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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刚刚熬过高考的  位复

旦新生，被一张   周岁的晚

报，轻轻地撞了一下腰。一个

看展前满心琢磨着“今天中午

吃什么”的女孩，看展后想了另

一番心事：年轻的“赵超构”，也

曾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位青年

呀，从对未来的彷徨迷惘到一

步步坚定方向——这个方向，

便是此刻我们所选择的：新闻。

是了。这  个孩子，在纷

纷扰扰的全媒体时代，或坚定

或懵懂地选择将来做记者，于

是成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首届

“望道新闻卓越班”学生。复旦

大学新闻系老主任陈望道言之

谆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好

学力行”，这个班的目标，就是

培养像赵超构先生这样有新闻

理想，有影响力、引导力的“大

记者”，有胆有识，冲向现场，抓

住一切获取一手信息的机会，

发出像《延安一月》这样振聋发

聩、拨乱反正的真实报道。

今年，恰逢新民晚报创刊

  周年，新民晚报社和中国近

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联合举办

“林放不老——赵超构手记暨

《延安一月》发表  周年展”，展

览在 月 日开幕。第二天，承

蒙复旦新闻系友、新民晚报李

天扬师弟诚邀，同望道班同学

一同参观“林放不老”展，发黄

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

老报纸，让望道班同学内心泛

起涟漪，这涟漪源自一张  岁

的报纸和冥诞   岁的老报人，

源自一部突破当年国民党统治

区新闻封锁，罕见连载如实报

道延安、报道中共的新闻作

品。策展人李天扬在观展之后

的一场模拟“记者会”上，点赞踊

跃提问的同学们孺子可教，“问

题都极有水平，必能出大记者！”

这一天，也是教师节。  

个孩子，认识了一张有风骨的

报纸、一位有风范的前辈，完成

了一场生动的“认师”礼。

巧了，这个城市的另一家

新媒体——澎湃，刚刚庆祝了

十周岁生日。他们说，声音会

听见声音，涟漪会泛起涟漪。

诚哉斯言。这一天，陈望老、赵

超老的声音，被年轻的  个未

来记者听见了，而他们明天将

泛起的涟漪，不管用怎样的平

台，或也将触达并影响未来更

廓大的世界。

新闻未死，道统不绝。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

授、“望道班”项目主任）

戴昊辰
永远要在第一现场
从《延安一月》到“未晚谈”，是

赵超老用自己的声音展现时代的真

相，展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也很好

地呼应了新民晚报的宗旨，飞入寻

常百姓家。无论是如今风靡的短视

频，还是充满质朴气息的报纸，都是

我们需要学习的部分。新闻永远是

需要我们在第一现场的。适应大数

据，更好地运用大数据，更能帮助我

们去实现传统方式的更新迭代。

鲁静怡
探索新闻的时光隧道
赵超构先生的一生充满了对新

闻事业的热爱与奉献。听完了赵超

老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平，同学们对于

新闻的理想和热情再一次被点燃。

返校路上，雨越下越大。在雨

中，我们仿佛与那些新闻先辈进行

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探

索新闻的时光隧道。他们告诉我

们，新闻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一

种责任和使命。

蒲秦昊
“术”变而“道”存
如今，新闻之“术”日新月异：在

线平台、大数据、算法、AI等等都可

以作为新闻报道的辅助手段和革命

性的传播手段。然而，新闻之“道”，

譬如赵超老对新民晚报一生的投

入，譬如其在国民党管辖的重庆以

超人的魄力报道延安的真实情况，

才是新一代新闻人需要继承的不变

的“道统”。

无论是赵超构，还是复旦大学

代代新闻人，都在他们的时代利用

时代之“术”，坚守新闻之“道”，这或

许就是上世纪上海市民每天探头

“等啥人？等夜报”的原因。

白纾毓
晚报未晚，新闻弥新
走进博物馆时，映入眼帘的是

满墙中国百年以来的报纸名，但那

离我很遥远。我几乎没有读过任何

一张陈列其上的报纸。那时我想不

到，这段观展之旅会让新闻的暖意

来到我的面前。

赵超老的精神，从来没有只停

留在历史里，依旧长存在下一代报

人的心中，他们还是一样的忧国爱

民，也殷切地希望再下一代的我们

不管面临怎么样的术的变化，仍要

让这种新闻之道，历久弥新。

肖弈佳
成为“大记者”
我们一起，从赵超构先生、从新

民晚报去看：何为“大记者”。

获得一手信息的人，才有可能

最接近真相，才能成为“真正的记

者”。今天，我们从互联网平台上得

到的，往往都是经过算法“过滤的”

茧房内的二手信息。这就更需要我

们像赵超构先生一样去抓取“一手

信息”，抓住每一个“对话进行时”。

刘苏乐
坚定了我的新闻理想
当今，自媒体虽然很多，但对新

闻事实的发掘往往不够，评论和观

点常常远远跑在事实之前，因此会

出现反转反转再反转的新闻，甚至

大面积传播的假信息。我们应该尽

全力去接触一手的材料和信息，主

动抓住机会，才能真正做到接近真

相和接近事实。这次展览不仅为我

展现了赵超构先生的生平故事，还

进一步坚定了我的新闻理想。

杨馨蕊
成为光影本身
在人民有资格且有能力向往崭

新生活的新时代，新闻所要做的便

不再仅仅是尖锐强力的揭示，而是

将目光更贴近百姓所想所见，让新

闻之光得以成为为人所用的烛火，

契合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新闻工

作者需要朴素、需要普通，需要学会

做柔和的光线，才能将自己杂糅在

一切环境、一切人群中，才能真正看

见每一种生活。

不被光影迷乱的唯一途径，是

成为引领人们洞察世界的光线本

身。游走在明与暗的交界，编织起

软与硬的言语，是“林放不老”的精

神之源，也是我们作为当代新闻

学子应当学习并付诸实践的工作

道统。

李 微
一场寻道、望道之旅
这次观展，是一场寻道、望道之

旅。展名为“林放不老”，诚哉斯言，

林放的办报思想一直为新民晚报所

恪守，林放一笔可当百万师的秉性

被后世新闻人所秉承。在展厅的门

口，是赵超构先生青年中年老年三

个时段的照片，在观展结束后我们

才能领悟它的深意，赵超构先生以

毕生践行的新闻理想，就是我们后

世新闻人所仰望的“道”呀！

边思语
从展览中学到新闻素养
赵超构先生真正做到了“为百姓

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

善缘”。他让我从展览中学到了我们

应具备的新闻素养。真实性是新闻

工作的重要原则，怎样接触、了解到

真实？又怎样将真相公之于众？敢

说真话，看起来简单，其实关键还是

真正应用于新闻实践中。

黄婉清
新闻的“变”与“不变”
面对数字媒介带来的“短路型

颠覆”，新时代新闻工作者在面临转

型之际，不妨由新民晚报的发展切

入，重走中国新闻史上的“变”与“不

变”，并从中汲取前行力量。

在新闻内容多样化、生活化的

变化下，我们看到了人文情怀与职

业精神的“不变”。那是对新闻理想

始终如一的追求，是对客观的尊重、

对真相的探求。

唐许飞扬
大音希声

展厅面积不大，却处处展示着

赵超构先生新闻人生的面面。使我

想到“大音希声”。无声的作品在那

样一个乱世却振聋发聩；看似无声

的生命通过新闻撰写下一字一句，

其响声却回荡在近百年后的今日，

回荡在我们新新闻人的胸膛。

刘雨嘉
邂逅  年前的“我”
赵超构，1910年生人，就读于

上海中国公学，中国著名新闻记者。

刘雨嘉，2005年生人，就读于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望道班学生。

前者是新民晚报社老社长，后

者是看展一个小时前还在一边思考

“中午吃什么”的大学生。

后者便是我自己。

这样的一个人，也曾是和我们一

样的一位青年呀。他也是从稚气的

青春少年一步步长大，从对未来的彷

徨迷惘到一步步坚定方向。这个方

向，便是此刻我们所选择的：新闻。

时代发展了，国家强大多了，人

民的生活幸福多了。可新闻学的大

学生、望道班的大学生，从教室到食

堂的路上思考的应该不只有“今天

中午吃什么”才对。还要思考我们

作为年轻的“赵超构”，该怎么用自

己的新闻实践为公众为社会服务。

白溯然
三代新闻人的对话
新技术的迭代、新闻行业的变

革、传统纸媒的转型……这些关于

新闻行业的变化，其实都悬浮于新

闻之“术”上。而新闻更重要的是

“道”。何谓“道”？是既“飞入寻常

百姓家”又保持内容的专业深度、是

既跟随时代脚步又不放弃新闻初

心、是既不惧风雨兼程又撑好新闻

人的伞、是热爱、是代代相传。我们

的前辈为新一代新闻人打开大门，引

导着后来人接过“道”。如果说，望道

班的我们已经成为刚刚迈进门里的

人，那么今天这堂课，就是三代新闻

人的对话，是新闻道统的相守。

李嘉欣
接过前辈手中的炬火
“铅与火”的轰鸣归于沉寂。互

联网、人工智能进军新闻行业。媒

介在迭代，风云在变幻，亘古不变

的，是道，是新闻理想与媒体情怀。

赵超老举匕首，掷投枪，他为正

义摇旗呐喊；炼火眼，拭金睛，他让

真相拨云见日；着细雨，化春风，他为

百姓尽心尽力。接过前辈手中的炬

火，我们争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的新闻人。

周子钰
续写新闻新华章
看着《延安一月》摆放在展柜

前，我似乎听到了历史的声音，听她

一页页诉说着历史的故事，感受时

代脉搏的跳动。在赵超构先生的经

历中，我更加理解了“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的含义。从厚重的历史中

走来，在火热的时代中焕新，作为新

闻人的我们，定当承续前辈精神，望

道卓越，续写新闻新华章！

杨漠昀
一位平常但不平凡的人
在赵超老给小孙子作文的批改

建议中，在一张张记录生活的照片

中，在公正详细的英语笔记中，我再

一次感受到：每一个伟大而受人铭

记者，永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但

我们往往都只看到他们生命中最光

彩夺目的那一部分。而当你真正走

近这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也是一位

慈祥的祖父，他也是一位普通的摄

影爱好者，他也是一位在努力学习

的学子，他也是一位平常但绝不平

凡的人、一位可爱的人。

高 寒
将新闻事业薪火相传
赵超老的人生道路也为我们

从事新闻工作的后辈提供了一条

启示性的路线，抓住机遇，不断付

出个人努力，并用热爱进行浇灌。

纵使我们难以在赵超老所处的历

史时代中做新闻事业的开创者，但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

口，我们也可以在努力中将新闻事

业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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