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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
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
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
“学之大者，国之重器”。
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
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
她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
索历程和风果。
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
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
映北京学入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
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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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汉奇，1926年生，广东普宁人。
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
曾任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等。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导，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等。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曾两次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获吴玉章奖教学奖、高校文科优
秀教材一等奖、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及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1991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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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述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国封建社
会言论出版禁令考清代北京的民间报房与京报《清史·报刊表》中有关古代报纸的几个问题记新发现
的明代邸报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清末的《京话日报》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中国近代
传播思想的衍变东瀛访报记（上）东瀛访报记（下）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报业《清史·报刊表》中的海
外华文报刊《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谁采访了巴黎和会发现与探
索——记祝文秀和她所提供的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材料鲁迅的报刊活动和他的办报思想俞颂华先生二三
事一代报人成舍我怎样评价胡政之不为物移不为己忧——纪念恽逸群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与时俱
进的中国新闻传播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现与探索>>

章节摘录

插图：有称为“进奏院报状”的。
如《宋会要辑稿》刑二上引殿中侍御史朱谏言：“河北边城每进奏院报状至，望令本州实封呈诸官员
，若事涉机密，不为遍示。
”有称为“进奏院报”的。
如《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一引任伯雨奏称：“臣伏见进奏院报，郝随特许复官”。
有称为“进奏官报”的。
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九引《逢虏记》云：“退谒林经略，林云：‘今日偶得进奏官报，某落职
与远小处监当。
某已是罪人，只今交割便行。
”’有称为“报状”的。
如《唐宋十大家尺牍》引吕东莱书简：“旬日前，报状中见黄德润初对文字，蔼然真大人之言，可为
善类贺。
”有称为“邸吏报状”的。
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直史馆孙公冕文学政事有闻于时，而赋性刚明⋯⋯每得邸吏报状，则纳
怀中，不复省视。
或诘其意，日：某人贤而反沉下位，某人不才而骤居显位，见之令人不快尔。
”有称为“邸状”的。
如《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师中始事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
”有称为“报”的。
见《汪文定集》、《与朱元晦书》：“见报，有旨引见而未报登对之日，窃计诚心正论，从容献纳，
所以开寤上意者多矣。
”以上所引的“进奏院状报”、“进奏院报状”、“进奏院报”、“进奏官报”、“报状”、“邸吏
报状”、“邸状”、“报”等这些称呼，除了个别的另有所指外，绝大多数无疑地指的就是当时的“
邸报”，即由进奏院的进奏官向地方传发的官报。
可见即在“邸报”这一称呼已经十分流行的宋朝，社会上对它的称呼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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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与探索:方汉奇自选集》是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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