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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重视生活史视阈的近现代报刊史研究

近些年来, 中国报刊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相当长时间里, 我们的近现代报刊史主要是两种范式,
即 “现代化” 范式和 “革命史” 范式。 但最近一二十年来, 这种局面有所改观。 首先是 “民族—国家” 范

式的兴起, 而后有作为文化史的报刊史研究、 作为媒介史的报刊史研究、 作为出版史的报刊史研究等相继

被提出, 并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呈现出报刊史的多重面相与繁盛景况。 其中, 尤以黄旦教授及其团队着眼

于 “媒介再思” 的新报刊史书写最为深入, 颇具影响, 其相关研究还在进一步深化之中。
中国报刊史的探索, 除了上述范式、 方法与路径, 生活史这一维度也值得给予更多关注。 在我国, 生

活史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兴起和逐步展开的。 在诸多论著中, “社会生活史” “生活史” “日常生

活史” 等不同说法往往区分得并不清晰。 这里也不作概念的严格区分, 但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研究中, 笔

者更倾向于运用日常生活视角或提法。 社会史研究专家认为, 生活史的概念多使用 “社会生活” 一词, 或

倾向于将社会史与生活史糅合在一起, 实为社会史, 含义较为宽泛; 或强调生活史有别于社会史, 接近

“日常生活史” 的概念。 生活史的研究, 注重的是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历史, 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 挑

战传统史料认识, 建构起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 进而从生活方式的转变方面考察民族关系, 并进行不同文

明之间的比较, 阐述社会历史的变迁。
对于日常生活, 有学者将其界定为: 以个人的家庭、 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 旨在维持个

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 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 正是习以为常的日常消费、 交往、 观

念活动构成了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 其实, 对于现代报刊史上那些著名报人来说, 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或

社会生活又是难解难分的。 有学者以 《时局·饭局·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为题, 从

生活史角度探讨某一历史节点的报业老板史量才, 别开生面。 类似清末民初报人的娱乐休闲生活的话题,
在报章上时有所见。 还有专家从更学理化的层面来深入探讨晚清报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与精神世界, 见微知

著, 指出报人间这类交往活动及其包孕的精神世界, 体现出晚清报刊对现代性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日益深入,
也彰显了报人的自我价值、 群体认同与思想世界的互动关系。 至于对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报人社会生活的系

统研究, 早些年就已有专著问世。 作者对那个时期报人的工作、 收入、 衣食住行、 社会交往和婚姻家庭以

及情感世界等, 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究, 给我们较大启发。
与过去 “见物不见人” 的传统报刊史研究相比, 这种着眼于报人日常生活、 公共生活的研究, 确实有

助于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报刊史学。 但我们也注意到, 这种立足于生活史的近现代报刊和报人研究, 总体看

成果还不丰富, 也不够深入, 理论分析和理论创新都显得较弱。 如何建构报人生活史, 或者作为生活史的

中国报刊史, 尚需要进行理论上的进一步探索, 需要合理借鉴、 融会贯通历史学、 社会学、 传播学等学科

相关理论, 尤其要注重吸纳现代西方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使其具有方法论上的学术意义。 其次是深入挖

掘史料, 包括充分运用数据化技术手段寻找和整理、 分析史料, 就近现代报刊史, 尤其是著名报人以至普

通编辑记者展开更多的个案研究。 这种着眼于生活史的近现代报刊研究, 报人研究, 特别要防止流于细微

的考辨, 琐碎的叙事, 要更加注重从报人生活与社会的多面联系和互动角度展开探索, 尝试建立从生活视

角解释我国近现代报刊发展演变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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