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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校庆55周年之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迎
来了30周年刊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创刊于1979年，迄今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
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之一，30年来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了160多期刊物，5000余篇论
文，发行总量50万余册，为中国广播电视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现代传播》30年的发展历程　　《现代传播》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呈现
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就是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1979-1990年）、以面向社会文化为主导的
时期（1991-1997年）、以引领传媒学术为主导的时期（1998年至今）。
　　1.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1979-1990年）　　1979年10月，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激荡着北
广校园。
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教师们满怀创业的激情，提出了创办一份学报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上级主管部
门的批复。
由袁方、李冲、李焕生同志组成了编辑部，康荫、田本相、时煜华、刘寿昕四位专家作为特邀编辑参
与了学报的创建。
四年后的1983年，学报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
　　这一时期，学报的办刊宗旨主要是体现学校的教学成果，同时也涉及到广播电视界的部分研究内
容。
围绕学校的主干专业，在新闻学理论、广播电视报道、播音主持、广播电视文艺以及摄影、外语等方
面刊发了大量文章，在广播电视学界和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广播新闻编采”、“电视新闻编采”、“广播文艺”、“电视文艺”、“讲播
艺术”、“教学研究”、“国外广播电视”、“书评”及“外事往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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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校庆55周年之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迎
来了30周年刊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创刊于1979年，迄今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
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之一，30年来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了160多期刊物，5000余篇论
文，发行总量50万余册，为中国广播电视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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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博士，《现代传播》编辑。
先后毕业于聊城大学、中国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200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出版著作《美国公共外交研究》，译著《西方传媒与战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编著《
怎样做新闻翻译》、《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等。
在《国际新闻界》、《中国记者》、《现代传播》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和参与多项
课题研究。
主要研究兴趣为国际传播、公共传播、公共外交。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兼《现代传播》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
学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入选者，入选“
新中国60年影响广播电视进程的60位人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电视美学大纲》、《影视文化论稿》、《电视传播艺术学》等学术著作近20部；发表学术
论文20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
担任百余个电视频道、栏目及大型节目的策划和主刨工作，其中大型电视纪录片《香港沧桑》和《再
说长江》先后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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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舆论监督的建设性立场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试论新世纪大众媒体结构的
格局互联网调查研究方法综述“盘活”频率资源的“金钥匙Internet：被解放的新闻价值观《新闻联播
》样本分析及研究简论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辩证取向与新闻报道简述新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电
视新闻直播的现代品格挑战现实理性构建浪漫真实——解读新新闻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叙事结构质疑：
新闻媒介不可或缺的品格政治文明建设：新闻信息资源的富矿——再论新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论改革
开放以来中共新闻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控制与自主性——新闻从业者工作满意度与角色冲突分析
从“济天下”到“持论公正——从史学视角考察中国新闻评论的精神传承新闻的认识论哲学现象学方
法与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范式角度审视民生新闻试论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从“保卫新闻学”到“
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理论探析新闻规律要遵守
——兼谈党报评论论大学出版的目标与价值观谈谈广播电视研究和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论中国新闻改
革的优先目标——写在新闻改革30周年前夕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论纲简论“后新闻传播时代”的开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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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早提出“新启蒙”概念的是陈伯达。
他在《读书生活》1936年第9期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
议》，紧接着艾思奇在10月份的《生活》周刊发表响应文章《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认为“五四新
文化运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
1937年，共产党员张友渔和一些接近党的文化人在北平发起“新启蒙运动”，成立启蒙学社。
所谓新启蒙运动，即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日寇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
其主要内容，便是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
那时国统区的新闻出版界对于推动新启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沦陷区和国统
区投奔到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自愿接受这种启蒙。
　　就在提出新启蒙那一年，张友渔出版了他的《新闻之理论与现象》一书。
这是他在北平成舍我的“世界”系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在成氏主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讲课稿的汇编
，以阶级斗争学说阐述对新闻的认识。
对于“五四”以来传播的新闻学知识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激动人心的观点。
特别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特殊的救亡环境中，阶级分析的方法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
可以说，新闻学理论中注入马列主义，是新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时张友渔指出：“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
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
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相
互攻击。
”也构造了一整套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关于报纸与政治、舆论关系的新理论，以及新闻与阶级斗争关
系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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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学科迅速发展的十年，一个话语混沌不清的十年，一个问题日益多元的十年，面对多元与挑
战，新闻学人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路径，《新闻学十年》与您一起探求。
　　本土化：走符合中国传媒学术与传媒实践要求的本土化道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国际化：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确立自己的历史与时代方位，关注国际潮流，关注世界大事。
　　人文化：将文、史、哲、经、法、教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充分的吸纳，以此丰富和深化传媒
学术的内蕴。
　　专业化：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表达方式上，不断在专业领域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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