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新闻学的创始人———戈公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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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戈公振是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创始人与泰斗，他是新闻事业的践行者，中国新闻学的早

期研究者，新闻业史研究的拓荒者，新闻教育的倡导者，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批判者，新闻广

告的推介者，新闻职业化的实践者，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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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海群星互显湮，君名不朽历千春；

萤窗雪案如椽笔，巨著玑珠百代珍。

为国宣劳海外行，梯山航海万哩程；

方期归来多建树，赍志何遽赴修文。

这二首纪念戈公振诞辰一百周年的绝句，出

自于上海报界资深前辈孙思霖先生之手，盛赞戈

公振实为近代中国新闻界罕见杰出人才之一，也

是戈公振短暂而辉煌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新闻事业的践行者

戈公振（%’*# ( %*+)），名绍发，字春霆，号公

振，江苏东台人，我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

年代初著名的爱国新闻学家、中国新闻业史研究

的拓荒者。

戈公振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聪颖过人，勤

奋好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台高等学堂。少年

时代的戈公振积极拥护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 年，进入《东台日报》社担任图画编辑。%*%+
年，他与新闻界知名人士狄楚青相识，进入上海报

界，先后任《时报》校对、助理编辑、编辑、总编辑。

在《时报》工作的十五年中，对报纸的革新作了大

量的工作，使《时报》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最爱读的

一份报纸。%*!# 年他开创的《图画时报》，在我国

画报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他编译了《新闻学撮

要》，写出了《中国报学史》这部著作，最早地、全面

系统地论述我国报刊历史，成为研究中国文化思

想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 年 ! 月，他到西欧的英、法、德、瑞士和

美国、日本等国考察新闻事业，曾应国际联盟的邀

请，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以

及其它一些国际性的重要会议。%*!* 年，撰写

《世界报业考察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

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冒着生命危险，随国际联盟派

遣的李顿代表团，由上海到东北等地调查有关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事件真相，写出了许多真实的通

讯报道，热情地颂扬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强

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 %*+)
年，他访问苏联，满腔热情地报道了苏联社会主义

建设的成就，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

苏联的污蔑。他还为沟通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文

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苏联邀请徐悲鸿到苏联举办中国画展，邀请中国

电影代表团胡蝶、周剑云等人到莫斯科参加国际

电影展览会，都是由他接洽和联系的。

%*+) 年夏，他应邹韬奋的邀请，由苏联回国，

与邹韬奋、胡愈之、杜重远、李公朴、毕云程等人一

起商谈创办《生活日报》事宜。回国不久，于同年

%# 月 !! 日猝然病逝，享年 ") 岁。

%*+) 年 %! 月，由邹韬奋等人搜集戈公振采访

苏联的通讯集《从东北到庶联》一书，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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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公振把他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新闻事业，

对我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和三十年代初期的

新闻事业，从实践到理论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中国新闻学早期的研究者

我们知道，对新闻学的研究，是新闻事业发展

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我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虽

然悠久，早在唐朝就有了以邸报为代表的古代报

纸，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思

想状况的原因，邸报在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

终停留在发布朝廷公文的原始状态，因而也就不

可能产生新闻学。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扩张和对中国的侵

略，以传教士为先锋在中国办起了近代报刊。到

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郑观应和王韬用为代表

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开始探讨报纸在社

会中的作用。到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某些资产阶

级的新闻学观点到中国来了，如 !"!" 年出版的徐

宝璜的《新闻学》、!"#$ 年出版的邵飘萍的《实际

应用新闻学》、!"#% 年 ! 月伍超出版的《新闻学大

纲》等，就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代表作。

外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在“五四”运动前后被介

绍到中国来，无疑是当时反对封建文化、宣传社会

改革思潮推动的结果，所以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戈公振的第一本书《新闻学撮要》，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产生的。这本书是根据美国人开乐凯的著

作《新闻手册》编译而成，于 !"#% 年 # 月由上海新

闻记者联欢会出版，梁启超写了序言。这本书对

各项具体业务工作，作了扼要的叙述。为了便于

我国报馆从业人员实用起见，戈公振又酌量对原

文进行删节或注释。在当时国内新闻学著译十分

缺乏的情况下，这本书受到了新闻界的欢迎。

三、新闻业史研究的拓荒者

戈公振对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是他

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报刊史研究专著《中国报学

史》，开创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时期。

在专著问世之前，我国学术界对新闻史的研

究，一直停留在研究地方报刊史的阶段，如 !"!&
年出版的《上海报纸小史》、蔡寄鸥的《武汉新闻

史》、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等，都是一些小册子。

《中国报学史》出版后，把报刊史的研究提高到了

一个新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奠定了戈

公振在中国新闻业史研究中的拓荒者地位。

这本书出版后，即被日本人小林保译成日文。

译者在序文中指出：“著者戈公振，⋯⋯就他的经

历表明，他在中国是近代新闻界的第一人，作为实

际家同时又作为新闻学的系统研究家，享有很高

的名声”。总之，《中国报学史》一书为戈公振赢得

了很高的声誉。

这本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系统的资料性。

该书第一次把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报刊产

生、发展的概貌，清晰地勾勒出来，搜集了大量珍

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人的继续深入研究开辟了

道路，并为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其次是该书的思想性。这本书敢于正视某些

客观历史事实，揭示了邸报的实质，对帝国主义列

强利用报刊在华进行的侵略和军阀压制、收买报

刊、捕杀进步新闻工作者的反动政策，进行了揭露

和抨击，歌颂了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一些报

刊，书中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民主

主义思想。这本书代表了旧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最

高学术水平。

再次，在分期问题上比前人有进步。资产阶

级新闻学家通常把报纸的发展历史大略划分为

“口头报纸”、“手写报纸”和“印刷报纸”三个阶段，

戈公振虽然赞同这一分期方法，但他把中国报刊

史又具体化为官报独占、外报创始、民报勃兴和报

纸营业四个时期。这种以传播的技术形式具体转

化为按报纸所有体制和经营性质进行划分的方

法，则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显然是一大进步。

四、新闻教育的倡导者

中国的新闻教育，始于 !"!’ 年 !( 月成立的

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但它属于研讨班性质，学

习时间最长为一年，还不能算正规的新闻教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北京、厦门等地有十多

所大学陆续创建新闻系（科）或报学系（科），为我

国新闻教育奠定了基础。戈公振积极参与了这种

奠基工作，他曾在上海南方大学、大夏大 学、复旦

大学等校任教，主讲“访事学”、“中国报学史”等课

程。他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从 !"#& 年出版至

今，一直是大学新闻系的主要教学用书之一。

对于新闻教育，他写了《新闻教育之目的》

（!"#" 年 ) 月）等专文，在《中国报学史》上也列有

专节，这样重视新闻教育，在当时的新闻界是不多

见的。

要不要新闻教育，中外新闻界人士持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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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有些人认为，报馆是最好的学校，在报馆工

作，取得实践经验，就能培养出称职的记者，因此

用不着办新闻教育。戈公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

认为从道德理想上来造就报业人才，则报馆不如

学校，学问与经验，两者不可偏废。

新闻教育的必要性，是和新闻工作的特点和

需求分不开的，报纸是面向社会的，它影响着千千

万万的群众，因此要求新闻记者要具有高度的思

想水平和高度的文化修养。戈公振说：凡是做新

闻记者的，应具有高深教育的修养，那么他就不会

盲目地服从于某些错误的观点，也不会靠着通讯

社送来的稿子混日子，整天用他人的观点作为自

己的意见。他们一定会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个人

或一个团体的利益更重要。从国家利益出发，防

止报纸出现不负责任的稿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危害。因此，记者必须接受大学的新闻教育，除此

以外，没有捷径可走。

戈公振研究了欧美各国的新闻教育，还作了

实地考察，他把这些国家的新闻教育归纳为三种

类型。美国重在实用，注意职业训练；德国重在教

育，注意学习理论和基础知识；英国二者并重。他

具体分析了三者的特点和长处，但不赞成中国抄

袭其做法，对于中国的新闻教育，有自己的主张。

戈公振反对把新闻教育作为职业训练，他认

为，如果把这些学校作为记者养成所，并不适当。

因为他们不给学生思想修养教育，只注意职业上

的养成，这种营业色彩会导致学生的思想素质上

不去，不会产生理想的记者。

戈公振认为：第一，正当教育要有明确的目

的。新闻教育的目的是，给学生———未来的记者

一种精神上的立足点，指明他能够站而且应该站

的地方。意义是，新闻教育的全部内容和安排，都

应该为学生站稳立足点和站对位置而服务。

第二，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他要求新闻记者应

该具备同其专业有关的各方面知识。他说，新闻

教育，应该包括这么几种：（一）理想的政治记者，

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法律、国民经济及统计

学和外国语；（二）理想的商业记者，应该研究的

是：国民经济及统计学，私人经济、地理，重要的法

律和英语；（三）理想的省报或地方报的记者，应该

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国际公法、国民经济及统计

学和特殊的法律；（四）理想的文艺记者，应该研究

的是：哲学、历史和本国文字。此外，对于他们将

来服务的报纸的宗旨，当然也要有深切的研究。

第三，新闻学要讲规律。戈公振认为：新闻学

不能只讲报纸的过去和现在，而应该把报纸的全

体现象，分开来研究，要给我们一个报纸的标准和

规律。

第四，处理好在校学习知识和去报馆实习的

关系。戈认为，新闻教育应该传授业务知识和技

能，算不算称职的记者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学

生应该先在学校里学知识，然后再去报馆实习。

第五，向青年普及新闻学知识。戈公振主张，

新闻学应该成为一种国民必修课，因为报纸是一

个国家总括的文化现象，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个

中国青年，都应该懂得报纸的性质、作用以及读报

方法。

五、资产阶级新闻观念的批评者

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核心内容，

是强调新闻事业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反对报纸

的党派性。戈公振也是用这种观点来考察中国的

新闻事业的。他认为，政党报纸因缺乏一般性而

不易发展。这种观念没有对党派进行具体的阶级

分析，因而就抹煞了报纸作为舆论工具的阶级性。

在新闻本源的问题上，戈公振主张新闻为“时

宜性及一般性的自身”的最早的性质说。按他的

解释，时宜性的特色，为报纸以现在的发生事件为

报道内容；一般性为新闻的内容必须具有多样性、

可读性和趣味性。实际上，时宜性和一般性是构

成新闻价值的两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新闻的本

源，新闻的本源只能是事实。

戈公振主张新闻应该向民众开放，让多数人

通过新闻了解政治问题，做出个人的判断，报纸要

多给平民发言的机会。戈公振主张报纸杜绝“有

偿新闻”，以保证新闻的客观性、公正性，在当时，

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新闻思想。

戈公振强调新闻要“新”要“闻”，这就是新闻

的真实性和可读性。不但要“新”，不是旧闻陈事，

不但要亲耳听听，而且要亲眼所睹，还要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这就是要形象化。摄影和图片，是

构成一条好新闻的新武器。他所创办的《时报画

刊》和《申报图画周刊》，就是新闻形象化的具体表

现。真实是任何一条新闻的第一生命力，任何虚

假新闻、“有偿新闻”，哪怕是万分之一，都是绝对

不允许的，形象化是新闻吸引力的主要手段。

六、新闻广告的推介者

戈公振对于报纸广告的论述，是史论结合，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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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角度论述广告的价值，又从各个侧面提供

当时的广告资料，他认为广告既为商业发展的历

史，也是文化进步的记录，不仅是工商界推销产品

的一种手段，更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的使命。

他说：人类生活，因科学的发明日趋于繁荣美满；

而广告既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的功能。由于戈

公振认识到广告除了有它的商业价值，还有宣传

文化、指导人生和教育群众的价值，所以他特别强

调广告要讲究真实和道德。

戈公振根据中国报纸广告的历史经验，吸取

外国报纸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发展中国报纸广告

的一些主张。他分析了中国近代报纸广告不发达

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商业不发达，没有竞争市场，

所以视广告无足轻重，而报纸又不能表现广告的

效果，以博得商人们的亲睐。人们往往不注意广

告的内容，也不足引起读者们的注意，难以与新闻

一样发挥其作用。此外，广告设计“杂乱无章”，不

象国外那样将同一性质的内容汇列在一起，让读

者易于寻见。正因为如此，为了使报纸成为货物

流通的媒介，戈公振主张应设法诱导本国商人登

载广告，并为他们做好计划方案，设计图案，提供

周到便捷的服务。在版面按排上，排列务求美观，

印刷务求清晰，地位务求明显。俾显入读者眼帘，

使其缴费少而收益大。与此同时，还要得到商人

和读者两方面的信任，尤应严厉拒绝含有欺骗性

质的广告。这样，才能收到既增加报馆营业发行

量，又能促进商业发展的效果。

戈公振还有一个创见，是主张报纸特别是商

业报纸，可特辟专栏，研究广告学，以引起商人对

广告的兴趣，这也是报纸经营的天职。

七、新闻职业化的实践者

戈公振被人称为“那个漂亮的江北人”，他向

来衣冠整洁、穿着高雅、仪表堂皇，令人起敬。戈

公振认为，一个符合资格的新闻记者，必须先给采

访对象一个良好印象，那种不修边幅、类似名士风

度的人，是不适宜进出于新闻采访场所的。提高

到原则高度来讲，这不仅仅是不尊重自己，更是不

尊重别人，举止端庄、随时随地以礼自持、以礼待

人，是构成人际关系的必要原则。

戈公振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应该

在社会上、人际间广交朋友，多一个朋友，就多一

条门路，多一条新闻线索。其间或许良莠不齐，泥

沙俱下，这也无碍。只要站得正，看得远，虽属坏

人坏事，也可“变废为宝”。正如辛勤的蜜蜂寻找

花蜜一样，多方设法，广寻蜜源，运用通常所说的

“新闻鼻、新闻耳、新闻眼”，尽可能地寻觅一些引

人入胜的新闻。他反复说过，做一个名副其实的

新闻记者，知识要博、朋友要多、至关重要。要走

进火热的生活，才能得到第一手的新闻资料，这些

新闻思想对于当今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法宝。

戈公振对新闻事业的严肃，毕生尽瘁于新闻

事业，对新闻事业贡献之巨大，推动了中国新闻事

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新闻思想学术研究上，自有其

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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