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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报人、报刊政论家。
在他一生中，经他指导、创办、编辑或担任过撰稿人的报刊达20种左右。
胡适并不是一个职业报人，办报非其主要志趣和志业，而是他的一种“实验”和“工具”。
他意图通过办报来致力于思想文学艺术的革新与研究，或者以此来“谈政治”。
作为一个思想者，尽管胡适在办报过程中没能写出一部新闻学专著，但他毕竟对报业有自己的创见，
曾就此提出过一系列的主张，呈现了比较丰富的办报思想。
《胡适办报实践与思想研究》是在他的同题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与同类研究相比较，该书在选题、研究视角上都有较强的创新性，也提出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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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胡适办报实践与思想的研究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篇章结构
 四、创新点和重点、难点  五、关键概念第一章  学生时代的办报训练  第一节  在《竞业旬报》：“开
通民智”    一、从撰稿人到主编    二、“开通明智”与社会改良：办报宗旨    三、《竞业旬报》对胡
适办报实践与思想的影响  第二节  胡适主编时期《竞业旬报》、的“时闻”研究    一、“时闻”的选
题范围    二、“时闻”的编辑与写作特点  第三节  留美期间的办报训练    一、受邀为《大共和日报》
撰稿    二、《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笔之一”    三、编辑《留美学生季报》第二章  从《新青年》到《
每周评论》  第一节  在《新青年》：从“当代名流”到编委    一、被陈独秀奉为“当代名流”    二、
轮值主编《新青年》第4—6卷    三、不满“色彩过于鲜明”，《新青年》第8、9卷仍是同人刊物  第二
节  在《每周评论》：从参与者到主编    一、参与创办《每周评论》    二、在“没人敢承担”之时接编
《每周评论》    三、接编后的《每周评论》：倾向学理化、文艺化  第三节  “不谈政治”的其他办报
实践    一、《新潮》的“指导员”    二、参与编辑《北京大学月刊》    三、是否参与创办《新中国》
：待解之谜第三章  从《努力周报》到《新月》  第一节  “读书”与“整理国故”    一、《读书杂志》
的“难产”    二、主编《国学季刊》：“整理国故”  第二节  在《努力》：“忍着心肠来谈政治”    
一、可以“不做官”，但不能放弃“言论的冲动”    二、“谈政治”，也不“‘专’谈政治”    三、
“谈政治”的挫折：《努力》的停办与试图复刊  第三节  担任《现代评论》撰稿人：很少“谈政治”  
 一、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关系：学界存在分歧    二、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具体关系之考究  第四
节  在《新月》：愤而“谈政治”的再挫折    一、“同情”蒋介石政府，创办《新月》    二、“诋毁本
党主义”，《新月》停刊    三、《平论》在胡适犹豫中流产第四章  从《独立评论》到《自由中国》  
第一节  在《独立评论》：从“不愿轻试”到“为公家做工”    一、筹办《独立评论》：“老成持重”
、“不愿轻试”    二、《独立评论》的创办、编撰队伍及胡适在其中的角色    三、胡适与“小册子新
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第二节  在《自由中国》：精神领袖、发行人与“保护伞”    一、为《自由中国
》定宗旨    二、坚辞发行人，《自由中国》失去“保护伞”    三、《自由中国》停刊，胡适出面“保
护”  第三节  其他办报实践    一、为《大公报》策划并撰写“星期论文”    二、参与创办《新月》的
“后身”——《学文》    三、发起组织“独立时论社”第五章  自成一家的报刊政论  第一节  中国报刊
政论的三个历史阶段    一、《循环日报》和《万国公报》：中国政论报刊的先驱    二、从《时务报》
到《民报》：报刊政论的高峰阶段    三、“新闻本位”时代的到来：报刊政论进入平顺发展阶段  第二
节  胡适报刊政论的写作立场、态度与选题    一、独立、负责任：写作立场和态度    二、选题范围与政
治主张  第三节  胡适报刊政论的特色    一、力求新闻性，突出撰写时间，寻找新闻由头    二、娓娓而
谈，似演讲词又不失逻辑性    三、注重评论的连续性和政论的多元呈现形式    四、着眼于事实，重视
理性分析    五、语言浅白，词句简短第六章  胡适办报思想  第一节  报刊伦理思想    一、容忍(容纳异
议)    二、负责任    三、独立  第二节  言论(出版)自由思想    一、胡适对言论(出版)  自由内涵的理解    
二、言论(出版)  自由的价值及其实现第七章  胡适办报思想溯源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    一、读
书与治学    二、地缘与亲缘  第二节  “欧风美雨”的浸渍    一、赫胥黎、杜威、《独立宣言》    二、美
国的选举、集会和游行    三、美国的报业第八章  胡适、章士钊办报思想之比较  第一节  章士钊的办报
实践及与胡适的交往    一、章士钊办报之前的生平活动    二、主要办报实践    三、章士钊与胡适在办
报实践中的交往  第二节  胡适、章士钊办报思想的异同    一、办报宗旨：救时济世各有偏向    二、独
立思想：胡更全面，章强调言论独立    三、言论(出版)自由：胡重在争取，章长于法理阐释    四、报刊
语言：胡推白话，章主文言    五、胡适所没有的识见：壮大民族新闻事业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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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迄今为止，境内外有关胡适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涉及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
教育学、艺术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多种学科。
其中，像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对于胡适的研究已相当成熟，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
就新闻传播学来说，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胡适的办报实践与思想问题，虽然目前已经出现部
分研究成果，但总体上比较零碎，仍停留在浅层次，系统性欠缺，纵深度也不够。
闻学峰的《胡适办报实践与思想研究》是在他的同题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与同类研究相比较，该书在选题、研究视角上都有较强的创新性，也提出了不少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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