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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英国新闻文化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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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闻文化的兴起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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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一个较为突出的历史现象#在都铎晚期"逐

步形成了以口耳$手书和印刷新闻为基础的传播格局"尤其是小册子的显著增长"为新闻

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在人们了解时事和进行道德教化等方面具有作用#斯图亚特王

朝早期"随着新闻书的出现以及口耳$手书等传播形式的进一步成熟"新闻文化得到了更

为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愈为紧密"并对英国民众的政治态度产生了

重要影响"加速了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种新闻文化的兴起与

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其产生的深刻背景#

关键词!英国%近代早期%新闻文化

&有什么新闻*

O67>83B4

+'"这是
!*

$

!'

世纪英国人见面时最常问的问题之一#&新

闻'作为人们日常社交的一种形式"在这一时期十分引人注目#例如在
!+*+

年的一篇小

册子中就曾提到时人对新闻的渴求#&有什么关于教皇$皇帝$国王们或马丁.路德和土

耳其人的"以及这样和那样事情的,,新闻或消息么-'

!在
!+%!

年的一篇小册子中也描

述到!&每个人都在忙着满足自己*对世界+的幻想*和好奇心+!人们传递着世界上发生的

事情*的消息+以及从市场和铸币厂听来的新闻,,新闻是每个英国人*见面时问的+第一

个问题'

"

#

!*#%

年"诺福克*

a1021AQ

+的劳斯*

d1E4

+也曾让他的邻居停下来问他&有什么

新闻'

#

#以至当时就有人曾言!&这是一个新闻的时代#'

&由此可见"新闻在当时社会中

的流行度和重要性"从而也为我们展现出近代早期英国的新闻文化'

#

那么对于近代早期的英国人而言"&新闻'到底指什么- 什么样的消息才可能被称作

新闻-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新闻'有
a3B34

$

a3B<4

等多种写法"指代新的事物$消息

*

Z<9<8

:

4

+$对新近事实的报告$新闻传播者$报纸等意思"这一词被广泛使用约在
!+&&

年

前后#因此广义上"&新闻'是指最近发生事情的新消息"可被人们作为谈话和报道主题的

新事件(

#但这样的定义并不准确"上述形式的新闻或许只能引起某个个体的兴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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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Nb3=

?

N

&

M1BT8210D7><185

F

0379XD18

:

>63S38>0

?

"

!++&

$!*)&

'"

L&)8#9,&

5

C8"1".T/1)4"+.

"

!%"#

"

#!

*

#

+"

FF

N!!

$

()NdN[E4>N

&

a384789/1A<><C4<8V70A

?

53=38>338

K

[38>E0

?

V8

:

A789

'"

B9.19#4B8+.+#1

"

!%"+

*

!!#

+"

FF

N*&

$

%&NHNd7

?

D189NB96

7

T,+1.9#4B96

7

T,+1++8"#

'

"#

@98,

2

6&4+8#C8"19"#=[7DR0<9

:

3

!

[7DR0<9

:

3;8<=304<>

?

/0344

"

#&(NXN@1LNE89,9#4!"1+891)8+-),1)8+"#

@#

'

,9#4

"

UZXXYUcXXNfL2109

!

fL2109;8<=304<>

?

/0344

"

#&&&

等#不过相关研究对新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

征"兴起背景等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和讨论#这也是本文所要进一步探讨的#另本文讨论时段主要限定在都铎

晚期和斯图亚特早期"之后的内战及复辟时期有其特殊性"需另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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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英国新闻文化的兴起

此本文中的&新闻'更多是指一种能够引发公众兴趣和交流的新信息#

从内容来看"当时的新闻主要包括政治$宗教$社会$邻里以及某些奇人异事等#政治方面主要涉及

有关国家和政府的一些重要事件或人物"例如战争$王位继承$王室政策等#宗教方面主要是宣传一些

教义以及某些圣徒事迹#社会方面主要是有关犯罪的一些新闻"如对审判的描述等#邻里方面主要是

报道一些纠纷等#奇人怪事则主要讲述一些灾难$怪物$怪胎故事等#就类型来看"主要分为国内和国

外#国外方面更多涉及政治性新闻"比如战争和宗教纷争等%国内方面则涵盖上述各个方面#就作用来

看"主要有三个!传递消息$道德教化和政治讽刺#

交流和传播需借助一定形式的介质和载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介*

3̂9<ED

+#因此我们根据媒介

的不同"将英国这一时期的新闻分为几大类型!口耳$手书和印刷新闻#

口耳新闻主要指从嘴巴到耳朵$从耳朵到嘴巴的新闻交流形式"包括谣言*

dED1E04

+$口头吟唱的

诗歌*

]7AA794

+$布道辞*

530D184

+等#手书新闻包括新闻信*

a3B4A3>>304

+$新闻单*

53

F

707>34

"即只有一

页的新闻信+等"主要流行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具有读写能力的乡绅$教士或社会中上层中!

#最后

是印刷新闻"它的出现具有很大影响"它使新闻传播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包括小册子*

a3B4/7D

K

F

6A3>4

+新闻$新闻书*

a3B4R11Q4

$

a3B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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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新闻等#在形态上"新闻小册子一般为四开本*

GE70>1

+

"

到
%*

页长的未经装帧或简易装帧的小书"

%新闻书一般为四开本的
"

至
#)

页长的连续性新闻出版物

*

430<7A

F

ERA<C7><184

+"出现在
!'

世纪早期*约
!*#&

年代+

#

#

不过"英国新闻文化的兴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定发展阶段"同时也呈现出一定变化"有其

兴起的客观条件#

一$新闻数量的快速增长与新闻文化的初步形成

都铎时代*

ZE9104

+是英国
!*

$

!'

世纪新闻文化兴起的一个主要阶段#特别是在都铎晚期"新闻文

化得到了快速发展#虽然在中世纪晚期和都铎早期"英格兰的国王就运用(王室公告)等来传播新闻或

进行宣传&

"但是新闻媒介的多样化和新闻文化的繁荣主要出现在都铎晚期"亦即伊丽莎白一世*

VA<U7

K

R3>6T

+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最明显的是小册子新闻的快速增长#在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公众

有了更多接近或阅读小册子的机会"并且由于与西班牙的冲突以及法国宗教战争的影响"这种情况在

!+"&

年后更甚'

#

小册子新闻的主题范围较广"涵盖很多重要事件"包括英格兰
!+*%

年的北方起义%法国宗教战争$

荷兰与西班牙的战争等(

#在新闻性质上"很多著者或编撰人都非常强调小册子内容的真实性"经常套

用&真实的报道*

XZ0E3d3

F

10>

+'等标题来表明其报道的真实性"有的还提及目击证人及消息来源的权

威性等来加大其报道的可信度"以此吸引公众和读者的注意)

#

小册子新闻的读者包括社会上层"如贝德福德伯爵*

53C189V70A12]392109

+就拥有很多小册子"包

括(低地国家的实时战争报道)等%贵妇格雷*

b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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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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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收藏了不少当时的新闻小册子"如(法王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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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法国国内动乱的敕令或公告)等!

#与此同时"由于小册子的价格较为低廉"因此也进入到不少普

通民众"如小手艺人*

C072>4D78

+等的家中"

#

这些小册子新闻报道的目的主要在政治和道德方面#如有些小册子成为政府的宣传工具%有些则

有着浓重的道德说教色彩"例如在一些报道怪胎故事和自然灾害的小册子中"经常会提到怪胎和自然灾

害的出现是上帝给予人们的警示"是对所有人的忠告#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新闻是结合了时人的

知识背景进行编写和报道的#

"进而使其自身具有更大价值"它不仅能让读者了解到必要的信息"同时

也使他们懂得报道背后的内涵#

就地域来看"在当时的英国"伦敦是当之无愧的小册子新闻的中心&

#这些新闻小册子主要是在圣

保罗*

5>N/7EA

+大教堂的庭院内出售#书商和出版商一般在这里会有自己的店面#虽然对于单个小册

子的印刷数量难以估计"但据有学者统计"一般一本一至两张纸*

18310>B14633>

+的小册子在两三天

内的印刷份数可达
#+&

至
!+&&

之间'

#除伦敦外"这时的小册子新闻也已广泛流存于英国各地#沿街

叫卖的小贩是将小册子带到地方的主力军之一(

#

在伊丽莎白时代"手书新闻也在社会中受到普遍运用#时人梅钦*

MN̂ 7C6

?

8

+就在其日记中记载

了发生在宫廷周围的新闻"包括女王$大臣的各类活动等#如
!++%

年
)

月"梅钦提到温特沃斯*

b109

O38>B10>6

+因丢失加莱*

[7AA34

+从伦敦塔里被提审到威斯敏斯特*

O34>D<84>30

+进行传讯的情况%以及

伊丽莎白一世在圣乔治节对贵族进行封爵的情景)

#

此外"新闻信对于贵族$乡绅之间或与外部的信息沟通十分重要#例如
!*

世纪
%&

年代"普罗比*

/N

/01R

?

+就经常利用书信等方式向什鲁斯伯里伯爵*

V70A125603B4RE0

?

+$德比伯爵*

V70A12 3̀0R

?

+$彭

布鲁克伯爵*

V70A12/3DR01Q3

+$赫特福德伯爵*

V70A12M30>2109

+以及其它达官贵人传达他们不在宫

廷期间的新闻*

#伦敦人张伯伦*

[67DR30A7<8

+也经常将在圣保罗获得的新闻和消息通过信件形式告

知给他的朋友圈+

#新闻信不仅从中央传向地方"同时也会从地方传向中央"如康沃利斯爵士*

5<0

[108B7AA<4

+也将地方新闻传给他在伦敦的联络人,-.

#

口耳新闻也同样具有活力#在社会中上层"贵族和乡绅通常会利用家仆去传达口信和信息"仆人也

会从主人那里听到有关来自外部的消息#例如
!+"'

年"仆人佩里*

bN/300

?

+在埃塞克斯*

V443L

+的一些

地方散布他从他主人那听来的一些假消息,-/

#有不少关于国王或重臣的谣言都在流行"诸如前任国王

爱德华六世*

V9B709lT

+仍然在世并被囚禁在伦敦塔等,-0

#同时"那些通常以手书或印刷形式存留下来

的有些文本"如王室公告$皇家敕令等通常也会以口头形式传达#例如有人就曾记载到!

(

月"在宫廷和

街上"王室公告被宣读传阅"人们得知法王和苏格兰女皇正在号角声中和大队兵士的陪同下前来,-1

#一

些涉及政治$宗教或道德的诗歌等也会被竖琴演奏人$吟游诗人$流浪歌手以及卖主和顾客在旅店$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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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代早期英国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工商业和政治地位的加强$人员流动的加剧等原因"伦敦成为当时英国的新闻传播中

心"特别是在印刷新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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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英国新闻文化的兴起

馆以及其它公共场合公开或私下表演或吟唱!

#例如当时的一首歌谣就被用来谴责西班牙的政治野

心!*西班牙人+

在我们面前夺去我们少女的贞洁

残忍地痛打我们摇篮中的孩子

上帝知道他们的意图

就是要摧毁和夺去

我们尊贵女王的生命和王位#

"

与小册子一样"伦敦也是伊丽莎白时代口耳新闻传播的中心"其中仍以圣保罗大教堂广场为重心#

除此之外"奇普萨德*

[637

F

4<93

+和兰帕德街*

b1DR709

+以及皇家交易所*

Z63d1

?

7AVLC678

:

3

+也是各

种新闻的汇集和讨论之地#在伦敦城中"各个教区也是口头新闻传播的集中场所"这点同样体现在地方

上"因为教区不仅是布道和教会活动的地点"同时也是王室公告经常宣读的地方"更是各地居民聚集和

讨论新闻或流言之地#

#另外旅店等为来往的旅行者既提供了落脚之地"同时也成为他们新闻汇聚和

讨论地"他们不仅可以在其中张贴告示"同时也可以阅读小册子等&

#同样"旅店等有时也是私人和官

方信件的投放地和诗歌兜售人的买卖场所"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以来此"因此也更容易引发争

执和辩论#这种情形同样可以发生在啤酒馆中"并且随着其数量的不断增长"为这一时期口头新闻的传

播提供了更多机会'

#

综上可知"在都铎时期特别是晚期"新闻借助于多样的媒介比以往传播得更广"也更深入#人们拥

有自己的新闻网络"通过联络人$邻居$朋友$商人$旅行家等收集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将全国编成一个大

的新闻网"从而为这一时期新闻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使得时人对国际时事和全国性事务的了解更为便

捷"在沟通政治$道德教化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也为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新闻文化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二$新闻文化的逐渐成熟与政治批判性的不断增强

经历了都铎晚期的快速发展"新闻文化在斯图亚特王朝*

Z635>E70>4

+早期显现出进一步繁荣趋

势#虽然新闻媒介形式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仍以口头$书写和印刷形式为主"但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形势

的变化"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讽刺和批判性不断增强#

!*&(

年"苏格兰的国王詹姆士六世*

H7D34lT

+因伊丽莎白女王死后无嗣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史称

詹姆士一世"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但詹姆士一世宣扬君权神授"坚持英国国教的地位和主教

制"并且在外交和用人政策等方面行为不当"从而加剧了臣民对国王的不信任#其子查理一世*

[670A34

T

+继位后"国王与议会$臣民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他在宗教上大力推行信仰划一政策%在征税上实行强

迫借贷*

@10C39b178

+"并最终实行个人统治*

/304187AdEA3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新闻更多以宫廷和

中央政府为主要关注对象"人们对政治新闻的诉求和敏感度更为强烈"新闻与政治之间产生了更为密切

的联系"在影响国王$政府与臣民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

世纪前期"英国人对新闻的渴求更趋明显"并首先体现在口耳相传中#至少至
!'

世纪早期"能

够识字的英国人不仅自己阅读新闻"而且还经常把新闻朗读给不能识字的人听(

#特别是在斯图亚特

早期政治危机开始逐步显现"政府对印刷品的审查更为严格之后"口头新闻由于其私密性和相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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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3704Ǹ)++#.%"

7

9#4B&,"1"09,R".0&)8.+"#1%+@,"H9T+1%9#*+9,6.

"

FF

N!*"

$

!'!N

XN@1LNE89,9#4!"1+891+-),1)8+"#@#

'

,9#4

"

UZXXYUcXX

"

F

N(+#N

/Nb7Q3N;%+@#

'

,".%3,+%&).+Nb18918789a3BJ10Q

!

b18

:

D78M<

:

630V9EC7><18

"

!%"(

"

FF

N)!

$

)(

"

!++

$

!*&NaN̂ 3704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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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地位和作用上变得更为显著!

#例如在
!*#'

年"劳斯在其日记中提到他是如何通过别人的私下

谈论得知白金汉公爵*

ÈQ312]ECQ<8

:

67D

+远征法国的失败以及时人对公爵这次远征的讽刺*虽然政

府对外宣称这场战争将会取胜+!

法国人进攻你"你就逃跑了#

这是真的么- 你不是在出征前吹嘘

将会把他们吓退出海岸线-

你的声望不是能吓住他们么-

拉姆"的保护也不能让你免受法国人的进攻么-

难道你妈妈的弥撒$十字架或者

巫术不能使你避免这致命的失败么-

关于强迫贷款$议会解散的新闻也是通过口头形式在地方上广为流传"并对时人的态度产生了重要

影响"例如在听到征税和议会解散的消息后"时人曾提到!国王将会失去民心"因为他对他们征收了这么

多的税赋%如今议会也解散了"国王和臣民的关系也将就此终结#

#

谣言是不可信的口头新闻的极端表现形式#发生在威斯敏斯特的诸事成为每个人嘴上的&新闻'"

口头方式成为最快和最好的表达形式#&人们将会在皇家交易所$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那里告诉

你一切新闻"在这你可以获得比世界上其它地方多得多的消息#'

&这些口头新闻或谣言有些是关于&君

主的生死'"有些是关于&君主的健康'"宠臣也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这种讨论对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

政治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在
!*#&

至
!*(&

年代"宫廷丑闻的不断传播引发了人们对国王查理一世的

不满%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分野渐渐明晰%关于天主教阴谋的刻板印象也逐步形成#时人在热烈议论查理

一世对议会的解散"攻击劳德大主教"直至最后演变为对宪政原则问题的讨论等"这些都为君主与臣民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埋下了伏笔#正如时人所评价的!&国王还没一个乞丐好,,甚至他比乞丐还

坏"他的下场将会更悲惨'"&*我们+是否可以合法地拿起武器就涉及宗教和良心的诸事上反对国王-'$

&如果国王不能遵守法律和誓言",,那么他应该知道他将会被废黜'

'

#

手书新闻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更快发展#首先是新闻信"除了在中上等阶层中继续流行外"这一时

期还开始出现了更多的职业新闻信写作人*

a3B4A3>>30O0<>304

+#他们主要由地方乡绅或贵族雇佣"在

伦敦成为其代表"收集信息"包括在宫廷发生的事情$议会的演说和来自国外的新闻(

#例如赫特福德

郡*

M303210946<03

+的斯丘达莫尔爵士*

5<05CE97D103

+每年支付
#&

镑给波瑞*

HN/10

?

+"让他替自己收

集信息和新闻"并每周写信报告最新消息)

#此外"这一时期新闻单从只对某个重要事件进行报道转向

更广阔的领域"凡是能够引起公众兴趣的政治事件都进行报道"尤其是对议会中相关事件的报道"成为

时人了解议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

这种新闻信或新闻单的传播首先沟通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但与口头新闻一样"也在很大程度上

使得中央和宫廷的政治不断透明化"引发了民众对于中央和国王政治的担心"促成地方公众形成了较为

激烈的意见和两极化的政治态度#例如正是通过新闻信等方式"住在德文郡的杨格*

J18

:

3

+知晓了中

央和宫廷的政治形势"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意见和态度+

#

!*#*

年"时人米德*

3̂79

+也记

录到!国王承担了白金汉公爵的所有罪责"并且要使议会下院认识到他才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以至于米

德认为"议会将会在一周内休会#几个月后"米德甚至提到"国王已经公开表达了对议会的不满"他向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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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英国新闻文化的兴起

密院宣称"他是多么厌恶&议会'这个名字!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那些手书新闻的阅读者中"有很

多都是对
!*#&

年代和
!*(&

年代*政治+持有异议的人"而他们也正是
!*)&

和
!*+&

年代议会的支持

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出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对立#

最后是印刷新闻#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在印刷新闻方面发生较大变化的是除了小册子外"新闻书开

始出现#詹姆士一世将出版新闻书的垄断权首先授予了巴特*

aN]E>>30

+等人#虽然多数情况下"新闻

书报道的是国外新闻"但也给喜欢批评政府政策的读者提供了素材"如盖恩斯福德*

ZNS7<842109

+就因

经常编撰新闻书上的新闻而成为枢密院眼中的可疑人物和搜捕目标#并且新闻书暗地里对詹姆士一世

的外交政策持一种批评态度"因为国王这时与作为天主教代表的西班牙走得过近"而巴特本人则是新教

的强力支持者#

#因此可以理解查理一世为何后来会取缔全部的新闻印刷品#由此也可看出"斯图亚

特早期的王国政治并非和谐"而是存在着对国王政策的批评和不同声音#

至于新闻小册子"这一时期基本与都铎晚期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迎合市场和公众对于政治

新闻的需求"小册子新闻也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例如这一时期著名的小册子(人民之声)*

_&K

B&

7

),"

+"

!*#&

年在伦敦和低地国家就有九个印刷版本#它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公开指责詹姆士一世

对西班牙的屈服#

国王正在完成两件对英格兰来说是致命的事情!一是对清教徒的厌恶和阻止未来所有议

会的召开%二是强化大不列颠与低地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分歧"加大它们之间的隔阂"以保证它

们可以被西班牙和奥地利各个击破#""国王对这个小册子的出版非常愤怒"因为它非常不

合时宜#

&

奥弗伯里*

5<0f=30RE0

?

+宫廷丑闻也通过小册子形式为人所知#它与手书$口耳新闻一起将一件

普通的谋杀案&转变'为一场针对国王的宫廷丑闻"从而损害了詹姆士一世和当时的宫廷形象"并引发了

时人对天主教阴谋的担忧'

#不仅如此"还有小册子在大肆攻击国王宠臣白金汉公爵所犯的罪行"例如

将其描绘成是毒杀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凶手(

"引发了公众对于查理一世继续任用白金汉公爵的质疑#

因此"至
!*#&

年代之后"对于读者而言"小册子新闻与公众辩论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也成为之后英国

内战时期小册子繁荣和政治吸引力加强的先兆和基础)

#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新闻不仅在数量上得到了更快发展"而且与政治的关系变

得愈加紧密#这尤其体现在其政治批判性上"在为时人传播政治消息的同时提供了接近和讨论政治的

机会"并逐步演化成对国王及其相关政策的议论和不满"甚至触及一些具有宪政性的根本原则#正如有

学者所评价的!就&三十年战争'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国内政策而言"很多民众不同意那些高层所做出

的决定和行动*

#这在某种意义上为英国内战的爆发开创了先机"也展示出新闻文化对当时政治活动

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闻文化兴起的客观因素

为何
!*

$

!'

世纪英国会形成较为繁荣的新闻文化"其兴起究竟具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条件- 对此"我

们需做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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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近代早期是英国历史上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作为从中世纪向近代迈入的过渡阶段"其无论在政

治$经济$社会结构$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等层面均出现了不同于中世纪的一些新特征"而这也为新闻文

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近代早期是英国逐渐走向统一$国家不断实现整合*

87><187A<8>3

:

07><18

+的重要时期#经历了英法

&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动荡后"都铎王朝建立#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君主开始在政治上进

行集权"国家权力获得了不断增长!

"成为国家实现整合第一个凝合剂#法律是另一个促使国家整合的

因素#据统计"仅在亨利八世*

M380

?

lTTT

+统治
('

年中所颁布的法律就在(王国法令)中占据了
!&(#

页"而从(大宪章)颁布到
!+&%

年总共也只在其中占有
!&%#

页"

#从维护和强化国家政权$处理宗教事

务到管理社会经济$法律改革以及调节个人或地方利益"几乎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

宗教改革也为国家实现整合提供了契机#虽然英国宗教改革充满着复杂性和艰巨性"转变也非一蹴而

就"但英国以新教为主"建立起了英国国教会*

[6E0C612V8

:

A789

+#&自从
!+""

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后"多数人将*是否是+新教徒看成是*是否是+一个英国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这些因素都为国家不断实现整合提供了条件#&国家'的观念开始不断显现'

"而这种&国家'观念

的出现也促使了近代早期英国民族意识的逐步形成!

英格兰人啊/ 倘若你们知晓"你们的生活是多么富足"你们的山川地域是多么丰饶"你们

就会一次次地俯身拜倒在上帝面前"感谢他的恩典"使你们有幸生而即为英格兰人"而不是法

兰西的农夫"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德意志人#

(

因此"人们的观念不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地方#例如当时一位住在柴郡*

[6346<03

+的乡绅格罗夫

纳*

5<0S014=3810

+有时会用&

C1E8>0

?

'一词指代柴郡"但有时也会用其指代&公益*

C1DD18

:

119

+'"即

能超越单纯地方主义"只将地方作为组成部分的&国家'观念)

#因此&全国性'事务逐步进入到地方视

野"这就为新闻的需求扩大和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多可能#

近代早期也是英国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封建主义不断瓦解"资本主义经

济得到发展#从
!*

世纪到
!'

世纪中叶"基本上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和商品销售网络#

作为首都"伦敦在经济方面成为全国的中心#

!+#&

年代"伦敦人口大约
*

万"至
!'

世纪末时"超过

+'

万"占全国城镇人口的近一半*

#人口的膨胀使得商品的消费和供应出现迅速增长"因此吸纳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商品#例如伦敦的粮食谷物等主要从沿海各郡的埃塞克斯等地取得%肉类主要来自相对较

远的威尔士*

O7A34

+及英格兰北部%园艺水果来自肯特*

\38>

+等地%呢绒则主要由埃克塞特*

VL3>30

+供

给%东北部的纽卡斯尔*

a3BC74>A3

+则向伦敦供应煤+

#

与此同时"伦敦作为对外贸易与各郡间贸易的中心"也向全国进行转运贸易"成为各种国内外商品

的再分配中心"主要包括!食品$原材料*羊毛等+及制成品*服装等+等#这些都使伦敦针对国内市场的

转运贸易非常发达,-.

#

地方性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获得较大发展#小城镇*市场+大约有
*&&$"&&

个%较大的城镇有
'&$

!&&

个,-/

#其中小城镇成为地方集镇的聚集地"以其为中心形成了许多地方性市场#大城镇主要包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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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英国新闻文化的兴起

为地方社会和政治中心的&郡级市*

[1E8>

?

Z1B8

+'"如杜伦*

È067D

+$约克*

J10Q

+

!等#这些大城市

作为地区性市场的中心"成为连接地方与伦敦的纽带"从而初步建立起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

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带动了水陆交通的发展#水路方面"泰晤士河*

Z63Z67D34

+成为重要通道"

詹姆士一世时期"到牛津等地的航道也可通行"伦敦附近的内河航运更加发达#英国是一个岛国"这一

独特的地理特征使其拥有许多优良港口"成为商品运输"特别是大宗物品"如煤$金属等的重要路线#与

此同时"陆路交通也有所发展"特别是伦敦与全国各地联系越来越密切#道路数从
!+)!

年
%

条增加至

!+'&

年
!'

条"

#

!'

世纪早期"出现了运送商品$旅客及书信的定期陆路运输服务#

!*('

年"每周从伦

敦到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郡的陆路货运服务有
#'#

个之多#通过马车$驮马*

/7CQ610434

+等方式"商

品等被运送到全国#

#

无论是商业的发达还是交通的便利"都为人口的流动提供契机#近代早期是英国流动人口显着增

长的时期#一般而言"进行长途流动的人主要有几类"一是来自于社会中上层"包括乡绅$商人以及职业

阶层*如律师$医生等+等"他们经常会前往伦敦等地处理事务$接受教育和寻觅仕途#其次是那些最穷

苦的人#由于农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如歉收$圈地等+"那些失去土地$需要糊口或无法在某地获得长期

工作的人"都不得不到处奔波寻找新的生存机会#此外"兜售商品的小贩和流动商人也是流动人口中的

常客#伦敦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人口流动最显著之地#

!++&

年代"

!&*&

个伦敦人里"

只有
!'j

是出生在伦敦本地#至
!'

世纪"八分之一的英国人在有生之年至少会去伦敦一次&

#正如有

学者所评价的!&近代早期的人口流动是当时社会和人口的常态"是人们惯常的生活方式#'

'

正是上述经济联系强化$道路交通改善以及人口流动加快等因素"为新闻的广泛和快速传播提供了

客观上的人员$物力条件"成为其传播的便捷渠道#

此外"教育也在近代早期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在
!*

世纪晚期到
!'

世纪上半期"人们接受教育

的机会变得更多#各种形式的学校不断创办"入学率也得到了提高#

!*

世纪末"基本上每个教区都有

自己的&小学校*

/3>>

?

5C611A4

+'#许多文法学校*

S07DD705C611A

+也建立起来#据统计"从
!+*&

至

!*)&

年"有
#%

万
(

千镑的私人捐助来帮助创建文法学校%

!*&(

至
!*)%

年间"文法学校增加了
!)#

所#

大学教育同样在这一时期获得长足发展"牛津$剑桥以及伦敦四大法学院的入学人数都出现了较快增

长(

"出现了&教育革命*

V9EC7><187Ad3=1AE><18

+'

)

#

与教育扩展相联系的是识字率的逐步提高"特别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前期和
!'

世纪上半期#就

社会阶层而论"贵族$乡绅$商人等由于受教育机会更多"所以识字率也较高#在
!+"&$!'&&

年间的诺

里奇主教区*

<̀1C34312a10B<C6

+"在被统计的
)+&

位乡绅中"只有
#j

的乡绅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其它

的
))!

人既能写也能读#而同一时期职业人士和神职人员的识字率为
!&&j

%约曼农*

?

31D78

+为

*+j

%商人和手工业者为
+*j

%农民为
#!j

%劳工为
!+j

"妇女为
!!j

*

#

!'

世纪初"伦敦的手工业者

和小商人能够签名的人占到了其自身总数的
'*j

+

#至
!*)!

年"全国约有
(&j

的男性人口具有签名

能力#由于当时学校一般先教读后教写"所以可以肯定"能够阅读但不会书写者的比例要远高于此,-.

#

得益于教育等的发展"近代早期英国人的识字率在总体上有所提高"特别是在
!*

世纪下半期,-/

#

因此"随着这一时期教育和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受到商业发展$宗教改革等因素的推动"普通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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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兴趣和数量出现了较大增长"这也为新闻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智识上的基础#他们希望并且也能

够阅读契约$法庭记录及(圣经)

!

$日常新闻等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文件和书籍#

而印刷术的传入则为人们的阅读要求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

年"英国人卡克斯顿*

ON[7L

K

>18

+将活字印刷术引入英国"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家修道院中开设了英国第一家印刷所#卡克斯顿印行

了
%&

多本著作"并且大部分用的是英语#卡克斯顿死后"其事业主要由其助手沃德*

O1093

+继承#从

!)%#

至
!+(#

年"沃德一共印刷出版了
'&&

多本著作#

!+(+

年沃德死后"伦敦的印刷业发展迅速#至

!+*&

年"一共有不少于
'&

个主要印刷商在印行书籍#印刷数量也有了显着增长#从
!+#&

年代的
++&

种"增加到
!+(&

年代的
'(%

种"

!+)&

年代的
%#"

种"

!++&

年代的
!&)&

种"

"以及
!++"

到
!+'%

年间的

#'*&

种"

!+"&

至
!*&(

年间的
)('&

种#

#到内战期间"伦敦书商托马森*

SNZ61D7418

+在短短二十几年

间就收集了
!N+

万种印刷小册子及
'&&&

多种小报&

#正是通过这些廉价的印刷品"广大英国公众既学

习了知识"同时也获得了&消息'和&新闻'#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

!*

$

!'

世纪的英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为这一时期新闻的传

播创造了条件"进而更有利于新闻发挥更大的作用#统一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使人们能够跳出地方视野"

引发人们对于全国性事务和新闻的关注"也有利于打破地方上的壁垒"使新闻传播至各地%统一国内市

场的形成$道路交通的改善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快则为新闻的传播提供了便捷渠道%教育的发展和识字率

的提高可以让更多的人阅读和理解新闻%印刷术的传入也为新闻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它与之前流传

下来的口耳相传及手书等形式一起"共同推进了这一时期新闻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从而有利于英国在

!*

$

!'

世纪形成具有特色的&新闻文化'#

四$结
!

语

综上所述"新闻文化在英国
!*

$

!'

世纪得到了较快发展#在都铎晚期"逐步形成了以口耳$手书和

印刷新闻为基础的格局"尤其是小册子的显著增长"为新闻的传播提供了便捷"在人们了解时事和进行

道德教化等方面具有作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虽然新闻传播格局未有太大变化"但由于政府专制倾向

的加强"使得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密"政治批判性更甚#虽然这一时期政府对政治新闻的控制有所

强化"但是有关国内的新闻仍通过口耳$手书等形式进行传播%与此同时"出现了更为固定的印刷新闻形

式!新闻书"这些都促使此时新闻的广泛传播"并对英国民众的政治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加速了斯图亚

特王朝早期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种新闻文化的兴起与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特性有着密切联

系"有其产生的深刻背景#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使得我们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性质又有了新的认识#虽然还远称不上是&信

息社会'"但近代早期英国人对于信息和新闻的兴趣以及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

于信息的重视和强调"它绝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离世界'#这样的特性又反过来为

我们从新闻文化等角度去考察整个近代早期的历史与社会提供了可能"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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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强调能够自己阅读和理解上帝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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