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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的编者把这部书的清样交给我并嘱我作序，已经半年多了，
直到今天才拿起笔来，实在是有我的苦衷。
忙与懒固然是原因，但并非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面对这样一大部丰富精彩的讲稿，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渺小，难以承担这个重任。
说句实在话，在过去十多年里，我曾经为几十位新闻工作者（包括非常著名的记者）的著作写过书序
，但是像今天这样“发怵”，还确实是第一次。
　　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我首先要代表全体师生向所有为我们的系列讲座授过课的名
记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是你们，把一缕缕清风送进了清华园，把一场场春雨润进了清华学子求知若渴的心田；同时给学术氛
围本来就浓厚的清华园注入了更加新鲜芳香的空气。
这种精神营养在莘莘学子身上将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恐怕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完全预计的。
　　近几年来，我国新闻界出版了许多名记者的论文集，特别是总结他们新闻生涯经验的访谈录，展
示了他们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的丰硕成果。
而《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这部书，在林林总总的同类著作中，仍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
一是“真”，保持了讲授者的“原汁原味”，不修饰加工，没有虚话、套话。
二是“实”，全部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和实践，实实在在，非常真切。
三是“细”，细致入微地讲出了本人策划、采访、写作、修改的具体“过程”及其细节。
四是“神”，透过对自身新闻实践的叙说，活生生地反映了本人的精神面貌、精神世界。
把这几个特色综合起来，其效果是使读者感受到每一篇都令人可信、可学、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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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中国名记者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演讲精选录。
这些演讲内容丰富，思想鲜活，叙事生动，有声有色。
阅读本书不仅可以直观了解中国新闻人及其精神风貌，把握新闻与社会的有机联系，而且还能得到人
生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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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1959年生，新疆乌鲁木齐人　　——1978年春，入郑州大学中文系（新闻方向），为所谓“77级
”大学生　　——1984年后，一直在高校新闻院系执教　　——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
博士学位。
同年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任系主任　　——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传播系　　—
—2002年，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　　——2003年，获清华大学研究生“良师益友奖”
　　——2004年，获清华大学“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2006年，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
院长　　学术兼职：　　——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　　——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著述：　
　——《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合著），新华出版社
，1998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1999　　——《
大众传播学》（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
奖　　——《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传播学引论》（
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　　——《媒介二十五讲》（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新华出版社，2005　　——《全球新闻传播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百年中国新闻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新闻写作》（译著），新华
出版社，1999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译著），新华出版社，2004　　近年
所开课程：　　中国新闻传播史（本科生）　　外国新闻传播史（本科生）　　名记者研究（本科生
）　　媒介文化与批评（本科生）　　新闻史研究（研究生）　　媒介与社会研究（研究生）　　新
闻中的文化（新生研讨课）　　新闻与传播学前沿讲座（研究生）　　学术基本要素讲座（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本科生与研究生）　　传播学历史、理论与方法（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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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范敬宣：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何平：如何成为好记者张严平：心中有爱有阳光解国记：为文但求
一句新黎信：为做记者先做人杨兆麟：记者是一辈子的事业杨正泉：毛主席逝世报道后面的故事罗开
富：经历是最大的财富詹国枢：我的记者之路敬一丹：把镜头当成熟人徐泓：在“游学”中成长谢玺
璋：为大众文化辩护郭梅尼：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梁衡：哲人者，宁可舍其事而成其心翟惠生：大记
者与大视野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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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范敬宣：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
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地方，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出了一份手抄的《静园新闻报》，版
式是学《申报》和《大公报》。
所以我工作以后，不用学就会画版⋯不到10岁我就会了。
我把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偷偷把小报塞进邻居的门缝里。
邻居们很奇怪：“谁把我家的隐私写下来了？
”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姓王的，为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回来的时候。
经常在家门外偷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
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一一《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
　　我1951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那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
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
身的原因。
朋友！
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
人！
”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
于是我舍弃了去华东师大当助教的机会，对家里撒谎说我要去北京工作，然后就坐上火车直奔东北，
成了《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的记者。
　　可是，记者没做几年，1957年的时候，我被打成了右派。
在“文革”期间，我又被下放到全国最贫困的朝阳山区。
我想也许这辈子是再也做不成记者了，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一个工厂或农场里做黑板报的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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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可能无缘与他们相见，但却可以透过书页倾听他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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