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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直面挑战　 返本开新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 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 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来说, 庆祝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 其实也是在回望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百年荣耀。 因为,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 以及
以 《新青年》 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报刊的创办, 在那个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年代, 通过倡言新文化、 传播
马克思主义,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国家独立、 民族复兴营造了广泛的社会舆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经过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
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这标志着新时代开启了新
阶段。

新时代新阶段具有与以往不同的许多新特点, 归结起来主要是发展目标的不同与发展环境的变化。 就
国内来说, 我们要建设惠及更多人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因此我们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就国际来说, 我们要推动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的贯彻落实, 因此我们要提高国际
传播能力, 讲好中国故事, 做大朋友圈。 但是, 现实环境是, 当社会利益重组之际, 难免会产生许多矛盾
和纷争; 当中国和平崛起之时, 也一定会遭遇霸权主义的围追堵截。 因此, 新时代新阶段中国更需要新闻
传播学做出新贡献。

一方面, 面对众声喧哗的国内外舆论场, 我们要培养出更多的政治立场坚定, 具有批判性思维、 沟通
能力、 分析技巧、 表达才能, 能够报道真相、 凝聚共识、 引导舆论、 反击抹黑的一大批新闻传播人才; 另
一方面, 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的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闻传播格局颠覆性变化, 我们要分析新现象、 研究新
问题, 有能力提出新观点、 生产新知识、 构建新规则, 乃至于创造新理论。 这是新时代新阶段给我们这个
学科提出的新挑战。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 我以为, “返本开新” 不失为一个良策。 “返本开新” 是现代新儒家学派提出的
发展中国文化的主张。 所谓 “返本” , 即对经典文本原初意义的重新把握; 所谓 “开新” , 即在准确把握经
典文本原初意义的基础上, 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创造、 有所进步。 因此, “返本开新” 强调民族性与时代性
的辩证统一。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来说, “返本开新” 要处理好两对辩证统一的关系, 其一是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关
系, 其二是一般性与时代性的关系。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代职业有了 400 多年的发展历史, 遍及全球, 因
而它就会有一些共性的职业准则, 比如真实、 准确、 及时等等, 这就是全球性。 但是, 由于对新闻的本质
和作用的理解受意识形态的制约, 不同国家和地区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操作性要求, 比如对什么是真实, 何
为准确, 怎样做才叫及时, 有着不同的规定性, 因此新闻传播作为一项事业又是具体的、 有各自特点和特
色的, 这就是民族性。

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目的, 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 构建公平正义、 和谐融洽的人类
社会。 这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一般性, 无论哪个时代都是这个追求。 但与此同时, 人类新闻传播活动与信息
技术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 有什么样的信息技术也就决定了有何种形态的新闻传播活动, 这就构成了新闻
传播活动的时代性。

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闻传播学来说, “返本” 就是要准确把握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毛
泽东等历代马克思主义典型作家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思想, 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发展
的成败得失, 阐释它的理论学说, 探究它的发展规律, 汲取它的经验教训。 “开新” 就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
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论述, 探索和掌握融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规律, 让新闻事业更
好地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服务于人民, 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回望来时的路, 看清脚下的路, 能够帮助我们坚定走好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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