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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冯列山新闻思想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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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冯列山是第一个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是新闻学研究德国的源流在中国

的代表人物% 抗战时期他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颇多建树% 不同于当时的留美新闻学

者多关注于新闻实践应用领域的探讨$他对新闻学研究更注重对新闻学元问题的学理阐发%

但这种德国式的新闻学研究和教育模式$在抗战救亡的大环境下$并不能因应抗战对宣传人才

的需求$因此没有形成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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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学术界一般认为!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有两个

重要源头# 一是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为代

表的*美国式+实用新闻学流派!重视培养学生的

动手实践能力!其代表人物是沃尔特1威廉博士

%_/0?'-_6006/R<&)一是以德国莱比锡大学新闻

研究所"慕尼黑大学新闻研究所为代表的*德国

式+理论新闻学流派!将*新闻+和*新闻学+作为

研究对象!重视新闻学*本质+的学理阐释!其代

表人物是莱比锡大学第一任新闻学教授卡尔1毕

希纳教授#

# 前者比较专注于技术性"功利性的

实务研究!后者则以理性的思维见长# 长期以来!

研究者说到民国时期中国新闻教育史和新闻学源

流!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以*密苏里模式+为

代表的美国模式# 这是因为*密苏里模式+典型

的*实用主义+的思路!不但暗合了中国知识界急

于*救亡图存+的心理诉求!而且为中国新闻教育

提供了一套成功的例证可供参考模仿!并能解决

实际问题#

'#(这使得美国模式无往而不利!迅速

为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复旦大

学新闻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等学校所照搬和

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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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要问!代表了新闻学另一个源头的

*德国模式+在中国有无播下种子5 如果答案为

是!何以没有开花结果5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开始

了调查和研究工作# 事实证明!德国新闻学教育

为我们培养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冯

列山#

一(冯列山其人

冯列山!#G"K 年出生!福建福安人# 幼年在

家乡读书# #G!$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G%! 年

赴德国留学!#G%M年在慕尼黑大学获新闻学博士

学位!是最早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

留欧五年期间!曾任上海.申报/驻欧记者!写了

大量的通讯# 这期间戈公振先生曾数次去信鼓励

他多写些新闻学的文章# 他接连写了.德国新闻

纸的研究/.美国新闻事业的研究/ .法国新闻事

业的现状/.英国报纸的概观/等文章!发表在.东

方杂志/上!向国内读者介绍欧美先进国家的报

业情形!受到戈公振先生的称赞# #G%K 年抗战爆

发经伦敦回国!在上海.申报/任职!经常撰写社

论# 上海被日军侵占后随.申报/迁往香港并任

主笔# #G%N年 N月任胡文虎星系报业的.星岛日

报/主笔# #G%G 年星系报业收购新加坡.总汇新

报/!他主持该报改革!使之很快有较大改进#

#G$#年 #!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取道滇缅公路回

到重庆!应陈望道之邀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

#G$%年迁居成都!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兼在四

川大学讲授新闻学# 抗战胜利后!暨南大学在上

海真如复校!#G$H 年成立新闻系!冯氏应聘主持

该校新闻系两年!为该校第一任新闻系主任#

#G$K年冯列山赴新加坡!进入.南洋商报/!初在

出版印刷部任职!不久调任商报主笔# 在新加坡

期间!他仍热心华侨新闻教育事业!#G$G 年曾依

托新加坡华人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为期 %个月的新

闻学研究班# #GH%年至 #GH$ 年!他又在.南洋商

报/内主办新闻工作者训练班!并兼任授课讲师#

#GK#年 M月起!他担任.南洋商报/总编辑!直至

#GK!年 M月 # 日退休# #GGN 年 N 月 #! 日!冯列

山在新加坡逝世!享年 G#岁#

二(对新闻学"元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德国是现代印刷术的故

乡!也是现代报纸的直接诞生地# 目前来看!也是

新闻学研究的发源地# #H"G 年!德国出版了.艾

维苏事务报/!每周出版一次!这是世界上最早定

期出版的报纸# #H#M 年创刊的.法兰克福新闻/

视为第一张*真正的+报纸!因为该报有固定名

称"每周定期出版一次"每张纸上印有数条而不是

单条新闻# #HM"年!出版商里兹赫在莱比锡创办

.新到新闻/!这是德国乃至世界上第一家日报#

$"年后的 #HG" 年 % 月 M 日!在德国最古老的大

学之一莱比锡大学!年轻的博士候选人托俾厄

斯1波伊瑟 % 7+(6/<Y',8'-&!完成了名为.关于

新闻报道/ % P'T'0/?6+.6(,<E+>'006<& 的论文$

#

这是世界上第一篇以新闻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由此开启了把新闻当做一门学问进行研究的尝

试# #G#H年莱比锡大学开设了新闻学讲座!后又

成立了新闻研究所!这比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迟了 N 年# 此后明斯特大

学"科隆大学"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弗莱堡大

学"柏林大学等也相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机构!

*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等学校得到了承认#

不过德国的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和教授的课程与美

国截然不同# 美国新闻教育带有浓厚的实用色

彩!以培养合格的新闻记者为目的!教授的课程也

以如何撰写新闻稿件"如何采访"如何为稿件加标

题等为主# 而德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则因

袭了欧洲大学一向藐视实用职业领域的传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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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学位% 冯列山在慕尼黑大学获得新闻学博士学

位$距此不过 #年时间$从时间上说$冯列山也是世界上最早获得新闻学博士的人之一% 据笔者目前统计$#G$G年前中国

人中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的有 %人% 另两人分别是栗恩堤和袁昶超% 栗恩堤系 #G$!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商学院经济

学系$曾任冯玉祥秘书% #G$G年自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因政治上不认同新中国$直接由美国赴菲律宾参加-民族日报.

编辑工作% 袁昶超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斯坦福大学新闻研究所博士$抗战胜利后寓居香港$著有-中国报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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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德国人擅长的哲学思辨色彩!更注重新闻的

*本质+%德语U'<'.&等元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纵

观冯列山的新闻学研究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学术

思想明显受到德国新闻学研究的影响!非常注重

新闻学*元问题+的研究#

$一& 关于"新闻#的性质

在冯列山看来!对*新闻+下定义只能反映新

闻的一面!因此他主张从新闻的生产过程来讨论

新闻的性质# 他将新闻的生产分为四个阶段$

#)必须是社会上最新发生的事件#

!)经过第三者,,,新闻记者的报道#

%)应用最迅速的交通工具传达#

$)经过编辑程序!然后公开发表#

根据每个阶段的特征!他分析认为新闻具有

社会性%公共性&"时新性%变动性&"客观性"问题

性等基本特征# 首先他认为!新闻记载的是人与

人之间或者人与自然界接触发生的事实!而凡是

新闻!*总直接或间接与社会全体或一部分人!有

密切的利害关系+

'!(

# 他分析了新闻采写过程中

记者受到了价值观"立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指出

*新闻是应该正确的!但绝对的正确报道!事实上

却不可能#+最后!非常有趣的是!他指出新闻的

性质还包括*问题性+# 事实上!他提到的*问题

性+即我们现在理解的非事件性新闻# 他指出这

一类新闻即*新闻记者凭其锐利的眼光!从社会

现象中提出的一个公众关心或感兴趣的问

题+

'%(

!访问记"特写都属于这一类# 他举上海报

纸关于推出女性新式服装辩论的报道!指出这一

类新闻对于媒体吸引受众的重要价值#

$二&关于新闻业商业属性与社会属性的

问题

在冯氏看来!*德国新闻学者眼中的新闻学

与英美新闻学教授的主张!几如二物!有无从贯通

之感#+

'$(他指出!以德国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报

纸最重要的使命乃反映舆论!宣扬文化!非在经营

商业!所以新闻学所应注重亦首为舆论与文化因

素!不宜专谈商业的有关技术问题# 所以美国新

闻学教授所提倡的新闻学!一向即因此受人指

摘#+

'M(但对于美国新闻的商业化以及报业托拉

斯的形成!冯列山并不排斥# 甚至在教学中有相

互融合的因素# 例如!老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

邵嘉陵就指出!冯列山讲授的*德国二元论报纸

的文化意义和商业性并重+#

'H(

但对于过度的商业化倾向!冯列山曾多次表

达深切的忧虑# 比如他指出!*现在报纸出版人

的心目中!报纸00与汽车工厂"钢铁工厂等相

同# 目的在于牟利# 00现代报纸是在这种畸形

之下发展的#+

'K(

*报纸业至此便成为了广告的附

庸!变为完全商业性质的一种企业#+

'N(

*00一

部分报纸变本加厉!流于低级趣味!遂被称为黄色

报纸%9'00+Uc/c'-&!新闻到了黄色报纸中手!也

毋须乎在讨论什么原理与定义了4+

'G(

$三&关于"报学#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范

畴的认识

冯氏认为!报学是新闻学的渊源!新闻学不等

于报学# 新闻学%*+,-./06<R&一词!含有*报纸杂

志事业+与*新闻记者职业+二义!在德文中对应

词为 f'6?,.4<U6<<8.<83/1?!含义就是 *报学+# 因

此!当初命名的*新闻学+!主要就是指*报学+#

他举出了当时学者对报纸出现的三种假设$源于

口头报纸)源于*新闻书信+%.'U<0'??'-&)源于印

刷报纸# 他认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到 #G%" 年代!

*报纸杂志绝不能再包括新闻学的全体+

'#"(

!遂提

出*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应包括三类$

#)属于纯理论性者!例如研究新闻学的任务

及范围)新闻事业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新闻学与

其他科学的联系)舆论的性质及发展史)宣传问

题)报纸!杂志!电影!无线电广播的历史!以及新

闻记者的职业道德等项#

!)为新闻事业的技术原理# 即采访"写作"编

辑等问题)商业部门内的广告,,,电影与无线电

广播的技术部门亦应列入#

%)如实用问题# 即与实践相结合#

'##(

在 #G$K 年发表的.什么是新闻学/中!他将

这种划分做了进一步细化!认为新闻学研究的范

围应该涵盖$

#)理论新闻学!包括新闻哲学!新闻伦理!比

较新闻学!新闻法!舆论研究!言论原理!新闻原

理!报业史!杂质史!广播史!电影史!宣传学!新闻

政策!出版业史!时事分析#

!)实用新闻学!包括采访!新闻写作!编辑!社

论!报业管理!广告!印刷!电讯"杂志业"电影业"

广播业#

'#!(

他之后解释道$*理论新闻学的使命!在使我

HK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卷



们理解新闻事业与性能及新闻记者职业的任务)

实用新闻学的作用,,,使我们明白技术原理与应

用方法!作为就业以前的准备# 新闻学能否成为

名实相符的科学!这两点是个先决的前提#+

'#%(

很显然!从冯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

现!当时作为新闻学者的冯列山已经有一种强烈的

学科自觉意识!希望建立像哲学"物理学"化学等其

他学科一样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 而冯氏关于理

论新闻学与实用新闻学的划分!已经与我们当前对

新闻学范畴的划分十分相似# 只是有趣的是!冯氏

两次论述中都将*电影+划入新闻学体系!并一再

强调*宣传学+在新闻学体系中的地位#

冯氏将 *电影+划入新闻学体系!与卡尔1毕

希纳教授的新闻思想基本一致!体现出他新闻思

想中浓厚的德国*因子+!而强调宣传学的作用与

效果!应当与冯氏在留德期间目睹戈培尔的宣传

策略有关#

$四&关于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

以冯列山为代表的新闻学者迫切希望建立完

整的新闻学学科体系!与当时就已经出现的*新

闻无学+的论调也有密切的关系# 冯列山认为!

新闻学与新闻教育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奋斗!无显

著的成绩!时常受人指责!这是事实# 但是以学校

教育培养不出出色的记者而否定新闻学的作用却

是错误的# 在他看来!当时新闻教育缺乏的是实

践教育!应大力推动新闻实践# 他用医学院培养

医生的例子指出!成为优秀的医生!必须也要经过

无数的临床实践!而要成为优秀的记者!道理是相

同的# 如果认为新闻学院培养不出优秀的记者

来!那么医学院的大可不必招生了# 显然!冯氏还

是十分看重学院的新闻教育的#

事实上!如前所述!冯氏看重新闻学院的技能

教育的同时!更加看重新闻学院对于学生新闻道

德素养的教育# 在前述的学科划分中!他将*新

闻伦理+放在靠前的位置# 他认为新闻业是拥有

*社会性+的!新闻业的影响遍及全社会# 因此!

新闻的*职业责任任远较其他自由职业者繁重+!

所以*新闻记者一旦不能称职!便足以妨害及社

会与国家#+

'#$(所以!他强调新闻记者的理想教

育!任何合格的新闻记者要*不负社会付托的使

命+!*对于新闻事业的神圣任务!有深刻的认

识+!*有生命可以牺牲!信念绝对不可动摇的决

心#+

'#M(

$五&关于政治新闻中的宣传

在西方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前!中国旧有的新

闻学被认为缺乏受众观念# 事实上!冯列山却较

早就意识到受众与媒体关系# 在.新闻讲话/中!

他单独列出.新闻读法/一章进行阐述# 而他单独

讨论受众对于媒介内容的理解!也出于当时特定

的历史条件#

在冯列山看来!新闻的理想境界是自由的传

播# 但是亲身目睹了纳粹的新闻宣传统制和政治

新闻的纷繁复杂之后!冯列山认为!对于政治新闻

特别是宣传意味的政治新闻一定要学会*新闻读

法+!才能透过表面事实了解事情的真相# 他将

*新闻读法+定义为站在读者立场的一种有计划

的读报!任务就在于*让剔除这类表面烟幕,,,

使事实重归于事实!让所有的宣传部分自行暴露

目标+#

因此!他提出了*新闻读法+的四个方面$

#)易处入手$选择感兴趣的一方面新闻加以

仔细阅读!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

!)提纲挈领$设法找出新闻报道的主干事实!

剔除新闻背景%冯氏称为*穿插+&"次要事实等细

枝末节# 还可以阅读不同报纸对于同一事件的报

道!做到心中有数)

%)小处留心$仔细推敲政治新闻的消息来源"

新闻人物!与平时了解的政治常识相比照!就能辨

别出什么是宣传)

$)旁敲侧击$从新闻报道中揣测反面的意义!

或者搜集其他资料加以综合分析# 对照当时的政

治新闻报道!他例举了可以揣测反面意义的例子$

比如出洋考察!表面是奉命派遣!多半是官场失意#

又比如*在友好的商谈中!彼此的意见已完全一致!

这至少说明!会议过程中!彼此的观点恰恰相反!甚

至曾经发生剧烈的争执与摩擦+

'#H(

!等等#

三(德国模式何以输给美国模式

今天!以后来者的眼光来审视冯列山对新闻

学许多元问题的探讨!我们会发现!他所关注的问

题!仍是我们今天的新闻理论研究仍需要回答的

问题# 不过因为以下两个主要原因!冯列山所代

表的德国式新闻学研究!并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

第一!德国的新闻学研究重视学理的阐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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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急于想培养大批的记者"宣传员!从事抗日宣

传的国民政府和新闻界来说!德国的新闻教育模

式过于*形而上+!满足不了这一紧迫需求# 而美

国的新闻教育模式!则以训练学生的实操能力见

长!正是救国图存的现实所需要的# 因此!美国式

的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模式!特别是密苏里模式!被

广泛认可和接受#

第二!具有欧陆教育背景的新闻学者!特别是

德国新闻学背景的人数甚少%除冯列山外!笔者

所能缕述的在欧洲学习过新闻学的!仅有毕业于

伦敦大学新闻系的曹亨闻和留学法国学习新闻学

的中国青年党秘书长胡国伟&# 而从美国学成归

来的新闻学者则俨然行成了一个*密苏里帮+!并

占据了国内主要新闻学系的重要教务职位和重要

报刊的编采职位# 因此!就影响力而言!美国新闻

教育模式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G$K年冯列山赴新加坡办报!此后再未回

国# #G$G年以后!随着政权的更迭!新闻的生产

范式和教育模式也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革故鼎新!

欧美的新闻学观点和教育方式被彻底全盘否定#

原先就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德国新闻学源流!在

中国大陆从此就彻底失去了根脉# 冯列山曾经计

划写作.新闻学通论/ .世界报业概观/ .新闻伦

理/.新闻哲学/等一系列著作!*对于新闻事业和

新闻记者职业二者之间!建立一种纯学理的根

据+!并在任教的五六年间!陆续写了六七十万

字!但是因连经变乱!最终都没能出版# 这也使我

们失去了系统"全面了解其新闻学术思想的机会#

#GM#年他将在燕京大学时期对新闻系学生的演

讲稿!进行修订整理!结集为.新闻讲话/出版!全

书约 #M万字!成为他唯一的一本新闻学著作# 他

死后!家人将其大部分藏书和生前手稿"书信捐赠

给马来西亚新山市顺利花园的报馆街陶德书香

楼!!""M 年 N 月又辗转移交给当地民办的南方学

院%现升格为*南方大学学院+&#

作为中国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冯列山在早

期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史中的地位和贡献

应该被我们记取# 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研究者将

研究目光转向这位被历史遗忘的学人#

*参考文献+

+#, 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

植+O,)文人论政(民国知识分子与报刊+2,)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N)

+!, 陈力丹)回到最早的新闻学博士论文###读 #HG" 年

托俾厄斯1波伊瑟-关于新闻报道. +*,)现代传播$

!"#!!#"")

+%, +$, +#", 冯列山)新闻的意义+*,)民主论坛$#G$K$#

!!*%合期")

+M, +H, +##,+#!, 冯列山)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时

代生活$#G$%!创刊号")

+K, 邵嘉陵)我所了解的陈望道及其电视片+A;IFV,)3?L

?c(II.'U<)1,:/.)':,)8.I!""MI"%%#IHMG#)3?R0)!""ML

%L%#)

+N, 冯列山)英国报业的概况+*,)东方杂志$#G%M$%!!N")

+G, 冯列山)美国新闻事业的研究+*,)东方杂志$#G%M$%!

!##")

+#%, +#$, +#M, +#H, 冯列山)什么是新闻学+*,)报学杂

志$#G$N$#!M")

$责任编校!朱德东&

<"'*'#$2H:$(/#*'("("C(4/"#$'&;F+(40+*&()-,"0 K',&+#"! *+,-'/&*

C(4/"#$'&;G+I()1+'"#

VZ=*6/L06.! &OEX23'.

%01233435\3+>7(4#98(7C ?388+7#1($#37! \#7(7 <7#=,>9#$"! F+(7UJ23+ M#"H%!! ?2#7(&

!5&*/#.*$

&'.4V6'<3/. U/<?3'16-<?236.'<'U3+4+?/J+,-./06<RY3P/.: U/</-'c-'<'.?/?6>'U3+,<': J+,-./06<R?+<?,:9

?3/??3'<+,-8'+1X'-R/.9U/<6. 236./)Z. O.?6L*/c/.'<'_/-c'-6+:! 3'R/:'R/.98+.?-6(,?6+.<?+J+,-./06<R-'<'/-83 /.:

J+,-./06<R':,8/?6+. 16'0:)g'c/6: R+-'/??'.?6+. ?+?3'c-6.86c0''0/(+-/?6+. +. 1,.:/R'.?/0c-+(0'R<+1J+,-./06<R(,?U/<:61L

1'-'.?1-+R?3'J+,-./06<?<U3+<?,:6': 6. ?3'=.6?': @?/?'</.: U3+1+8,<': +. ?3':6<8,<<6+. +. ?3'c-+(0'R<6. ?3'16'0: +1J+,-L

./06<Rc-/8?68'/.: /cc068/?6+.! 3+U'>'-! ?36<d6.: +1X'-R/.9L<?90'J+,-./06<R-'<'/-83 /.: ':,8/?6+. R+:'08+,0: .+?R''??3'

:'R/.: +1O.?6L*/c/.'<'_/-c-+c/4/.:/?/0'.?<,.:'-?3'(64(/8d4-+,.: +1O.?6L*/c/.'<'/.: -'<8,6.4236./! ?3,<! ?36<

R+:'03/: .+6Rc/8?)

7,% 8(/3&$

&'.4V6'<3/.) J+,-./06<RY3P) J+,-./06<R?3+,43?<) J+,-./06<R) J+,-./06<R':,8/?6+.

NK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