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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四川大学新闻专业创建三十周年之际，《邱沛篁文集》即将出版，可喜可贺。
　　邱沛篁同志从川大中文系毕业留校工作，就担任校报记者、编辑近二十年，采写了大量校园新闻
，可以算是位“老川大报人”了。
改革开放后，1979年沛篁同志从校报编辑部调回中文系参加筹建新闻专业。
三十年来，他从新闻专业筹备组成员、新闻教研室副主任、新闻系副主任、主任到新闻学院院长，一
直努力为川大新闻传播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积极勤奋地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他也从一名校报记者成长为新闻传播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我的印象中，沛篁同志和他的同事们工作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办学
模式，注意把高校新闻教育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社会的资源和优势来推动学校新闻教育。
记得，于1985年成立的新闻系咨询委员会和1995年成立的新闻学院咨询委员会就先后聘请了时任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许川同志和席义方同志担任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通过T作接触，我们感受到省市领导和省市新闻单位对新闻教育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正是这种支持，给了我校新闻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和帮助。
1985年秋，新闻系刚刚正式成立，为了改善办公条件，沛篁同志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努力，争取各方面
的支持与帮助，在东风楼5幢侧面一块空地修建了新闻系办公楼。
这幢办公楼虽然不大，但建成后对新闻系的起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2月，新的文科楼落成后，新闻系才迁进文科楼办公。
今天的川大新闻传播学科，在文学与新闻学院同志们的努力下，已经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学院的教学、科研规模更加宏大，学术影响和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我国西部唯一的新闻学博士授权
点单位，是我国新闻传播人才的一个重要的培养基地。
这些成绩，是各级领导和省、市新闻单位等大力支持的结果，其中也凝聚了以邱沛篁同志为代表的一
大批教师们的辛勤努力和贡献。
　　沛篁同志从学院管理一线退下来后，仍然充满热情地执著于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研究，仍然孜孜
不倦地热心为新闻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2002年12月，在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学会和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大力支持下，由他担任会长的四川省
新闻教育学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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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邱沛篁文集》内容包括：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现实指导意义、学习邓小平新闻思想开创新
闻工作新局面、郭沫若与报刊、七访巴金、数坛新星、注意克服报纸的趋同化现象、我国高等新闻教
育发展“三要素”、改革开放三十年蓬勃兴起与发展的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论新闻发言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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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沛篁，1939年12月25日生，重庆市人，新闻传播学专家。
1956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甲班），1960年毕业留校工作。
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
曾任四川大学首届新闻学院院长，1996年获全国韬奋园丁奖，2003年获全国宝钢教育奖、曾任教育部
全国高校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任四川省新闻
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
　　邱沛篁教授作为课题负责人已经主持完成了教育部专项科研项目“全国都市报现状及发展研究”
和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报业经济发展研究”，并主持了多项有关报业及新闻传
播学研究的横向课题。
先后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署名第三）、二等奖1项（署名第一），四川省人民政府优
秀社科成果二等奖3项（署名第一），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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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莫斯科的商业较之7年前，更活跃了，市场上的日用百货逐渐丰富。
我们逛了一些商场，大致分为这样一些档次：一种是专卖店，如跑马厅广场下的专卖商店，修建得豪
华大气，这里有许多名牌产品供应，不少货来自欧美，价格昂贵。
另一种是百货大楼，主要面对工薪阶层，如红场上的国家百货大楼，分上下两层，过道、环境布置讲
究，橱窗样品琳琅满目，各种中高档日用品较多，可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
还有一种集市、批发性商场，如全俄经济成就展览中心，以展览大厅为中心，在四周兴建了许多看似
简易、实际美观实用的木屋商店，供应的货品价格比较便宜。
这几种层次的商店，购物环境好，注意美观大方，还设有快餐、咖啡店方便顾客。
另外，在不少居民楼、办公楼附近，还专设有简易商场，在十字街头、地铁出入口以及过街地道内，
也都有一些简易木层商店，供应日用杂货。
在一些街道、小巷，还有临时销售新鲜蔬菜的菜市。
　　我们还特意来到位于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上的中国超市——“天客隆”参观。
这个商场由中国人任总经理，1999年8月才正式开始营业。
商场内中国货品种很多，还有不少字画、工艺品，尤以食品最为丰富，四川的“天府花生”“五粮液
”等产品也备受顾客青睐。
据一位姓张的负责人说，大约每天有3000以上人次光顾这里，俄罗斯人居多，也有不少中国人。
　　被誉为“无烟工业”的旅游业，在莫斯科正逐渐走红。
无论在广场、街道、公园、商店，随处都可以看见来自欧、亚、非洲等各国的旅客。
为旅客提供住宿的宾馆很多，规格、档次各不相同。
我们下榻的宇宙饭店是一座四星级宾馆，位于全俄经济成就展览中心附近，交通、购物十分方便。
宾馆原来是20世纪80年代莫斯科承办奥运会时修建的奥运村，现在成了旅客之家。
宾馆高22层，是一座月牙形弧状建筑，商店、餐厅、停车场等各种设施，配备齐全。
在宾馆二楼，还有一家专门的中国餐馆“孔府家宴”，不少中国人喜欢到这里就餐。
　　随着商业的发展，莫斯科市的街头广告也兴旺起来。
7年前，我来莫斯科时极少见到街上有广告。
而今天，一下飞机，从机场到宾馆的公路上，沿途见到许多设计精美、图案鲜明的街头广告。
越接近市中心，广告越多。
莫斯科的户外广告，颇有一些新颖之处。
例如，在十字路口、地铁出入处和繁华市场，常常可以见到一些人身后背着木牌或胸前挂着纸牌，来
回走动。
牌子上写着各种产品及价格，实际是一种人体流动广告。
在地铁长达几百公尺的电动舷梯两侧墙壁上，也挂满了各种精心制作的广告牌，它争分夺秒地为厂家
招引买主。
　　匆匆旅行中，也发现莫斯科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就商品来讲，尤其是人们离不开的日用品，如蔬菜等，显得还不够丰富，价格也太昂贵，被称
为全世界第四大高消费城市。
围绕旅游业方面的某些硬件措施，尚不够完善，宾馆服务尤其是室内设施还有待改进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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