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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美國原始檔案的

劉珍 著

來華密蘇里新聞人研究（1900～1953）



提    要

1908 年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成立是美國社會職業化、專業化浪潮在新聞領域的集中反映，更

是由於當地的經濟和文化以及具體人物的不懈努力等諸多因素共同促成。我國既往研究大多側

重於「密蘇里模式」，然而民國時期美國新聞界對我們的影響並非僅僅通過新聞教育和業界的中

國留學生來實現。奠定密大新聞學院重要影響力的還有在本書中簡稱做「來華密蘇里新聞人」

的這批美籍記者。在這一群體的不懈努力之下，他們逐漸站穩腳跟，創辦了英式報刊之外特點

鮮明的美式報刊。

本書以檔案材料為基礎，填補了相關研究中諸多的史實空白，完善了已有的認知，具有重

要的史料價值。同時，本研究主要通過時間順序和其所在來華密蘇里新聞人中所處地位、歷史

貢獻著重選取了一系列人物作為重點案例，立體展示密蘇里新聞人在華新聞活動的全景。此外，

作為中美交流的一部分，來華密蘇里新聞人的新聞實踐活動為我們思考和制定跨文化交流以及

對外宣傳策略的重要歷史參考。

來華密蘇里新聞人的活動跨度五十多年，內部既有發展連續性、也有代際層次，而外部歷

史環境也處於近現代歷史中最為風雲變幻的時期。密蘇里新聞人來華是美國記者、美國新聞業

在華植入和拓展的中堅力量，同時也是美國對華經貿往來加強、外交政策變遷的親歷者。這些

新聞人既是報導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記錄人，也被捲入時代的洪流成為鑄就歷史的一份子。作

為人物史研究，本書著意在人物書寫中對於以上宏大的歷史畫面予以細緻勾連、分析和審慎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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