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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硕论改来，挺多有趣之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一带。租界－内地模式也比较传统吧。
2、尤其感到和英美训练出来的学者的论文，（总分总，问题意识，明确要撕的对象）有明显的不同
。掩卷而思，得到的是一副生动鲜活有层次的图景，又流露出作者对大时代中人的关怀和温情，与理
论的对话又体现出来阅读的广度和思维深度。和外面那些上来就祭出一个西方流行框架的行货高下立
判。是很好的作品，帮助很多。
3、从思路、结构到观点都非常的赞！作者能写出这样的硕士论文，无怪乎去哈佛读博了。
4、你看看人家的硕士论文！
5、第六章写得应该是最好的
6、以硕士论文而言可以给五星。好在已经对作者当面表白过⋯⋯
7、将“报刊”置于晚清社会背景，从文化、政治、经济的角度去探讨晚清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8、顺着中研院上的介绍把作者发过的文章都看了一遍，森森滴爱上他。。。（人长的也很萌呢）这
只是人家的硕士论文啊！
9、以硕士论文来说非常出色，整本书的结构还可以再调整，尤其是第六章
10、严谨的论文
11、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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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
，2005年初版。感兴趣的主题：19世纪中叶以来，西洋的各种传播形式对晚清中国有何影响？这些影
响产生什么的效果？是否改变了既有的专制秩序？在晚清社会、政治与思想的变迁中发挥什么样的功
用？（P12）概念界定：传播：将讯息从一方传递至另一方的过程。讯息传播过程的三个层次：技术
、机构或社会关系、文化形式。内容梗概：第一章 1895年之前新式传播工具的引入甲午战争之前，新
式传播工具的引入：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也有中国士人的参与。（打开了一个窗口）第二章 传播媒体
的政治化1895年前后，知识分子如何利用新式传播媒体的工具，撼动原有的政治秩序。1895年创刊的
《万国公报》 、强学会，学会附设机关刊物，传播媒体与政治性团体的结合。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
》。新式报刊在政治领域发挥功能，政治言论成为报刊最主要的部分；也借由报刊提供的空间，士人
得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参与、议论国家政事。（P148）第三章 从海外到国内戊戌维新后的流亡者、以及
清末民初的留学生，及其与报刊的政治化。第四章 从租界到内地上海的中介角色。内地启蒙：报刊印
刷与出版，新书局与阅报处，学校与教科书。第五章 官方的回应从禁制到对抗再到规范。第六章 传
播媒介与知识分子：以江南为例晚清士人社会地位的变迁，新式传播媒体在知识分子转型中所起到的
作用。结论本文认为1895年前后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位居中国社会、文化中坚的士人阶层对传播媒体的
态度产生变化，然而士人面对的环境不仅是内忧外患，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运用传播媒体来应对变
动中的官绅关系。（P368）从以上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可以观察到的是士人的权力基础逐
渐转变，与官方的连结逐渐断裂，甚至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废除科举自然是原因之一，长久的趋势以
及媒体的引入也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掌握知识权力的这群人，要如何继续维持自己在社会阶层中的
优势地位？传播机构与新式教育固然提供了士人一条路，让连生活维持都将发生困难、而思想资源又
未能转换的士人，可以凭借掌握知识的既有能力维持一线生机；然而也让士人更集中于城市，接受属
于西方的、现代的知识系统，而与农村社会疏离，让知识分子的地位走向边缘化。（P374）部分摘录
：1、P277，新式学堂在传递讯息上的重要地位。借着师长引介、同学之间的传看，聚集许多同龄青少
年的学堂特别容易激发出集体的热情，革命书刊在学堂学生间迅速流传。可参考桑兵《晚清学生学生
与社会变迁》。2、P283，教科书的编纂。民间自行编纂在前，1906年以后，官方也开始进行对民间教
科书的审定，且从小学教科书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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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的笔记-第1页

        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李仁渊：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博士班，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
想文化史。本书为作者硕士论文。

2、《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的笔记-第213页

                前述海外出版品得以透过各种管道在国内流传，其中关键的是租界扮演了类似转运点的角色，
其中又以上海最为重要。
       在新式办刊的发展过程中，中央权威难以管辖的租界与海外提供了一个言论的保护伞。

3、《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的笔记-第218页

        與留日學生有關係的作新社（1902創辦）、民權社和新中國圖書社。印刷錯誤，應為明權社。

4、《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的笔记-第2页

        自序
序论
第一章  1895年之前新式传播工具的引入
第二章  传播媒体的政治化
第三章  从海外到国内
第四章  从租界到内地
第五章  官方的回应
第六章  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江南为例
结论
参考书目

5、《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的笔记-第30页

        主要讨论1895-1912.
一、讨论1815-1895年间，何以各种传播的技术与形式都已经引进中国，却未在社会结构与文化思想上
有相对的回应。
二、传播媒体于1895-1898年间的政治化，此为其产生结构性影响的关键所在。
三与四、分别叙述传播媒体从海外到国内、从上海租界到内地各省扩散的过程与影响。新式媒体政治
势力的建立，自始是与官方的拉锯间形成的。
五、回到官方回应，从官方对新式媒体采取政策的转变，来看此领域的构成。士人阶层与媒体的扩散
关系密切，随着媒体的非官方角色逐渐成立，士人与官方间的距离也有所变化。
六、讨论士人转型与传播媒体之间的联系，而以变动最明显的江南为例，欲描绘出两者之间彼此增强
的关系。

6、《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的笔记-第366页

        1860到70年代，在太平天国乱世之后出生的江南士人，对他们的父执辈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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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童蒙时代乱事渐平，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的同时，新刊物已在江南流传，即使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涯规
划，也让他们知道一些外洋的器物发明。
而此时科举之路又几经变化。没有关系又没有产业的士人，便只能就馆教书了。到了1905年废八股，
他们便失了生计，改行教蒙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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