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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 1918 年，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

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创办了

中国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

的开端。继承传统，薪火相承。2008 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

本部分收集整理了 ：（1）时任北大校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会长许智宏

院士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荣誉教授、北大新闻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

汉奇教授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暨导师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与

发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时任副院长、北大新闻研究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程曼丽教授接受北大新闻网的访谈 ；（2）北京大学林建华校长、

方汉奇教授和时任日本龍谷大学名誉教授、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兼副会

长卓南生先生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复会七周年、北大新闻学茶座开

办五周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出版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并附有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机构组成名单，作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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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历史记录。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

2008 年 4 月 15 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暨导师聘任仪

式在临湖轩正式举行。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许智宏院士宣布北京大学新

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并亲自担任会长。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 1918 年，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

研究新闻学的团体。虽只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但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

教育和研究的开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经是该研究会的会员。研究会

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新闻学期

刊《新闻周刊》。当时研究会的两位导师徐宝璜和邵飘萍，前者是中国

新闻理论研究的“开山祖”，后者是新闻实务研究的奠基者。

此次恢复成立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聘请了中国新闻界泰斗，中

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方汉奇、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为学术总顾问，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

常务副院长徐泓等七位学者担任副会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宁树

藩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李少南等十位教授为研究

会导师。秘书长兼副会长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

新加坡学者、日本龍谷大学教授卓南生及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廷俊获

任导师兼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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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智宏校长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 

成立暨导师聘任仪式”上的致辞

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新

闻学研究会的恢复成立大会暨导师聘任仪式，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

大学向前来参加此次会议的各位新闻学界的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各

位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也是北京大学成立 110 周年的日子。在蔡元培校长的故乡以及

在北大，都将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研讨活动，隆重地庆祝北京大学

建校 110 周年。

90 年前，正是在我们的老校长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开展了新闻学

的研究，一批文章陆续发表在 1918 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当时参

加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多数是北大的学生，也有不少来自各个社团的进

步人士，比如毛泽东同志等。从此北京大学在新闻学教育、新闻学研究

方面开始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探索和实践，比如建立了第一个新闻学的

研究团体，出版了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也创办了第一本

新闻学周刊《新闻周刊》，并且第二个设立了新闻专业。

我想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

的开端。今天我们恢复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就是对北京大学建

校 110 周年的献礼，同时也是对蔡元培老校长有意义的纪念。我们一方

面要把北大宝贵的资源挖掘出来，一方面要吸纳全国新闻学研究的力量，

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新闻传播学的作用。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恢复成立得到了各界的大力支持。我们有信心

也有决心将研究会建设好。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资源既是北大的也是全

国的。蔡元培老校长创会时，将“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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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的宗旨 ；今后我们要努力搭建一个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平台，

使新闻学教育及新闻学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今天，北大的同学也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的仪式，

我想这说明同学们对此也是很关心的。我知道在北大校园里活跃着一支

非常优秀的大学生新闻队伍。新闻学研究会的恢复成立，必将对我们北

大学子在新闻实践方面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并且能够为他们提供理论

及业务方面的指导。我多次和同学们说，北大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

每次外国的总统、首相或者诺贝尔奖得主访问北大，我们都会安排演讲，

也许《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都没有机会同他们接触，但北大的同

学有。这对北大的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锻炼机会，使他们通过学校的教

育和实践，更多了解社会。

因此，我想在北大恢复成立新闻学研究会，不仅为我们的新闻学研

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与环境，同时对培养下一代新闻传播学方面的

年轻学子，也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也相信，我们会继承老校长的创会宗旨，促进同学参与新闻实践、

新闻理论研究的活动，因为我们将希望寄托在我们的未来上。我想再

次对各位新闻界的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并预祝今天的会议成功。谢

谢大家！

薪火相传　推动新闻学研究新高点 

——方汉奇教授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暨 

导师聘任仪式”的发言

我想讲两点意思。第一点，是祝贺。第二点，是希望。

祝贺方面，我想首先应该祝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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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 90 年。因为这是一个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新闻教育史上一个非

常重大的里程碑，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虽然这个研究会当年只活

动了两年两个月，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影响很大。它标志着中国新闻学

研究的开端，标志着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期间，

还出版了中国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新闻专业的期

刊。而且这个新闻学会是和毛泽东、高君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联

系在一起的。

许校长任会长　意义重大

今天恢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这种历史传承的一种延续，

在这个基础上，使得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这

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第二件值得祝贺的是许校长出任北京大学

新闻学研究会的会长，还有几位先生出任副会长。我想特别祝贺许校长

出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会长。许校长出任这个会长，就是第二任

会长，第一任会长是蔡校长。这意味着许会长把蔡校长的事业传承下来。

蔡元培校长是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中国教育史上、中国近现代史上口

碑最好、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他 1917 年 1 月 4 日到校至 1927 年 7 月

离开，当了 10 年半的北大校长，实际上是５年多一点，但是这５年半

的时间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础，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地位，他的办学理念、

办学思想至今还受到社会上的认同和尊重。

他在当校长的时候，是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的社团活动非常活

跃。除了新闻学研究会以外，有哲学研究会，有国民社、新潮社、共进社、

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演讲团等，不下 20 多个。蔡元培校长最重视

的学会是新闻学研究会，担任会长，然后几次重要活动他都参加。成立

大会，他参加了 ；改组大会，他参加了，而且都有演说，有讲话。他之所

以重视新闻学研究会，不光 95 是因为他自己有过办报的经历，还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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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重视新闻学研究、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现在许校长把蔡校长的

事业接过来了，用奥运会的火炬比喻的话，就是把蔡校长手里的火炬跨

过了蒋梦麟，跨过了傅斯年、胡适、汤用彤，跨过了马寅初、陆平、周

培源、张龙翔、丁石孙、吴树青、陈佳洱等等，把火炬跨过了 11 位校

长和代理校长，直接接过来。我想这就意味着许校长将会和蔡校长一样，

对北大新闻学研究重视，对北大新闻教育重视，对培养新闻人才重视，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既为许校长贺，也为北京大

学新闻学研究会贺。

海纳百川　聘海内外十导师

第三，我觉得应该祝贺的是十位导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一

次准备聘请十位导师。导师这个称号是毛泽东生前最喜欢的称号，他有

四个称号，他说那三个都讨嫌，就是导师这个称号，他最喜欢。北京大

学新闻学研究会在今天以前，只有过两个导师，一个是徐宝璜、一个是

邵飘萍。今天即将应聘的十位导师是将要同徐宝璜和邵飘萍的名字排在

一起的导师。我觉得这是一种与新闻学的大师们并肩的荣誉。徐宝璜是

新闻理论的“开山祖”，邵飘萍是新闻实务研究的“开山祖”，在他以前，

也有记者。但是研究新闻实务，出书的，他是第一个。所以我觉得，对

即将应聘的导师们也应该祝贺。

最后，我想特别祝贺在座的卓南生先生。卓南生先生在这次北京

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会上，将被聘请为副会长兼导师。卓先生

是中国的血统，新加坡的国籍，日本龍谷大学的教授，能够请到这样

一位先生当副会长和导师，我觉得充分地体现了北京大学的那种海纳

百川的精神和传统。卓先生是著名的国际评论专家，是著名的中国新

闻史学者，他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上是国际水平，我为学会贺，也为

卓先生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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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自己，只是感觉到荣幸。因为能够成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

会恢复以后的一个会员，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成立两年多，有姓名可考的会员现在只有 55 位，他们的名字是和毛泽东、

高君宇、谭平山这样的一些人联系在一起的，能够成为北京大学新闻学

研究会的一个成员，我觉得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整合资源　迎接新时代挑战

最后，简单地讲一点希望。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曾经为中国新

闻学的发展、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它

活动的那个时期是中国新闻事业相对比较发展的一段时期，就是 20 世

纪二三十年代。五四前后的大量报刊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建党初期的大

量的党的报刊是那个时期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办的民营报刊，那个时

期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当时的活动，对中国

的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三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今天我们恢复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就应该继承这个

会初创时的传统，像蔡校长在办会宗旨里提到的，要在“研究新

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三个方面下功夫。

为今天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

的贡献。

相隔 90 年，我们的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新闻事业已经和 90 年

前大大不同了，发展很快了。规模已经很大了。新闻学研究会刚成立的

时候，全国只有 550 家报纸，现在据记协去年的统计数字是 1931 家报纸，

外带 9000 多个期刊。那个时候只有平面媒体，现在我们除了平面媒体

之外，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诸多的新媒体。面临着这样的一

个新的形势，我希望恢复成立以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能够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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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全国的力量，整合资源，加倍努力，把新闻学的研究推到一个新

的高度、一个新的水平。谢谢！

（以上是北大新闻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汉奇教授在该会恢复成立大

会上的发言摘要。）

（文字整理 ：叶晓君）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扛起历史留下的这面大旗 

——程曼丽教授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编者按 ：1918 年 10 月 14 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第

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体。虽然它只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

却产生了重要和长远的影响，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

开端。2008 年，北京大学逢建校 110 周年，也将迎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

究会成立 90 周年暨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 90 周年纪念。为了继承

和发扬优良传统和良好学风，北京大学将于 4 月 15 日恢复成立北大新

闻学研究会。2008 年 4 月成立仪式举行前，北大新闻网邀请北京大学新

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筹备委员会主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

丽教授，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意义及恢复后的设想等话题进行

访谈。

发轫北大　峥嵘如歌——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说起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就不能不提到北京大学在中国新闻

教育史上开创的“五个第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

教授介绍道 ：北京大学在中国开设了第一门新闻学课程，建立了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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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

学》，创办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院系

调整后第一个设立新闻专业。这些里程碑式的探索和实践，足以确立北京

大学在中国近代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方面的特殊地位。程曼丽教授长

期从事新闻史研究，著有《〈蜜蜂华报〉研究》《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外国

新闻传播史》等专著和教材，谈起北大新闻学教育的话题来如数家珍 ：创

建于 1918 年 10 月 14 日，活动时间仅两年多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更

是在中国近代史和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初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是中国第一

个系统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体，被公认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

研究的开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将研究会的创立称为“报业教

育的发端”。

程教授认为，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并落户北京大学，与当时的社会形

势和北大特殊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20 世纪初期，中国新闻事业经

过近百年的发展，加上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明令保护，

社会民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风气和观念流行，社会上形成了办报的高潮，

涌现出一批经验丰富的职业报人 ；同时西方的新闻理论和译著开始传入

中国，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了专业教育和研究的现实需要。当时北大为全

国最高学府，也是首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新风的近代大学，蔡元

培校长的高瞻远瞩和躬身操持为研究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留美

教授徐宝璜和报界巨擘邵飘萍则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北大新闻学

研究会、也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教育开辟了道路。

程曼丽教授介绍说，早在该学会成立之前的 1917 年，北京大学即

开风气之先，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的徐宝璜教授为文科各系学生开设《新

闻学》选修课，介绍欧美各国新闻概况及理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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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鼓励学术研究，倡导社团活动，曾有增设新闻演讲会的计划。而

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在各报兼职或自办刊物，迫切需要

有关理论和业务方面的指导。1918 年春，学生罗章龙、谭平山等向校

长室秘书兼讲授《新闻学》选修课的徐宝璜教授提出，希望校内能组织

课余新闻研究团体。徐宝璜当即表示支持。罗章龙、谭平山两人又向《京

报》社长邵飘萍表达了这一意见。邵飘萍当即写信给蔡元培，倡议北大

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并很快得到蔡校长的回复，随后被蔡元培聘为研究

会导师。

“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亲自参与主持了研究会章程的制定、开业

和结业仪式等活动，足以说明他对新闻学研究会的重视。”程曼丽教授

介绍道。研究会成立之初，蔡元培亲自拟定新闻研究会简章八条，发表

在 1918 年 7 月 6 日的第 178 号《北京大学日刊》上。简章大意是 ：北

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内容

包括六项，为“新闻的范围、采集、编辑、选题、新闻通信法、新闻纸

与通讯社之组织”。

1918 年 10 月 14 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蔡元培校

长致开幕词。他回顾了中国自《申报》创立以来的报业发展历程，指出

专营新闻业的报纸规模尚小，而当年创办《苏报》《俄事警闻》等报纸时，

“于新闻术实毫无所研究，不过借此以鼓吹一种主义耳”。民国元年以后

报纸数量虽有增加，但“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苟不济之以学理，

则进步殆亦有限”，所以有必要组织学会研究新闻学。关于研究内容和

方法，他提出 ：“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界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

学早已成立。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

介绍欧美新闻学。”他还说，结合中国社会和新闻界情况要“本特别之

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他特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