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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在其一百年的历史上，不仅为民族复兴

书写了辉煌的篇章，而且也为新闻传播贡献了自己的

心力，并留下一串赫赫有名的身影。

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被

公认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报人与新闻学家。他一生

创办或主持了17种报刊，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的《时

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所谓“举国

趋之，如饮狂泉”。以其报刊文章为标志的“时务文

体”，清新刚健，气势如虹，一扫万古凡马空，开创

了白话文的新时代。他提出的一系列新闻传播思想如

“去塞求通”等，直到今天依然为人所重。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江苏盐城人胡乔木被称

为“党内第一支笔”，曾任毛泽东和政治局的秘书，

参与起草了多份著名的历史性文件。同为盐城人的乔

冠华以外交家闻名于世，曾率中国代表团第一次登上

联合国大会讲台，发表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

放、人民要革命”的著名演说。

作为一代“民间报人”，俞颂华早在五四运动时

期，就主持了有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上海《时

事新报》的“学灯”。1920年，他以“首席记者”

身份率俄文学校毕业生瞿秋白等赴苏俄采访，成为十

月革命后最早访苏的中国记者。1937年，又赴延安采

访，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黄炎培称为“新闻界

之释迦牟尼”。《文汇报》创办人徐铸成同属20世

纪中国报业奇才。《文汇报》诞生于风雨如磐的“孤

岛”，高举抗日旗帜，挺起民族脊梁，宁为玉碎，勿

为瓦全。由此开创的办报风格，既熔铸古今，又会通

中西。两人又都是新闻教育家。俞颂华曾任国立社会

教育学院（苏州）新闻系主任，徐铸成晚年参与创办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中国大陆第一家以传播命名

的新闻院系。

抚今追昔，不管是峥嵘的革命岁月，还是和平的

建设年代，清华园走出的许多学子都耕耘在新闻传播

领域。他们或以笔为旗，书写正在发生的历史；或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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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文字，纵论天下风云变幻；或运筹帷幄，擘画新闻传

播的宏图大业；或兢兢业业，为新闻传播的大厦添砖加

瓦。

为了继承、发扬与光大清华新闻传播的传统，2002

年清华大学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是一个里程碑，也

是一个新起点。新一代清华新闻传播中人以“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秉承“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精神，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在，短短八

年，已有一批生龙活虎的清华学子活跃于新闻传播的舞

台。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随着新清华面向新百

年，清华新闻传播学科及其学子势将以更加远大的抱

负，践行自己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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