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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学文？”这是本届青少年社论大赛金笔奖作品尝

试探讨的话题。作为大赛评委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院长张涛甫教授，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张涛甫看来，第二届新民青少年社论大赛参赛作品中有

很多非常有趣的作品。让他惊叹的是，参赛选手尽管主要是在

校中学生，但他们的视野、思考，对于互联网新技术和当下的

舆论热点的敏感性与快速反应能力，并不逊于成人评论员。例如，

银笔奖作品《拯救被“梗”吃掉的文字》，作者就有感于现在

的互联网媒介环境下，语言文字遭到冲击和腐蚀；学生对语言

本身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难能可贵。

让张涛甫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本届社论大赛优秀作品的文

风与语感，能让人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

“社论是评论中的评论，我们对社论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作为从事新闻评论观察研究与教学的教授，张涛甫感到“后生

可畏、后生可喜”：“培养评论员要从娃娃抓起。好苗子被我

们选拔出来以后，他们接下来进入大学，只要能保持上升的状态，

未来可期。”

他希望所有的参赛同学无论是否获奖，都可以继续保持和

加深对评论写作的兴趣。“我们不是为了获奖才写评论，是因

为热爱才写评论。”

本届新民青少年社论大赛的“金笔奖”作品探讨的是“文

科专业的意义在哪里”，而张涛甫任教的新闻传播专业正是近

年来被卷入网络舆论漩涡的文科专业之一。

如果要问“何以学文”，进一步追问“为何要学新闻传播

专业”，张涛甫给出的答案仍然是：因为热爱。

“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表达过：热爱和兴趣是他钻研

数学最大的动力，真正的数学家绝对不是为着获奖或者其他功

利的目标才选择了数学，而只是出于对数学的爱。”张涛甫说，

换到新闻传播学这样的文科而言，我们的选择也应该同样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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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评论员要从娃娃抓起。

张涛甫：
何以学文？因为热爱

这样的初心，而不应被生活中、网络上的一些不良风气裹挟。

对于近年来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招生、就业等情况确实出

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形势，张涛甫认为：这对文科、对新闻传

播专业是一个“宝贵的机会”——那些之前怀着功利之心、只

是冲着热门专业而来报考的学生“自行劝退”；真正纯粹出于

热爱的人进来，老师们对这样的学生加倍呵护。“这样的变化

对学科的发展来说其实是有利的，是‘危中有机’。”

在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和层出不穷的新挑战之下，新闻传播

学界并不是无可作为的。“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跟上时代的迭代，

但同时一定要保持理性和冷静的距离感：并不是跑得快的就一

定是对的，我们首先要确保方向正确。”在他看来，保有这样

的战略定力，是新闻传播作为高校专业的非常重要的存在价值，

同样也是“评论”能带给人们的关键启发。

毛
尖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
作
家
。

张
涛
甫

复
旦
大
学
新
闻
学
院
院
长
，
教
授
。
《
新
闻
大
学
》
主
编
。

（教授团评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