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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史研究》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当代史研究中心组织编辑的、以中国当代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系
列出版物。
举凡1949以还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国防、外交、教育、科学、社会等历史问题，均属本
出版物讨论范围。
本出版物以还原和解读历史为宗旨，奉行学术自由、治学严谨、力求新知之原则，稿件取舍唯以学术
质量为尺度。

 本书（第二辑）关注的重心在1950
年代，重点探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建立过程、报人和报纸的改造、公司合营、乡村合作化、
农村技术改革等问题，从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政权在建立之后最初十年改造
社会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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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7年12月.是中国大陆高校设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当
代历史的学术机构。
该中心主要任务是进行相关专题的研究，搜集整理民间资料和地方档案，加强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和
对话，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中国当代史教学体系，培养中国当代史研究和教学的新人，以推动中国当
代史研究的展开和深化。
目前编辑有《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等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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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按照上述规定，各报理当还能采访本地一般新闻。
但实际上，本地一般新闻，新政权亦加有种种限制。
如新华总社明文规定：应由各地新华分社“负责交换各报社所采访的其他重要新闻，使各报能同时刊
出，以利各报与通讯社之分工合作，避免包办或无政府式的竞争。
”且所有新闻的报道，均应采取事后报道的方式，“因事前报道容易失真，且有种种妨碍。
”涉及民生问题的新闻报道和文章，尤“应慎重发表”。
即使是地方新闻，只要涉及政府或各机关，还要层层送审报批或经相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才能见报。
哪怕是民众极为关心的诸如在上海击落国民党飞机的新闻，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才能见报，因为
说是事涉军事。
私营报纸要报道地方信息，许多还要经过地方党报同意。
如王芸生就曾在会议上抱怨过这种情况，说：复旦大学开坦白大会，《大公报》去了记者，结果《解
放日报》说要统一发稿，外勤白跑了一趟。
同济大学地下党公开，通知各报前往，也是《解放日报》说要统发，其他报纸便都不能发消息，而事
后《解放日报》不知为何又不发统稿.最后没了下文。
@如此办报，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新闻功用基本丧失，各报消息之单一，言论之一律，造成千报一面，
自不可免。
夏衍在上海解放之初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文艺处处长、上海市
委宣传部长兼文化局局长，职务不可谓不高，权力不可谓不大。
然而即使是他，也不能稍微改变一下上海这时的新闻统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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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史研究(2)》：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的
改造、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穷棒子社”故事中的权力与社会裂痕、私人历史叙述的解
读与考证、接生的故事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苏联因素，但不是对苏联户口管理制度的简单移
植，而是中共在全面引进斯大林体制中自然延伸的结果。
毛泽东点名邀请王芸生北上，并许诺《大公报》可以做到沪、滓、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
样出版。
王芸生喜出望外，很快即表态：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在官方档案、报刊报道、历史记述、访问、回忆，以及大多数被文学化的相关作品中，穷棒子社故事
都与国家历史高度同构，村庄史就是国家整体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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