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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文集辑录了当代著名新闻人、新闻教育家范敬宜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以后
直到他去世之前，有关新闻教育方面的讲话、短文和个人专访。
范敬宜对于新闻人才培养的方向、路径、方式，都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并亲身实践了这些新闻
教育理念。
他广博的文化修养、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新闻经验，杰出的政治智慧和睿智的生活态度，使他的
新闻教育思想不仅高瞻远瞩、博大深邃，而且求真务实、循循善诱，对于新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
指导意义，同时对于青年新闻人的成长也具有实际的引领和教育作用。
“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范敬宜先生这句名言，将会在本书中得到血肉丰满的注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范敬宜文集>>

作者简介

　　范敬宜，1931年6月12日出生于江苏苏州，1949年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1951年9月毕业后分配到
东北日报社工作，任助理编辑。
197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9月至1984年9月在辽宁日报社历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
期间，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辽宁省建昌县农村，后调该县农业办公
室从事农村调研工作。
1984年9月任文化部外文出版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1986年3月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
1993年9月至1998年3月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2002年4月，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后兼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2010年11月13日，因病逝世。

　　范敬宜是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范敬宜已出版著作《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一、二编)、《范敬宜文集——新闻作品选》
、《范敬宜文集——总编辑手记》、《范敬宜诗书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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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呢？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理由。
首先，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一点要很明确。
我们是什么国家呢？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
毛主席说得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
”而且，马克思主义是鲜明地写在党章里的，写在宪法里的，并且贯彻在我们所有方针政策中间的。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一切言行的指南，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模糊与动摇。
　　另外，新闻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
新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报道和宣传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怎么在这种思想
指导下开展工作的。
其他工作里提出让一个什么观来指导的情况很少，比如说工业、经济什么的可能不怎么用马克思主义
工业观、经济观，但是新闻工作的意识形态特性很强、政治性很强，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新闻工作的
根本问题。
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从一开始就把路尽量走正，避免走弯路、走歪路。
我想将来大多数同学都是要做新闻传播工作的，有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就不至于产生困惑，
产生一些格格不入的情况。
我记得已经去世的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同志，在中央开会时几次讲到，现在新闻院校培养的学生到新华
社以后都要重新“回炉”，否则无法适应工作。
这个话他讲过好几次。
新闻工作的源头在新闻院校，如果新闻院校这方面的思想基础没打好，等学生到新闻单位往往就会转
不过弯来，甚至做不好工作。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何避免“回炉”，这不是什么好现象。
如果我们在学校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比较了解、能够认同，那么大家今
后的发展就会一顺百顺了。
其他很多专业课程都没有什么问题，唯独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
　　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比较晚才认识清楚的。
我同样是从你们这个年龄过来的。
1951年我从大学毕业，那时刚20岁，在上海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里念书，受洋化东西的影
响比较多。
解放初期，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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