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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昨天的新闻记录着历史前进的真实脚步。历史是一面镜子，新闻史

则是新闻工作者的镜子。中国是一个历史文明古国，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新闻活动可上溯到

1200多年前的唐代。如果将中国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的长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

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就是在这条长河之中溯流探源、艰辛跋涉的旅人。 

  往来于三尺讲台与狭小的书斋之间，感受着教书育人的快乐与史海探幽的喜悦，半个世纪

以来，方汉奇教授在那些看似平凡普通的日子里辛勤耕耘、厚积薄发，完善着中国新闻史学科

大厦的构建，传播着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史观。由他主持编著的两部中国新闻史学巨著《中国新

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全景式地勾勒出上至唐代，下至现代1200多年间中国

新闻事业的发展图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国际地位。人们评论这两部巨著为

“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他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影响了新中国几

代新闻工作者，方汉奇也赢得了新闻界与史学界的一致尊敬。  

  （一）  

  作为历史学家，要做到言之有据，就必须大量收集占有资料，方汉奇对资料的收集从青少

年时代就开始了。方汉奇说，他走上新闻史研究之路是从集报开始的。最初的集报活动是在上

高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学者的书房里发现了十几种报纸，这对他触动很大，于是

开始集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上大学时，他已集报1500余种，并在1948年举办了一个集报展

览。解放以后，方汉奇抓住机会，人弃我取，把大量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报刊资料购回家中，

到了1953年，他集报已多达3000余种。伴随着集报活动，方汉奇读完高中和大学。尽管他在

1946年考入上海国立社会大学新闻系时的志向是做一名记者，但到1950年方汉奇大学毕业后却

来到了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申报》报史的整理工作。从此方汉奇就一头扎进了《申报》的故

纸堆，从1878年的创刊号一直看到“五·四”运动之后，一干就是三年。《申报》是一家在中

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报纸，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历史上因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多次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制和迫害，三十年代，当时主持《申报》的著名报人史量才就因抨击

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而遭暗杀。一部《申报》史就是一部浓缩的近、现代中国新闻史。

那时，他就住在图书馆，夜以继日地整理抄写，手上都磨出了老茧。三年中，他共积累了两万

多张卡片，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为方汉奇以后的新闻史研究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与《申报》报史的整理工作同时起步，方汉奇的新闻史教学实践也展开了。1950年，在上

海新闻图书馆工作的同时，方汉奇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中国新闻史方面的专题课

程，这是他教学活动的开始。当时的方汉奇还是24岁的小伙子，30年后，当方汉奇已经步入知

天命之年的时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一位当年在圣约翰大学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找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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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生就是《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中国新闻

界有“才子”之誉的范敬宜。  

  1953年，方汉奇从上海新闻图书馆调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工作，在北大，他将自己的集

报精华全部送到了北大新闻专业资料室，以后这些宝贵的资料又随北大新闻专业迁到了人大。

对于自己当年的这一举动，方汉奇欣慰终身：“幸亏那些报纸放到了学校资料室，否则，在

‘文革’当中这些资料早就荡然无存了。”方汉奇祖籍广东普宁，青少年时代赶上了八年抗日

战争，那时，一人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1953年方汉奇从上海调来北京，从此安定了下来。他

先是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新闻史，1957年人大新闻系组建又随迁人大，“文革”中人大

撤销，新闻系又迁回北大，方汉奇回到了燕园，直至“文革”结束，人大复校，方汉奇才又回

到人大新闻系。  

  那是一段政治挂帅的日子，搞学术研究并不吃香。但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方汉奇

的治史与教学工作却一直没有中断。方汉奇回忆道：“那时是别人搞运动，我做资料、教

课。”即使在“文革”极左思潮达到登峰造极，只要读书就会被扣上“白专”的政治帽子的年

代里，方汉奇也没有停下自己所钟爱的新闻史研究。在那些不正常的日子里，不具备从事研究

学术的环境，方汉奇就埋头做着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文革”结束后，方汉奇厚积薄发，在

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了《报刊史话》、《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等一系列填

补中国新闻史研究空白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  

  （二）  

  从事新闻史研究50年，方汉奇所收集到的书籍资料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统计清楚。他的

家也因为他的收集活动而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书库”，这使他的家在人大变得小有名气。方

汉奇的家位于人大林园，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由于名声在外，平时这里就成了学生们的公共

资料库。在他的书房中他的书早已摆脱了书架的束缚，从地上一直码到天花板，占满了整整三

面墙。众多的藏书为这间本不大的书房平添了几分幽深的感觉，让初次登门的人不免感到眼花

缭乱。而方汉奇对自己的藏书却是如数家珍，了然于胸。为了能够取到需要的书，书房的门后

还准备了一架梯子，这是方汉奇平日用来取下那些束之高阁的藏书的。前些年，每当方汉奇要

找书时，总是亲自搬着梯子爬上爬下，现在由于上了年纪，为了安全起见，方汉奇已经不再亲

自爬上爬下了，登高取书就成了学生们的事。为了方便学生们查找书目，方汉奇还特意为前来

找书的学生准备了一架望远镜，遇有学生登门求书，报出书名，方汉奇便立刻知道了书的位

置。如果所求的书高高在上，方汉奇就先用望远镜搜索一番，发现目标就搬来梯子，让学生援

梯取下。一架梯子、一部望远镜，成为一段林园佳话。  

  方汉奇爱学生，爱人才，在提拔学生、奖掖后学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现任社科院新闻研

究所所长尹韵公是他的第一位博士生，尹韵公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对历史研究颇有造诣的青

年，1985年，身为在读新闻学硕士的尹韵公只身沿着1935年范长江撰写《中国的西北角》时走

过的路线进行了考察，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在新闻史学界长期形成的认为范长江

的这次采访是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准备的错误说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

动。尹韵公在历史学方面的出众才华引起了方汉奇的注意，他热情鼓励尹韵公继续深造。在尹

韵公即将毕业的时侯，方汉奇三次前往尹韵公的宿舍动员他报考自己的博士生。尹韵公深情地

回忆道：“当时我住在五楼，方老师已是年过半百，可还是一趟趟亲自到我住的地方来动员我

继续深造。而当我在学习上有了一点成绩时，方老师总是热情鼓励。方老师还特别鼓励自己的

学生提出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来，方老师的这种宽容的精神，堪称楷模。”不仅是尹韵公，

凡是方门弟子，只要提起在方老师身边学习的时光，无不充满留恋，自豪与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  

  方汉奇博闻强记，口才极好，一堂枯燥的历史课总能被他处理得引人入胜，令人难忘。因

此，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在人大，方汉奇总是新闻专业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许多年

 



以后，他的很多学生还记得方老师当年讲课的细节。“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必须具有史家的眼

光。”“新闻工作者是在和陌生的事物打交道，因此要不断学习，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

感和好奇心。”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学生们看到了一个新闻事业的全新境界。  

  半个世纪以来，在方汉奇的学生之中新闻名家辈出，其中不仅有范敬宜、郭超人、陈锡添

等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代表，更有一大批走上领导岗位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他们已成为共和

国新闻事业的栋梁。为了表彰方汉奇对新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1996年方汉奇被

授予新中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  

  （三）  

  在生活中，方汉奇是一个非常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人大70岁以上的老教授里最早使

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人之一。谈起互联网的妙处，方汉奇兴奋不已，他为自己在有生之年跨越

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这媒体发展的四个阶段而高兴。新世纪来临之际，作为跨世纪的

老人，方汉奇又开始实现他下一个十年的规划，着手修订《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他要将二

十世纪中国新闻史的概貌全面清晰地勾勒出来。尽管教书治史要占用大量的时间，但方汉奇的

业余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京剧、钢琴样样都能玩出极高的水准来，业

余时间与老伴在一起弹一支钢琴曲、欣赏一段京剧，生活因之丰富而充满情趣。  

  方汉奇早年梦想成为一名记者，如今时过境迁，梦想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几十年来他却

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学生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的同时，也在替

他们的方老师圆着当年的梦想。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从他的学生们身上，我们读到了方汉奇在

新中国新闻史上写下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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