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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旦 大 学 新 闻 学 院 九 十 华 诞

《望道文辑》等著作。这段经历使

得日后陈望道先生所主张的新闻教

学改革拥有了极为丰富的田野经验。

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也迁往

重庆北碚。1940 年，陈望道回到了

阔别10年的复旦大学。这一次回归，

他先是于 1941 年出任新闻学系代理

系主任，次年又正式成为系主任，

直到 1950 年才因校务繁忙而主动辞

去了新闻学系主任一职。从 1942 年

开始，陈望道身体力行，在这 8 年

的革命岁月里将复旦大学的新闻学

系打造成一批真正具有信仰的新闻

人的聚集地。

为培养出“有巩固基础、有发

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陈望

道极为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

理方面，除了“采写编评”相关专

业课程，陈望道将《哲学原理》《伦

理学》作为必修课。他希望新闻学

系的同学具备必要的逻辑思维能力，

能够辩证地看待问题。而对于学生

的实践培养，他的理念也别具一格。

当时他为锻炼学生从身边的事物中

发掘素材的能力，建议学生去学校

附近的茶馆练习写作。

陈振新在接受《新民周刊》采

访时提到了一个故事：当年在重庆，

有一天陈望道上课，进教室后他不

急于讲课，却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

同学们回答：“哪一位同学能告诉我，

我们每天来上课要经过的那座桥，

两边的护拦杆有几根？”同学们面

面相觑，没有人举手回答。陈望道

严肃地告诫学生，作为未来的新闻

人，要随时注意身边的事情，要有

敏感性。

此外，重庆时期，陈望道还募

集资金，创办了当时中国高校的第

一座新闻馆。新闻馆设有编辑室、

会议室、印刷所、图书室以及收音

广播室等，为当时复旦新闻学系的

教学实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地。

谈到这背后的故事，陈振新也连连

感慨当年望老的艰辛。1944 年，抗

战已进行到后期，正是条件最为艰

苦的年代，在这时创办新闻馆的难

度可想而知。自那年夏天起，陈望

道到处借钱筹款。为省钱省时，他

每天都是买个烧饼，喝杯水，就算

作吃了顿饭；晚上睡在朋友家满是

臭虫的床板上。如此历时将近半年，

终于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过于劳累

的陈望道之后也大病一场，足足休

养一个多月。1945 年 4 月，新闻馆

终于落成。“虽然只是十几间用竹

片涂上烂泥造起的平房，但在当时

看来，难度不亚于现在造一座高楼

大厦。”陈振新如是说。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与复旦

新闻学系的故事还在继续。据陈振

他便是陈望道。很多人熟悉陈望道，

在于他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

首位翻译者、中国现代修辞学的重

要奠基人。事实上，在复旦大学度

过的漫长岁月里，他不仅将毕生精

力奉献给这所大学，也与复旦大学

的新闻学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最早要追溯到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

成立。“望老是 1920 年到复旦国文

科工作的，最初他开设了文法、修

辞学课程，后来又与邵力子一起开

设了新闻学讲座。1927 年，望老担

任中国文学科主任之后，把新闻学

讲座扩展为新闻学组，特聘新闻名

家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

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

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 年复旦

调整系科时，才有可能把原来的中

国文学科分成为中文和新闻学两个

系，从而才有了当时复旦的新闻学

系和今天的新闻学院。”陈望道之

子陈振新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

采访时说道。这便是复旦大学新闻

学系最初的由来。

1930 年，陈望道先生为保护左

派学生，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为

复旦新闻学系创立作出重要贡献的

他，并没有远离熟悉的新闻事业，

而且积极投身于新闻实践。他开大

江书铺，出版大量介绍新文艺思想

的书刊；他办报纸，是《民国日报》

副刊妇女评论的主编；他创办《太

白》和《大江月刊》两份杂志，同

时出版《修辞学发凡》《因明学》

　　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总有一些属于复旦新闻人的传承
不会变。

左图：复旦大学老校

长、新闻学系老系主

任陈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