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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竞争意识渗透到各个领域，新闻界也受到了极严峻的挑战。
自1992年以来各家报纸纷纷扩版，广播、电视也增添了新时段、新栏目、新手段，不仅延长了播出时
间，而且内容更加丰富。
新闻的竞争，看起来是报道手段的竞争，实则是记者素质的竞争。
时代要求记者的能力和素质应该有很大的提高。
于是，怎样提高记者的素质，已是新闻界乃至全国各界所关心的话题。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涌现出敢于担当历史责任，胸怀大局，视野广阔，新闻采访
水平高超，并在读者中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的著名记者。
他们既是时代潮头的嘹望者，又是历史风云的记录员。
这些名记者德、识、才、学皆高，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的。
其一，名记者有高尚的道德。
恩格斯说：“每个阶段，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道德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也是事业成功的保障。
新闻工作者担负着传播信息、净化社会、弓f导国民等重要职责。
因此新闻工作者的品德修养、行为规范尤为重要。
名记者是具有伟大的抱负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哲人。
什么是抱负？
著名记者范长江说：“抱负，这也就是理想，为了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而不避艰险的工作。
”（范长江《通讯与论文》，第318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2月版）名记者则肩负时代重任，有强烈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
他们把新闻工作作为一种伟大的事业，毫不懈怠地工作。
他们怀有饱满的政治热情，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紧迫感。
他们肩负着人民的希望，不追名逐利，不患得患失，不计个人生死荣辱。
他们研究社会，、把握时代的脉搏，深入采访，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
他们所写的新闻努力反映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历史运动的深刻变革。
他们不但以记者的眼光看待新闻事实，而且以历史学家的目光审视新闻事实，既认识到新闻事实的现
实意义，又能预见它在历史上的价值。
他们的新闻报道不是易碎品，而是历史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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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涌现出敢于担当历史责任，胸怀大局，视野广阔，新闻采写
水平高超，并在读者中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的著名记者。
这些名记者德、识、才、学皆高，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的。
    本书精选近代以来45位中国著名记者，简述其经历、成就，收录其代表作，并配有名篇赏析。
    本书旨在总结名记者的成就、特点和成长规律，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近现代发展的非凡历程。
    入选本书的45位记者名单由新闻界名流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提名，按得票多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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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次我们在祖国的大地上，旅行了一万三千多里，望望这个大地，时常想着在这个大地上的运输问题
。
当今祖国的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运输事业如不能跟上去，与之配合，则各地工厂所要用以燃烧的煤和
其他原料，都难以及时供应上来。
关于这一任务，飞机是不能接受的；轮船速度慢，容量比较小，而且除长江、珠江外，如黄河、闽江
以及在重庆以北曲折蜿蜒的嘉陵江等，都因河道中到处有礁石，不能行驶，也难负此重任；公路汽车
行驶，速度是高些；但在我们缺少高速公路和大车的情况下，运载量仍受限制，同时汽油的消耗量也
很大，故我以为只有铁路火车的运输，才能胜此重任。
这样，我就切实主张要大力整顿铁路，大力添筑新线和铁路复线。
去年我从上海，坐火车到厦门的时候，就主张从厦门修筑一条铁路经福建的诏安，广东的沿海线到汕
头，海丰，一直到惠阳，接上到广州的铁路线。
今年9月下旬，我从武汉坐火车到重庆的时候，我主张从南京、芜湖起，修筑一条铁路，沿长江经安
庆、九江、广济、黄岗以抵武汉，使祖国自北到南，近海沿海有一条完整的铁路线，使上海到重庆，
沿长江，横贯祖国的中枢，也有一条完整的铁路线。
此外从云南的昆明到广西的南宁市之间，也需要有一条铁路线，昆明的铁路线也应向西展开，经禄丰
、楚雄、南华、祥云、下关、保山、龙陵而达滇西端畹町。
解放后，祖国的铁路线以高速度发展，其荦荦大者，如陇海线飞到西安，飞到兰州，飞向新疆的乌鲁
木齐，又飞越宝鸡到成都，从成都飞向昆明。
现在正在努力从青海飞向西藏的拉萨。
今后，希望祖国的铁路事业，会有更大的发展，以适应祖国“四化”建设的需要。
新线要增加，对老线的利用也要加强。
现在运输压力大的几条老线，如果尽快修成复线，加大列车运输量，逐步实现电气化，其中是大有潜
力可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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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出版曾得到了穆青、邵华泽、李庄、冯健、方汉奇、甘惜分等新闻界前辈的倾力支持。
他们作为本书的顾问，在百忙之中推荐了入选本书的中国名记者名单，贡献了编撰本书的许多宝贵意
见，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由新华出版社副社长要力石总策划，编辑黄春峰、刘飞积极参与，我具体组织编写、统稿。
我的同事及我带的研究生分工合作，共同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书稿。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师李致、孙欣欣百忙中帮助我们校对了书稿。
自2003年4月出版后，本书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6月25日在“上架新书”专栏，给予推荐；2003年7月4日又发表本书前言：
《新闻三味》2003年第8期发表《展示百年记者风采的画卷》；《采写编》2004一年第3期发表《书写
记者成长的历史画卷》；《旧书信息报》2004年4月12日的“常销书专刊”发表《评（中国名记者传略
与名篇赏析）》；《科学时报》2004年5月在读书与书评版有专文介绍；《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6期
有专文介绍，据说还有其他晦报刊推荐本书，恕我懒惰没有一一记住，在此一并向诸位书评学者、专
家、期刊和报纸编辑表示诚挚谢意。
本书初版印刷8000册已售罄，但仍有许多读者来信、来电向出版社求购。
本书的修订，正值秋季，是我最喜爱的季节。
蓝天白云，风清气爽，总让我回想起许多美好的时光，也总让我心中涌动更多的与本书相关的感动和
故事，我想在此讲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1980年以前，我在大学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因工作需要转向中国新闻史的学习，师从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
方先生不嫌弃我半路出家学新闻，耐心指导我的学习与研究。
我多次到方先生家登门讨教，先生教我研究中国新闻史，从看原始第一手资料开始，并写信给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主任张绍宗先生，要张主任给我看旧报刊。
旧报刊是珍稀资料，一般不轻易让人翻阅，因方先生捐献资料室三千多种旧报刊，有他的“路条”，
我得到资料室老师的照顾。
我中午在资料室吃饭，之后就可以看到傍晚关门，还可以把相关资料借回看。
我白天看资料，晚上回宿舍整理有关资料，并确定第二天的学习计划，时常通宵达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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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修订版)》新华新闻传播精品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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