上设置了新的章节，对人物、作品和观点的分析、评价更为全面和深刻
，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尤其是胡锦涛新闻经典论著和新闻思想的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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