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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媒介的历史文献价值及解读思路

———兼论大学生的媒介文化素养

于翠玲

摘　 要： 报纸是大众传播媒介， 也是一种文献资源。 如今已经开发的聚合大量老旧报纸文献的数据

库， 为多学科、 多视角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源。 报纸媒介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在当今的语境中， 有必要

借鉴媒介文化理论， 对报纸内容所建构的 “历史” 进行重新解读。 这对大学生而言， 也是提升媒介文化素

养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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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泛指人对媒介的认知能力。 大学生群体对媒介的认知， 不仅涉及新媒介， 还应包括传统媒

介。 报纸作为一种印刷媒介的资源， 已经成为数字化阅读的对象。 在当今的语境中， 借鉴媒介文化理

论， 重新解读报纸的历史文献价值， 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的媒介文化素养。

一、 报纸的文献特征与数字阅读

在中国媒介发展史上， 近代意义的报纸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而报纸的阅读也具有特殊的文化传播

意义。 梁启超在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一文中就指出： “阅报愈多者， 其人愈智； 报馆愈多者， 其国愈

强。 曰： 惟通之故。” ［１］晚清时期各地已经开办了阅报处、 讲报所等机构， 作为开启民智的方式。 民国

时期， 读报教育作为针对国民的新闻教育， 得到报学、 新闻学研究者的提倡， 并落实在建立阅报栏、
在中小学进行时事教育、 创办儿童时事报刊等方面。［２］早期的读报教育在今天看来即是媒介素养教育的

开端。
报纸是大众传播媒介， 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提供 “每日新闻”， 是大量印刷发行、 即时扩散、 连续

不断的新闻报道。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 报纸被阅读之后， 也就失去了新鲜感， 除了有人喜欢剪报、 收

藏之外， 大量报纸就过期作废了。 在当今媒介融合的时代， 报纸的印刷版在发行的同时， 其数字版也

在专门的网站上发布， 还利用移动媒体进行传播。 而报纸的内容也被其他媒介加以选择， 重新编辑和

利用， 出现了电视读报、 广播读报等形式； 门户网站也对报纸的新闻加以转载， 特别是在标题上大做

文章； 百度的 “词媒体” 也具有聚合 （链接） 报纸新闻信息的功能。 主流媒体 《人民日报》 《光明日

报》 等还开发了电子阅报栏， 直接进入各级党政机关、 高校等部门。 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中， 人们阅读

来自报纸的新闻变得非常方便， 而通过订报来阅报的习惯却改变了， 也就是说， 阅读 “新闻纸” 的人

数在不断下降。
但报纸作为一种有历史积淀的印刷文献， 一直是图书馆收藏、 整理编目的对象， 具有重要的检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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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价值。 对于大学生而言， 检索和利用报纸也是一种特殊的阅读或解读方式， 甚至是获取学习和研

究资源的一种途径。 特别是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过期的报纸已经被转化为数字文本， 开发为便于

检索的数据库， 其中聚合了数量众多、 类型多样的报纸文献， 这为多学科、 多视角的学术研究开启了

一扇大门。 例如， 《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 收录了香港的 《遐迩贯珍》， 北京的 《顺天时报》， 天津的

《大公报》、 《益世报》、 《北洋画报》， 上海的 《上海新报》 和 《申报》 等资料。 其中 《申报》 全文数

据库汇集了 ７８ 年 （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间 ２５６００ 号报纸， 记录了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政治、 军事、 经济、 文

化、 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被称为 “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中国当代出版的重要报纸， 各报社都有逐年编辑的索引， 还有总目录等， 收藏在图书馆中， 为读

者检索原版报纸提供了指南。 目前， 这些报纸通过回溯的方式， 逐渐被数字化， 并与即时出版的新报

衔接起来， 开发了各种数据库。 例如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 收录了 《人民日报》 创刊 （１９４６ 年） 至

今 （不断更新） 的全部图文信息， 不仅可以用多种方式 （日期、 主题等） 进行全文检索， 还可以点击

查阅 “原版样式”。 这些报纸数据库， 跨越了时间与空间， 包含了历史与现实， 以虚拟形态呈现， 以链

接方式聚合， 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读报方式， 也开拓了一种纵横交织、 历史比较的宏观视野。 大学生如

能结合本专业的知识， 选择有意义的关键词或研究主题， 进入报纸数据库中搜索， 会有意想不到的发

现， 还能借此窥探百余年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轨迹。 可以说， 这是报纸阅读史上从未有过的

变化。

二、 报纸文献的历史价值与解读思路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 所谓 “秉笔直书”、 “春秋笔法”， 也成为近代办报人加以比附和提倡的精

神， 这就是将新式报纸或新闻纸看作史书的延续。 章炳麟以为 “报章者， 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 ［３］ 。 梁

启超则引述 “西哲有言 ‘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 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 ［４］ 。 １９０４ 年的 《时
报发刊例》 列举 “本报纪事” 规则， 包括 “以确为主。 凡风闻影响之事， 概不登录”； “以直为主。 凡

事关大局者， 必忠实报闻， 无所隐讳” 等内容。［５］ 徐宝璜 １９１８ 年在 《新闻学大意》 中也强调： 新闻采

访与编辑 “既不可捏造新闻， 亦不可颠倒事实”。［６］ 尽管有如此论述， 老旧报纸作为一种历史文献， 其

出版背景是复杂的， 出版机构是众多的， 其是否具有真实的史料价值， “每日新闻” 是否就是编年史？
也就是说， 在当今的语境中， 我们如何阅读和解析报纸文献的历史价值， 这些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问题。
对历史研究来说， 报纸是不可忽视的历史文献。 约翰·托什在 《史学导论》 中这样说明英国早期

报纸的价值： “第一， 它们记录了当时产生最大影响的各种观点”； “第二， 报纸提供了对事件的日常记

录”； “最后， 报纸经常会提供有关一些问题的更全面的调查结果”。［７］ 这里所说的是报纸对于历史研究

的资料价值。 而国内外开发的各种老旧报纸的数据库也都强调其具有历史价值。 例如， 《泰晤士报》 数

字档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介绍， 其包含从 １７８５ 年到 ２００９ 年 《泰晤士报》 全部页面的每一个

事件， 包括每一个标题、 文章和图片， 是这个时期的一个完整的编年史； 通过 《泰晤士报》 的微缩胶

片和高质量的图片使历史再现。 诸如此类宏大的报纸数据库， 其本身就是报纸或报业发展历史的一种

真实写照。 如果善于利用老旧报纸， 站在今天的视角， 加以梳理、 编辑和解读， 确实会有新的发现。
例如， 郑曦原的 《帝国的回忆——— 〈纽约时报〉 晚清观察记》 一书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 年版）， 就是利用

英文版 《纽约时报》 １８５４ 年至 １９１１ 年的资料， 翻译编写而成的； 后来又出了增订本， 明确标称这是

“美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 《纽约时报》 版的中国近代史”。 这里仅举其中一条有史料价值的记载：
“１９０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海电： 一家德国公司日前从清国政府方面获得一份合同。 据此， 该公司将在清国

首都北京安装电灯。” 而从中国的 《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 中， 我们以 “西安事变” 为关键词， 即可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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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时一份由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编辑发行的 《学生报道》， 其创刊号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 日） 发表了

《关于我们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声明》， 呼吁 “停止一切内战， 立时召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诸如此类的报纸新闻， 也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丰富资料。

还要说明的是， 报刊是由特定的媒介机构制作出来的新闻产品。 这与书籍作为个人的著述或创作

文本是不同的。 因而， 阅读报纸文献， 需要借助媒介理论、 新闻知识进行分析。 例如， 传播学中所说

的 “议程设置理论”， 其直接来源是： 美国一个大学几个年轻教师 １９６７ 年某一天， “对 《洛杉矶时报》
头版新闻报道编排的不经意观察”， 他们分析了头版的三条重要新闻， 提出猜测： “如果某条新闻被安

排到一个不显眼的位置， 那么这个事件的影响力会不会因此而降低？” ［８］ 经过许多学者的多年研究和实

证调查， 议程设置理论不断丰富， 如今已经成为传播学教材中的常识。 议程设置研究 “为我们提供了

这样一种解释： 就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一般人而论， 这种关于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

断， 通常来自于大众传播， 大众传媒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 而且是重要的影响源。” ［９］ 而谈论报纸的编

年史意义， 应该看到这正是媒体对议程设置的结果， 其内容是经过记者采写和编辑精心选择和加工的。
“在通过新闻机构的职业透镜之后， 每日事件及其情形会发生折射， 结果便常常是一幅世界图画， 一种

拟态环境， 这种图画与拟态环境远远不能与真实环境相契合。 许多事件与情形在吸引记者的注意。 记

者没有能力采集关于这些信息的所有信息， 也没有能力将所有这些信息告知受众， 因此， 他们凭借一

些职业规范， 并在其指导下每日对环境进行取样。 结果造成新闻媒介只能描绘大环境中的有限一部分，
就像透过狭窄的窗户观看外部世界， 观察到的视野非常有限。 如果窗玻璃的透明度与光滑度较差， 那

么这个比喻更能传神。” ［８］（２５）这种理论视角， 对于我们阅读每日报纸的内容 （如何看头版头条、 看标题、

看报道、 看话题等）， 认识报纸的信息特征及其所呈现的现实世界， 也是有启发的。
报纸数据库也有其特殊性， 原文本的报纸文献在这样巨大的数字化仓库中， 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历

史语境， 成为可以根据关键词 （任意词） 进行检索和聚合的碎片， 作为今天的读者可以穿越历史的时

空， 发现文本之间前所未有的 “关联”， 引发新的思考， 并将这些资料连缀起来， 进行重新建构， 完成

有关 “历史” 的研究题目。 但是， 从媒介认知的角度来看， 对于报纸文献所呈现的 “历史”， 还必须从

两个层面进行追问： 其一，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 这些新闻文本是如何形成的？ 在当时产生了什么影

响？ 如何判断其是否真实？ 对同一新闻或事件， 不同报纸的报道又有什么不同？ 或者同一时期的报纸，
在新闻观念方面有什么异同之处？ 其二， 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 重新解读这些新闻文本， 是否会有新

的发现或评价， 为什么？ 这是一个对文本意义重新阐释的过程。 如此来看， 报纸所呈现的历史， 必然

受到当时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制约， 还有内在的媒介逻辑以及新闻观念在起作用， 因而

是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的， 是对历史的一种建构形式。 例如， 《人民日报》 是最有权威性的党报， 从其数

据库中可以检索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 政治运动等相关报道内容。 一篇硕士论文研究 “大跃进”
时期的 《人民日报》，［１０］选择新闻图像 （新闻照片、 新闻漫画、 新闻图画、 新闻图示） 作为具体例证，

分析其对 “农业大跃进、 全民炼钢运动、 人民公社化、 爱国卫生运动” 等重大议题进行报道的情况，
也反思其中存在的 “内容失实、 报道片面” 的问题。 在今天看来这种 “失实”①， 确实是新闻报道存在

的问题。 但当时的新闻报道， 无论是文字还是配合文字的图像， 都是政治宣传的工具， 可以说是中国

新闻史上真实存在的案例。 而关于 “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新闻， 新闻学研究专家陈力丹有简明而深刻

的分析：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文化大革命’ 时期关于新闻理论的核心观点， 那就是 ‘报纸是无产阶

１５

① 陈力丹 《新闻理论教程》，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８２ 页。 陈力丹指出： “１９４９ 年以后， 我国新闻史上

有两个比较集中的体制性失实时期， 一是 １９５８ 年 ‘大跃进’ 时期， 再一个就是 ‘文化大革命’ 时期”； “我国的新闻工作与政治

有密切的联系， 很容易将政治等同于新闻， 造成新闻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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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政的工具’。” 由此也就有了 “通栏刊登标语口号， 作为版面主题” 以及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话

语在报刊上泛滥” 的现象。［１１］在今天的宽广视野中， 重新阅读这些报纸， 我们对于媒介与政治 （运动、
舆论、 宣传） 的关系、 中国的新闻传播发展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都会

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代大学生具备历史眼光和媒介文化素养， 通过读报而了解社

会历史， 这也是必要的通识内容。

三、 报纸文献的数据关联和比较阅读

在当今的媒介平台中， 检索老旧报纸数据库， 阅读最新的数字化报纸版面， 都是随处可得的事情。
而老报纸与新报纸也产生了 “关联”， 可以在纵横交错的网络中， 重新赋予其新的解读意义。 例如， 以

关键词为线索， 选择有连续性的政治节日、 纪念仪式、 典型人物、 特定主题等， 对相关报道进行纵向

对比， 就是一种阅读报纸的角度。 而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是非常便捷的检索工具。
１ 关于仪式报道

例如， 十月一日是国庆节， 而国庆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最有意义的纪念仪式。 除了意义重

大的开国大典， 改革开放后的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９ 年的国庆阅兵仪式也是引人注目的， 《人民日

报》 每次都在 １０ 月 ２ 日的第一版进行报道， 而通栏标题都是 “首都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
只要输入这个标题， 就可以检索到这 ３ 年的报道， 可以说是这一政治仪式的全程记录。

再如， 每年的元旦社论也是可以重新解读的。 ２０１５ 年元旦， 《国家人文历史》 新媒体事业部、 深度

智库联合出品的 《 〈人民日报〉 元旦献词里的中国》， 就充分利用了报纸数据资料： “自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
日， 由毛泽东起草的元旦献词 《将革命进行到底》 发表， 《人民日报》 每年元旦都会发表一篇元旦社

论， 以辞旧迎新、 展望未来。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 《人民日报》， 地位、 影响力、 指向

性可谓不言而喻。 其元旦社论， 由于年度性、 标志性而成为人们了解过去一年政治、 经济、 文化变迁

与观察新一年中国政府政策动向的重要窗口。 本文旨在通过回顾 １９４９ 年至 ２０１４ 年的 《人民日报》 元

旦社论， 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国社会 ６５ 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人民日报》
在其官方微博上宣布， 从周一到周五， 每天推出一块评论版， 要在社会转型的斑驳底色中凝聚共识。
在新闻碎片化的媒介生态中， 《人民日报》 评论版更能凸显主流媒体的内容深度， 因而， 这些资料进入

报纸数据库中， 也是具有解读价值的。
２ 关于典型人物

在中国党报的新闻报道中， 典型人物报道是一种塑造正面先进人物形象、 进行思想宣传教育的写

作模式， 旨在为大众树立道德楷模和学习榜样。 其中对读者产生广泛影响而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是雷锋，
从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５ 日毛主席题词到 ２０１３ 年纪念毛主席题词 ５０ 年， 关于雷锋的故事、 雷锋精神， 以及

“雷锋式人物” 的报道一直延续下来。 而 “雷锋” 从最初宣传的 “毛主席的好战士” 形象， 逐渐演变

为 “螺丝钉” 精神， 再到乐于助人的 “志愿者精神” 的代言人， 也经历了一个不断阐释的过程。 我们

可以选择每年 ３ 月 ５ 日的报纸对有关雷锋的内容及社论进行对比分析。 前几年有媒体对 “雷锋的故事”
进行了解构， 有学者批评雷锋照片有摆拍现象， 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雷锋。 其实， 雷锋已经成为代表

一个时代核心价值观的符号， 而不是一个人的故事。 只有了解主流媒体塑造典型人物的模式， 才能认

识有关雷锋以及类似报道所具有的宣传教育的意义， 这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是否 “失实” 的问题， 而

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党报在宣传主流价值观方面已经形成的框架和标准。 有学者就以 “ 《人民日报》 典

型人物报道十年流变” 为样本， 研究了 “典型人物报道与榜样教育” 问题。［１２］

３ 关于特定主题的变化

报纸作为新闻媒体， 对重大突发事件， 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必须及时予以报道。 例如， 关于 １９７６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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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７ ２８ 唐山大地震” 的新闻报道， 关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１２ 汶川大地震” 的新闻报道， 二者可以进行对比。
在媒介体制、 媒介技术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报纸在新闻标题、 新闻图片、 报道数量、 报道框架等方面， 特

别是关于震区灾情、 救灾事迹等内容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对此， 已有多篇论文进行对比研究。［１３］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全国哀悼日期间， 数百家报纸的头版都是一片庄严肃穆的黑色， 这对读

者产生了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 诸多报纸版面被网友收集在一起， 在网络上广为传播， 同

时也成为新闻传播学者研讨的课题， 这是单纯翻阅一张报纸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对报纸中主题词进行统计， 也能发现新的意义。 例如， 新浪网站新闻中心利用 《人民日报》 的资

料， 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发布了 “国庆 ６５ 周年特别策划” 文章——— 《〈人民日报〉 中的家·国》 ［１４］ ， 通

过对有关 “家庭” “国家” 主题的文章数据进行分析、 对 “家庭” 周边词汇的解读， 以图表展示数据

统计的结果， 由此说明： “ ‘国’ 和 ‘家’ 是每个人难以割舍的情愫， 也是不能分割的概念， 有国才有

家， 小家组成了大国。 ６５ 年来， 中国官方媒体对 ‘家’ 和 ‘国’ 的关注度是如何变化的？ 我们分析了

从建国到 ２０１３ 年 《人民日报》 中关于 ‘家庭’、 ‘国家’ 以及周边部分词汇的文章数据发现， ‘家’ 被

越来越多的关注了。” 其中各种数据表都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
总而言之， 报纸作为一种积淀丰富的印刷媒介， 是一种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源。 解读报纸， 需要

借鉴媒介传播理论、 新闻知识， 具备媒介文化素养。 在当今媒介融合的环境中， 无论通过什么方式

（纸质报纸、 门户网站、 手机终端、 电子阅报栏、 数据库等） 浏览报纸， 无论是即时获取新闻信息， 还

是远距离地回顾历史文献， 都是一个见多识广、 学会思考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 各种载体形态的

报纸及其数据库资源是认识中国社会文化历史和现实的一个窗口， 也是理解媒介理论和新闻知识、 提

升媒介文化素养的一种教材。 这对于新媒介时代的每一个大学生或者 “公民记者” 来说， 是必不可少

的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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