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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德加·斯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中美

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把对中国深情的热爱凝结在“我爱中国”这句

简短的话语之中。他是一个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和人民的友好使者。纵观斯诺的一生，他

不仅具有以上的头衔，他还做过燕京大学的讲师，作为新闻系的教师，斯诺的素质结构是一种

优化的组合。文章以斯诺在燕京大学两年教师生活为背景，从道德品质、知识结构、智能素质

三方面分析斯诺作为新闻系教师的素质结构“优化组合”的表现，希望对当前的高校新闻院系

教师素质结构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埃德加·斯诺  素质结构  智能结构 

   埃德加·斯诺（1905——1972），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6年——1927年在密

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来到中国，游历大半个中国。1936年进入陕北采访，写出了震

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介绍给了世

界，成为享誉世界的记者。1941年离开中国，在中国停留了十三年。此后在1960年、1964年、

1970年先后三次来中国进行访问。斯诺的一生写了如：《远东前线》、《红星照耀中国》、

《为亚洲而战》、《红色中国杂记、《复始之旅》等11部著作。斯诺逝世三十多个年头了，北

大的未名湖畔埋葬着他的骨灰。就如他的夫人所说：“我的丈夫在他的遗言中表达了他对中国

的热爱，并表示，他在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国，希望死后也将他的一部分遗体留在中国。现

在我正是把这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古老土地下，安放在中国新人中间 ，在这里，对人类

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发射着新的光芒”。“他过去在北京大学教过青

年，现在他安息在北京大学，而这里另外的一些青年正享受着前辈学生的牺牲与斗争的成果。

愿现在和将来到这里来的各国青年本着给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带来解放的同样的精神来利用这

块土地——在这里休息、游玩、学习和劳动，这将是他希望的。”[1] 

   斯诺在旧中国十三年，曾经有两年居住、工作、生活在海淀和燕园。斯诺对燕园寄托着深

沉的爱。这里截取了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生活为背景，结合他对进步学生的影响，分析

他作为一名新闻系教师的素质结构。时至今日，斯诺作为一名新闻系教师的魅力仍然散发着光

彩，值得我们去学习。美国的彼得·G贝德在《我为什么选择教师》一文中说：“学生的成才

是教师不停息的创造工作的结果。雕塑家虽然能将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但毕竟只是泥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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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教师则能赋予这些泥塑以生命。”[2]教师的根本任务在于教书育人，教师的劳动是创造

人才的过程。这种创造人才的过程实际上是教师履行职责和使命的过程：即教师运用自己的品

德、知识、智能、行为以及环境等因素影响学生成长，提高学生素质的过程。因此教师的素质

结构是适应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培养合格劳动者和人才需要各种素质的最优化的组合。这一

素质结构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具体到新闻系教师的素质结构具有一般教师素质共同特征外，又

有其独特的地方。以下将从思想品德素质、文化素质、智能素质分析斯诺当年作为新闻系教师

的素质结构，时代素质优化组合在斯诺这里是如何体现的。 

一、人道主义精神，斯诺思想的闪光点 

   古人云：“一年之际莫如树谷，十年之际莫如树林，终身之际莫如树人。”教育的重要性

不需阐发，因此对教育者的要求也就越高。教育家乌申基说过一句话： 教师的个人范例，对

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教师的影响如此之大，因此对教师

思想品质的要求是极高的。斯诺在旧中国的十三年，正是国民党独裁专政，围剿红军，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国际法西斯实力猖獗的时候。作为一名美国人，斯诺身上人道主义的品质是

时代最崇高、最伟大的品质。从1928年来中国到陕北之前斯诺一直从事新闻实践活动，包括他

在燕京大学作讲师的这段时间。八年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从1933年开始的“新闻工作与学术

研究兼半的生活”，[3] “人道主义精神”贯穿斯诺所从事的活动始终。这种精神是作为一位

教师时代品质的最高体现，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深切的热爱着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

争呐喊。斯诺从人道主义出发，怀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深入观察，深入了解，

客观认识中国社会的现状，使他倾向于左翼文化和学生运动，也是这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使

他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者。 

   1928年7月，斯诺到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一下船，斯诺立即去找《密勒氏评论报》

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

威廉为他写的一封介绍信叫交给了鲍威尔。鲍威尔欣然接受了斯诺，并在他的“上海就是中

国”的论调中，斯诺开始了他计划6周的中国之行，可是这一呆就是十三年。斯诺担任《密勒

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初期受到鲍威尔的影响倾向国民党，认为它能拯救中国。可是1928年

底到1929年上半年的中国铁路沿线的旅行采访，特别是西北萨拉奇之行使他掀开了黑暗旧中国

重重帷幕的一角，这是他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开始。 

   就像他在《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文章里，斯诺用异常压抑的的情感，沉重的笔触集中报

道陷于饥荒绝境的人们，坐地倒毙的孩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衣不蔽体的妇女……。斯诺把自

己的感受和那些濒于死亡的人们交融在一起。“我来到戈壁大沙漠以南的城镇萨拉奇。在这里

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一共吞噬了五百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的觉醒

点，这种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4]斯诺

惊骇于眼前人性被侵害、被摧残以至灭绝的可怕现实。斯诺来找寻“东方魅力”，萨拉奇之行

以前主要停留在上海，曾错误的认为上海就是整个中国的情况。目睹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巨大不

幸，彻底唤醒了他内心巨大的冲动。他指出“在上海的外国人对中国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概置若

罔闻，与世隔绝”。“当叼着雪茄、出入夜总会的传教士为他们的儿女操办豪华婚宴时，在数

百英里以外的大西北，两千万中国人正在渴望得到拯救——他们并非想通过‘圣餐之路到达天

国’——他们所祈求的仅仅是每天一点点粗粮充饥……”。[5] 

   萨拉奇之行使斯诺懂得，呆在上海决不能真正的认识中国，因此在1930年7月到1931年9

月，他又在中国等地进行了第二次大旅行，真正的当了一名“游历记者”。在这次旅行中，斯

诺真正走入中国的社会的内部，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中部、东南部、南部以及人迹罕至的西南

边陲，他有意识的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观察、认识中国现状。从蒋冯阎中原大战到台湾殖

民地，从蒙冤受屈、身陷囹圄的狱中女囚到备受虐待致残的锡矿童工；从公开贩卖人口的“集

市贸易”到吞噬无数生命巨大洪灾……一幕幕的场面，一个个的人物，无不打上“中国”的印

记留在了斯诺的头脑之中。1931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成灾，斯诺在现场采访报道中沉痛的写



道“我记得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被活埋在泥沙里的情景。但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

过程，正发生在九十万中国人民的身上。这次打击是中国发生的一连串悲剧的顶点。”[6]斯

诺看到孙中山生前发动和领导国民革命地广州，也仍然是无耻的贿赂，变本加厉的敲诈勒索，

非法的监禁和冤狱。在斯诺眼中国民党是一面革命的旗帜，蒋介石政府是中国人民走向民主统

一的象征，这种印象彻底打破了。在观察认识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斯诺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

与日俱增。1932年，他在一篇文章里深切感人的写道“我已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

她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的为她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与苦痛，他们

的沉重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感到难过已极，无法控制，在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品德是如

此的美好，性格是如此的坚强，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来恢复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7]斯

诺正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遭受的苦难，并痛切的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可怕

的现状。斯诺赞成三民主义，希望在中国看到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人民安居乐业。 

   在《远东前线》这本书中，斯诺以大量直接经历的事件为素材，详尽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侵华战争的真相。他目睹了大片中国土地横遭侵略者铁蹄践踏，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在日

军炮火下丧生，城镇夷为平地，房屋烧毁，残缺不全的尸体，凄厉哭号的孤儿……在这种生活

中，斯诺把自己真挚深厚的感情倾注在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的身上，痛其所痛，憎其所

憎 ，并逐渐经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交融在一起。无论在旅途中、在战场上，他基本的着眼

点，始终的那些普通的中国农民、士兵、妇女、老幼。他对中国各方面的认识感受，直接来源

于与普通百姓的密切接触，以及对他们所遭受命运的关注。斯诺把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凝结

在他的《拯救二十五万生灵》、《中国人请走后门》、《在上海的美国人》、《中国洪水末

记》等文章和《远东前线》这本书中。 

   人道主义精神贯穿斯诺一生活动的始终，以上介绍他游历中国关于饥荒、洪水、战争的报

道，以文写意，人文主义精神是他的报道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位在华的外国记者。作为一位美国

人，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报道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这种精神无疑是时代最需要、

最高贵的品质，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他倍受青年学生的爱戴。青年学生愿意和他交流，从他那

里了解情况，寻求帮助，希望他能参加到学生活动中来。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怀念他，怀

念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二、特有的知识结构，丰富的媒体经验 

教师应当具备远远高于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需拥有一桶

水。的确教师只有拥有丰厚的文化知识，才能在教学中高屋建瓴、游刃有余，更好地引领学生

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斯诺在三十年代的燕京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等

课程对当时的学生如萧乾、陈翰伯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所当时被称为远东方面最新式而设

备最完全的新闻学校里，斯诺将现代的新闻教育带到了这里。斯诺作为新闻系教师，他的专业

素质无疑是最高的，知识结构最合理的。 

1、教育经历和知识结构。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3年，在堪萨斯西港中学毕业；

1923年——1925年，在堪萨斯城初级学院学习；1926年——1927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

习，任《堪萨斯星报》校内通讯员。[8]这张见表勾勒了斯诺来中国前的主要经历，他接受了

完整的现代教育，尤其是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接受了现代的新闻教育。1926年——1927年，

斯诺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并担任《堪萨斯星报》的通讯员。他潜心攻读新闻学课

程，为他后来的职业打下了基础，而且广交朋友，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后来斯诺在纽约的

司克威维尔兄弟的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同时，还自费到哥伦比亚大

学的新闻学院学习，继续充实自己的知识。1908年，富有经验的美国报人华尔特·威斯廉创办

了美国最早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该学院的新闻专业教育在

美国首屈一指，曾经培养了许多驰名世界的记者。斯诺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习，美国的新闻



传统深入到他的观念中。学院倡导的职业新闻工作者要有人道主义精神，报道要持客观态度的

精神对斯诺未来的新闻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斯诺认为，他在新闻学院连续一、两个阶段的

苦读，对他大有裨益。”[9]从斯诺接受的教育，我们看到上面谈到的斯诺的人文主义精神，

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 

   谈到教育，不光只有学校，还有家庭和社会。斯诺出生在美国堪萨斯成一个小出版商家

庭。他的父亲不信仰天主教，并向他的孩子灌输反天主教的思想，教育他们怀疑上帝的存在，

摆脱对上帝的迷信，抛弃“永受惩罚”教义的禁锢。斯诺回忆说：“父亲向我灌输的怀疑主义

使我对许多事情都注重理性分析，并且促使我避开任何形式的绝对僵死的教条和观念”。[10]

这种怀疑精神以及作为密苏里人的“眼见为实”的习惯，斯诺将他们带到了燕京大学的课堂

上，将这种精神贯穿到学生学习新闻写作的过程中。 

斯诺的知识结构是斯诺成为一位有影响新闻系教师的基础。斯诺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习是当

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师所不能比拟的。丰厚的新闻学知识使斯诺在新闻系课堂上讲课游刃有

余。此外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从斯诺1936年下去陕北之前所写的著作

和文章中，可以看到它的知识结构的主要成分有：“对远东政治局势的了解，对日本侵华背景

的了解，对西方个列强的了解，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了解，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了

解，对中文的了解，对国民党的了解，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了解，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马

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11] 

斯诺特有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同他个人爱好学习有关，此外也是中国人民对它的影响，尤其是中

国人民众的最优秀的代表，鲁迅和宋庆龄。斯诺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中写道：“先生

建议：‘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那些将

军，再去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

造一个文明社会工作。但要永远思考和研究。”[12]也就是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下，斯诺深入中

国的现实，不断的修正和完善它的知识结构。1933年以后在北京的斯诺过着新闻与研究兼半的

生活，他把精力集中于如饥似渴寻求真理和知识上。在燕园的这两年是他的知识结构日趋完善

的两年，作为新闻系讲师，他不光具有新闻记者所要求的知识，还有作为学者的“专”，这些

特征更体现了新闻业对人才需求的“杂家”特征。教师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和

人才需要的各种素质的最有优化的组合。无疑斯诺这种独特的知识结构不仅仅适应了旧中国三

十年代新闻行业的需求，在当今新闻院系教师素质中也是凤毛麟角。 

2、多年媒体经历，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斯诺最早的新闻经验应该是1926年——1927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时，担任《堪

萨斯星报》校内通讯员。1928年，斯诺来到中国，从此就开始了在中国新闻记者生涯，即使在

燕京大学作讲师，从事新闻工作也仍然是他的主业。1928年9月到1936年6月去陕北革命根据地

前，斯诺的媒体经历如下：1928年9月——1930年3月，在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任

助理编辑、代理编辑等职，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1930年7月——1933年，

任美国统一报业协会驻远东旅游记者，驻北平代表；1933年，开始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撰

稿；1932年——1941年，任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1934年——1937年任美国《纽约太

阳报》特约记者。为多家媒体工作，多年媒体经验，对于新闻系教师是难能可贵的经验。斯诺

在1928年——1929年，在旧中国的铁路沿线（沪杭、沪宁、津浦、京沈、沈哈、京绥等线）旅

行采访，著名的《拯救二十万生灵》就是在这次的旅行采访中完成的。1930年7月——1931年9

月，斯诺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南亚等地进行第二次旅行采访，使斯诺加深了

对蒋介石领导下国民政府的认识。1938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国民

族危机加深。从九·一八开始，斯诺密切关注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动向。在一年时间里，他先后

到过东北、上海、热河等战事的发生地，现场目击略者的罪行。1932年1月28日的午夜，日军

突袭上海闸北。斯诺在整个战争中，深入各界采访，亲眼目睹了上海各界中国人的热烈反应：

19路军的英勇抵抗，上海中国商会经济资助，各种工商组织团体捐款支援抗日军队……斯诺亲

 



历战争进行采访获得第一手材料。 

    游历记者的生活，富于讲故事的手法，斯诺写了多篇通讯文章，如《拯救二十五万生

灵》、《中国洪水末记》等，以及根据几年游历生活，对中国社会日益深入观察了解，思想感

情与中国人民结合凝结成的《远东前线》这本书。这些实战经验是新闻系教师宝贵财富，是任

何在书斋里的教师研究不出来的。新闻专业课程的讲授，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三、合的智能素质 

优秀的教师，必然是严谨治学，锐意进取的教师。为了教书育人的需要，自觉积极而又坚持不

懈的更新和发展自己的素质，以提高教育质量。在这一方面，斯诺是个表率，为了更好的与中

国学生的交往，努力学习汉字和中文，为了了解学生，斯诺深入的学习中国的现代文学。但里

谈的教师的智能素质，主要是指，教师自觉遵循教育规律，用科学的办法培养训练学生。这种

素质是教师工作创造性的最好表现。拥有同样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的人，教授同样的学生、

同样的课程，教育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别，甚至是大相径庭。这里就存在一个教育方式的问题，

教师的智能素质主要体现在教育方式的变革上。教师的劳动，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空间上具

有广延性。课内课外，班上班下都是教师的劳动时间，课堂上、操场上都可能使教师的工作地

点。因此，教师要用自己的知识、能力等对学生施加影响，言传身教，这才是对教师教育能力

和教育技巧的考察。 

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主要讲授“新闻特写”和“旅行通讯”等课程，他采用了一种互动式教

学。在中国几千年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中，教师永远是高高在上“师徒如父子”的观念深植于中

国人民的文化心理。斯诺的互动式教学，给当时中国教育界吹来了一股清风，时隔多年人们也

不曾忘却。在张文定的《斯诺在燕园》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新

闻记者，又是一个谦虚好学有学问的教师。他第一天来上课，讲话就很别致。他说：‘我不是

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上课仿

佛不是讲学，而是和学生谈心。他喜欢询问学生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善于用启发式教育。”

[13]就是利用这种教学方式斯诺把他在新闻学院学到的新闻知识和纪念游历记者宝贵的经验传

授给了燕大的学生。“这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但斯诺先生在班上所讲关于报刊特写

和报告文学的写作特点，我至今记忆犹新。”[14]这也许是对斯诺教育效果最好的实证了。 

教师的智能素质除了采用独特的教育方式外，还表现在指导学生的能力和优化师生关系上。教

师不仅能引导学生增进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素质，还要对学生的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等方面进

行正确的指导。斯诺在燕京大学的两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黑暗之中，蒋介石

郑政府的独裁反共，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步伐。处于中国知识分子最前沿的中国大学生无

疑是最充满了热情、最敏感的群体。斯诺几年的游历生涯使他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外国记者。

张兆麟曾经是斯诺的学生，为了得知当时华北的形势真相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情况，他访

问了斯诺夫妇，后来燕京大学王汝梅（黄华）、陈翰伯等也常去斯诺的家。斯诺将其所了解的

情况告诉他们。“斯诺夫妇没有当时一般白人的那种优越感，总是以朋友式的亲切态度与我们

交谈或争论问题。”[15]斯诺与学生的关系是朋友式的，他们是平等的，这种关系使得同学们

更容易受到斯诺的影响。 

斯诺积极支持学生的抗日活动，一二·九运动前，斯诺就帮助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在国外的报

刊上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斯诺夫妇加入到同学们中间讨论如何行动并提供了一些

建议。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援，斯诺有意的把青年学生介绍给外国友好人士如

史末特莱、《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德国经济学家韦特福格尔夫妇等人。另外斯诺还满

热情的参加了一二·九、一二·六的两次示威游行，斯诺和其他的西方记者跟着学生的队伍进

行采访，将一二·九学生运动跨过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越过高山和海洋传到了全世界，这极大

的鼓舞了青年学生。 



回顾斯诺在燕园的岁月，对他作为新闻系教师素质结构分析，希望对现代新闻教育提供借鉴。

新闻院系教师不仅仅应当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丰富的媒体经验，更重要的是与独特的教育方

式相结合，就如清代学者袁枚所说“学入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知识、见

识与才能的组合，希望斯诺拥有的素质结构能够与时俱进，现代新闻院系教师努力改善自己的

素质结构，学习斯诺适应时代的需求，为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新闻人才服务。 

注释： 

[1]新华社关于北京斯诺骨灰安葬仪式的报道》，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斯诺在中

国》，裘可安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北京，第422页 

[2]引自《教育传播学》，邵培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3]《斯诺文集》1卷，埃德加·斯诺著，宋久、柯南、克雄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重庆，

《复始之旅》，第152页 

[4]同上，第2页 

[5]《在上海的美国人》，《美国信使》，1930年8月，《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

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326 页 

[6]《斯诺陕北之行前的思想发展》，崔维征，《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

社，1984年，重庆，第421 页 

[7]同上，第426页 

[8]《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515页 

[9]《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267页，玛丽·希斯科

特，《斯诺教育了我们》，原载美国《大学评论》，1972年4月 

[10]同[3] ，第15页 

[11]《斯诺的成功之路——从<西行漫记>看斯诺成功的内外因素》，《纪念埃德加·斯诺》，

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第495页 

[12]《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479页 

[13]《斯诺在燕园》，张文定，《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

庆，第134页，原载《新时期》1980年第3期 

[14]《斯诺先生叫我们怎样写作》，黎秀石，《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

社，1984年，重庆，第140页 

[15]《埃德加·斯诺，我的良师益友》，张兆麟，《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

版社，1984年，重庆，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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