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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若野 著

臺灣新聞學術史（1895～1987）



提    要

臺灣新聞學研究是中國新聞學術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學術、文化與社會等多方面意

義。本書對臺灣地區新聞學術發展歷史進行梳理，以期呈現自日據至戒嚴近百年時間內，臺灣

新聞學術的源頭、理路與脈絡。臺灣地區有關新聞學的記載最早出現於日據時期，彼時臺灣報

人在文化暴力政策下自發形成對新聞的思考。1945 年臺灣光復，新聞學術場域經歷了短暫的多

元化後逐漸為大陸到臺人士主導，建立了新聞學術研究的空間與體系，學術團體與新聞刊物紛

紛創辦，臺灣新聞學研究由自發走向自覺。1954 年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成立，揭開了臺灣地區

建制化新聞高等教育與研究的序幕，新聞學研究逐漸從業務經驗探討轉向嘗試建立理論體系，

並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形成了宣傳本位的學術研究面貌。1966 年，徐佳士所著《大眾傳播理論》

一書的出版，將美國傳播學研究譯介到臺灣，大眾傳播理論、量化研究方法、實證研究範式開

始逐漸為學者們所使用，重構了臺灣新聞學研究的面貌，形成了三民主義新聞理論研究與受眾

問題研究並行的局面。由於新研究範式的引入與學者代際的更迭，加之社會環境與政治結構的

變化，新聞學研究的自律性不斷增加，新聞學術場域開始游離於政治話語內外，呈現出新的發

展面貌與思想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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