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我的导师王中老师
诞生110周年，也是逝世30周
年。

30年前，王中老师八十岁生
日那天，新闻学院师生集会，庆贺
他八十岁生日快乐。我扶着王中
老师上台，面对掌声雷动的师生，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还活着。”

不久后，王中老师过世了。
借用诗人臧克家的诗句：有些人
活着，他已死了；有些人死了，他
还活着。

王中老师死了，但他还活
着，所体现出的精神依旧活着，
这种精神就是对真理不知疲倦

的追求探索，对真理死不改悔的
坚持。这种精神并不是王中老
师独有的。中国，复旦大学的许
多学者都有这种精神。可以说，
这是复旦大学学者的风骨，是复
旦真正的学统、道统。复旦大学
能够长盛不衰就在于有这样一
批学者。

王中老师独一无二的贡献，
或者说他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心
中，是他为中国新闻学奠定基础
性理论。比如说，大众媒体的起
源、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新闻与
宣传的关系、新闻研究与政治的
关系等等，都是独创性理论。在

当下，许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
师，忙着课题、职称、论文、评奖，
这是教师安身立命所在，我能感
同身受。但一个学者的真正伟
大之处，不仅仅在此，不在于你
出了多少本书，而在于你为社会
提供新的知识，为人类的知识宝
库提供新的装备；在于他的理论
见解，能否被社会大众至少在一
个专业领域被广泛认同，从而转
化为社会常识。王中老师生前，
没有一本专著，没有一张奖状，
没有一项国家课题，按照现在标
准，他甚至评不上副教授。王中
老师至今还被人们所铭记，就在

于他的理论见解成为新闻界、学
界的底线共识，成为社会常识，
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

一个国家的社会常识决定
着一个国家国民素养和文明程
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社会
构成和生活方式，就像中国的
孔孟之道，忠孝节义，批了无数
次，还是中国人的社会常识。
就像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
法制，深入人心，决定了西方的
制度。王中老师提出的新闻与
宣传是不同社会现象，各有自
己的特点，但新闻是一种信息，
新闻不是宣传。在当下，这种

朗若白昼的真理，从事新闻工
作的人心里都明明白白。尽管
现在很少人知道王中老师是
谁，但新闻学的这种基本常识
大家都明白，他的见解在当下
更放射出理论光辉。这就是王
中老师的杰出之处，这就是人
们还怀念他的原因。

30年过去了，每当我经过复
旦大学第一宿舍，我会久久站立，
探看王中老师原来的住房。我青
春的最后岁月在那里度过，我最
幸福的一段时光在那里度过。

难忘师恩。难忘教诲。
李良荣（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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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

“1950 年夏，一位身穿褪色

的黄军装、腰佩手枪、眉清目秀、

着一口鲁中南口音的军代表来

到复旦大学作报告。他就是随

军南下任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

版处新闻室军代表、奉调来复旦

大学工作的王中。”

王中的学生居欣如回忆初

见王中的场景，“他就是一个年

轻的‘老干部’”。

今年是新闻学家、新闻教育

家、新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

者、奠基人王中教授诞辰 110 周

年。12 月 6 日，纪念王中教授的

座谈会在新闻学院召开，纪念文

献展开展。本次活动是学校“致

敬大师”系列活动之一。

从烽火中走出的老报人

王中原名单勣，出生于山东

高密，自幼饱读诗书，视野宏阔。

1935 年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

1937 年山东大学 20 余名进步学

生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

东大学队部，他是其中之一。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投笔从

戎，改名王中，在中共东北军工

委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兵运

工作。1938 年，王中入党，次年

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任

《大众月刊》编辑、《大众日报》编

辑、编委、通联部副部长、编辑部

主任，新华社山东分社编辑部主

任，《农民报》《鲁中日报》总编辑，

《新民主报》编辑部主任等。

1949 年春，江南解放，王中

随军南下，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

委员会文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

表，参与接管上海各大报纸。

十余年的党报经验，为王中

此后的新闻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出任新闻系主任
初步建立复旦新闻理论体系

1949 年 7 月，王中参加华东

新闻学院的创建工作，任教务

长。1950 年 8 月，王中被派到复

旦大学，任教授、政治理论教学

委员会主任、统战部长、副教务

长，兼任新闻系主任。

期间，王中着眼于新闻理

论、新闻学原理和新闻规律，开

展教学科研改革。在课程上，他

恢复《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

《新闻专题》《新闻摄影》等课程，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为拓展学科视野，他邀请教

政治课的宁树藩到新闻系教中

国新闻史；请老教授汪英宾、舒

宗侨等为青年教师讲西方新闻

理论，并引入西方传播学；请留

美归来的郑北渭教新闻摄影外，

同时研究西方新闻理论。

王中与郑北渭等一批中青

年教师商量，创办国内第一家新

闻学译文季刊《新闻学译丛》，刊

载苏联、东欧国家以及西方国家

新闻工作等编译文献资料，率先

介绍外国新闻学说。

此外，他还主持举办中国报

刊史料展览会、广泛搜购报刊史

料、组织青年教师写论文、召开

老报人座谈会、恢复学生毕业论

文制度……在王中的带领下，一

批优秀的新闻学人学者以及研

究成果涌现。

在他看来，新闻工作由三部

分组成：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

和新闻业务。他把研究新闻理

论，作为新闻系教学改革、联系

实际、培养师资及其他多项工作

的中心环节。8 月，王中带领新

闻系余家宏、郑北渭、居欣如等

前往无锡、南京、济南等地考察

报纸改革情况，每到一处，细听、

深思、概括，返沪后撰写出《新闻

学原理大纲》。这1000余字的18

章大纲，勾勒出新闻学理论研究

的全景图。

然而，王中在《新闻学原理

大纲》提出的“新闻事业产生于

社会需要”“报纸在阶级社会里

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商品性”

“办报要重视读者需要”等理论

观点，被错判为“反动新闻理论”

“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为此，他

付出22年的代价。

在中断新闻理论研究的岁

月，王中扫厕所，倒垃圾，干杂活，

在图书馆为同学们爬上爬下取

书。调入新闻史教研室工作后，

他无冬无夏，伏案读报，研究“竖

三民”，撰写《〈民立报〉等报的“迂

回宣传》、《从〈民立报〉等报看资

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等论

文。他对“竖三民”的研究，开创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新视角。

重掌复旦新闻系

凛凛寒冬挨过，迎来春天。

1979年，王中平反复出，重掌复旦

新闻系，再度活跃在教学与研究

岗位上，一手抓教材建设，一手抓

科研。工作之余，他常常伏案笔

耕，草稿纸满屋子都是，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探讨新闻学基本理论

问题，酝酿深化新闻理论观点。

那段时期，王中的研究重心

是新闻学基本理论，包括新闻事

业的阶级性、新闻的定义、新闻

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锐意求

新的他，还开拓“宣传”这一新课

题的研究，认为“新闻工作者要

懂得宣传学”。

“新闻系要有名气，必须有自

己（公开出版）的刊物。”王中复出

第二年，力主筹划办一本公开发

行的刊物。经过半年时间筹备，

《新闻大学》创刊。王中带头撰

稿，先后撰写《论新闻》《论传播工

具》《论宣传》《新闻学的第二课

题》《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谈谈

新闻学的科学研究》等一系列学

术论文，阐述新的理论观点，奠定

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

如今，《新闻大学》是中国新闻传

播学理论探讨的重要学术期刊。

此外，王中还创办了三本内

部刊物《新闻学研究》《新闻学术

情报》《外国新闻事业研究资料》，

举行学术研讨活动，为繁荣新闻

学术作贡献。

1983 年，王中罹病，渐渐退

出系务工作；隔年，正式卸任新

闻系系主任。1984年，复旦获得

新闻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权，王中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

成为我国新闻学科首批博导之

一。80年代后期，尽管他对研究

新闻学、宣传学的热情如火，但

疾病缠身，不得不放下学生培养

与理论研究工作。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1979年10月，王中在新闻学

系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发表就职

讲话，强调新闻要讲真话，真实是

新闻的生命。新闻学院教授黄瑚

刚入校，在会场听王中掷地有声

地说，“新闻系如果培养出一个布

鲁诺，这是光荣；如果培养出一百

个姚文元，那是耻辱。”

“我们这一届新闻系学生受

其影响最深。”1979级本科生在读

的4年，是王中复出担任新闻系主

任的4年。毕业之际，王中在毕业

纪念册上写下赠言：“历史的记录

员、人民的情报员、党的宣传

员”。36 年后，由 1979 级本科生

集体捐赠的王中铜像，在屠海鸣

图书馆落成。今天，王中的半身

铜像前，常有学子驻足、瞻仰。

1956 年秋，王中给学生上

《新闻学概论》课。这门课曾一

度成为全系最受学生欢迎的课

程之一。1979年复出后，王中带

研究生、博士生，给研究生、、本科

生授课，他采用专题讨论的方

式，教学相长，学术气氛活跃。

“尽管行政和教学工作繁

忙，王中仍然欢迎学生跟他交

流。同学们一有问题就往他家

跑。”临近撰写毕业论文时，黄瑚

和另一位同学晚上7点多跑去王

中家，请教如何写论文，王中说

了近两个小时。后来，黄瑚和同

学将那次交流写成稿件“如何写

论文”发表在复旦校刊上。

王中复出后带了一名硕士

研究生，就是李良荣。师徒第一

次见面，王中对李良荣说，“追求

真理必须从讲真话开始。有时

候，为保护自己，你可以保持沉

默，但一旦开口、一旦写作，就必

须讲真话”。李良荣虽未带笔

纸，但铭记在心，“这些教诲，不用

笔记，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

是做人做学问的真谛”。

师从王中 3 年，李良荣每星

期总有一两次在他房间长谈。毕

业后留校，他仍保持一星期去一

次，师徒俩有言不尽的话。“导师

王中教会我做学问的道理：必须

独立思考，不管什么人的语录、提

示，都必须认真思考，绝不盲从。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1983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

满头银发的王中由李良荣陪着，

拄着拐棍，颤颤巍巍来到教室，

给我们上课。班长搬了一把椅

子让王中坐下。他笑咪咪看着

大家，寒暄几句后，转身在黑板

上写了‘为人、治学’四个大字。

王中说，‘为人、治学是两个根本

的问题。做好这两点，就可以无

愧于一生了’。”1982级新闻干部

专科班的范建生回忆了王中第

一次为他们上课的情景，“当时

他破例为我们班上了一学期的

课。我们一直引以为豪。”

1994年10月，深秋的复旦园，

落叶随风飘舞，王中辞世。在复旦

躬身40余载，从意气风发到垂暮，

王中坚持真理，对新闻学理论孜孜

以求，在新闻学领域留下足迹。

“回顾既往，或浮或沉，总有

教益。我不会为沉下去而嗟伤，

也不会为浮上来而欣幸。”王中

爱梅，他的卧室中悬挂着一幅

《卜算子k咏梅》。这正是王中一

生的写照。 本报记者章佩林

“可以保持沉默，一旦开口就必须讲真话”
致敬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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