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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新闻事业诞生以来，中外在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记者灿若群星，他们的非凡经历、
新闻风格、新闻理念以及对社会作出的不朽贡献为世人所敬仰。
《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中外名记者研究》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29名新闻记者，读者可以从
中了解这些名记者是如何驰骋新闻疆场，生动地记录时代变迁，为受众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铸造出新闻史上的一座座绚丽丰碑。
　　一书在手，领略不同时期中外新闻名家的点滴风采，他们的实践与思想穿越时空，是今天新闻传
播业者值得借鉴的丰富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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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利平，四川合江县人，新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
在媒体做过记者、编辑。
从事高校新闻教学与科研20多年。
出版专著《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多维视野》和《审美视野中的新闻传播》以及教材《新闻编辑学新编
》，主编《报纸业务新理念探析》，合著《报纸编辑》、《法制新闻学》、《媒介话语权解析》和《
新闻编辑学》等。
主持及参与过多项国家和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表论文、新闻消息及通讯2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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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85年1月15日，黄远生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府德化县仙居乡的一个书香世家，名基，字远庸。
父亲黄儒藻是秀才，在宁波办过洋务，母亲姚氏习礼明诗。
黄远生是其父亲兄弟四人的子女中唯一的男孩，被家族寄予厚望，自小就受到经史诗文的训练，还请
了外国女教师教他英文。
　　1900年黄远生的父母先后离世，家庭经济逐渐窘迫。
1901年1月，清政府实行“新政”，各地新学开设如雨后春笋，逐渐风靡。
1902年1月，黄远生考入浙江南浔浔溪公学。
该校总教习为维新派人士叶瀚，他曾游历日本考察学校教育，从日本订制教材仪器等，使学校具有日
式风格。
学校首期招生80名，分普通学和高等预科，学制四年，课程涉及经史、文算、政法、哲学、外国史、
化学等。
　　1902年11月，因不满意数名学生被开除处理，上海南洋公学八个班的学生集体退学。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浔溪公学的学生准备在《中外日报》上发“浔溪公学全校学生敬贺前南洋公学学
生脱离专制学校，不愧国民光彩，并叹南洋公学全校骚动之厄”告白。
校方得知后进行干预，黄远生被推为代表与学堂进行抗辩。
其后，在是否应辞退英文教习及变更考试奖品的问题上，校方与学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学堂准备采
取严厉措施，开除带头的学生。
其间，校方请蔡元培进行居中调解。
最后，学堂采纳蔡元培的建议，凡愿留而继续学习者须遵守学校规制，不愿留者可另觅他处。
结果，35人中只有六人愿留，包括黄远生在内的29名学生宣告退学。
　　黄远生退学后参加了上海南洋公学的考试，没有被录取；在亲朋的劝说下回到江西老家，准备科
举考试。
1903年，黄远生参加县试中秀才，同年9月参加江西省恩科乡试，在全省104名新举人中名列第七。
之后，到上海徐家汇震旦学院（今复旦大学）就学。
次年4月，他赴河南开封参加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再到北京进行复试、殿试，中三甲第80名进士
。
这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批进士，20岁的黄远生是最年轻的一个。
　　按清朝科举惯例，新科进士在殿试后要参加最后一轮考试，根据这次考试成绩及其他因素，授予
庶吉士、主事、中书、知县等不同职位。
甲辰科进士经吏部掣签分发到各省，以“知县即用”，黄远生被分发河南候补。
但他不愿做官，经多次请求选择东渡日本，到中央大学学习法律。
1909年秋，留学五年的黄远生学成回国，11月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考试被列为优等，以“直隶
州知州”留原省候补。
邮传部尚书徐世昌整顿图书通译局，黄远生被派到邮传部兼图书通译局日文总编辑，后充辑译股股长
，黄远生开始进入官场。
　　清末官场腐败、民生凋敝，内忧外患交集，仁人志士推动宪政成为当时主流。
受中西文化浸染、通解各国宪政的黄远生，怀忧国忧民之心，同考察外国宪政五大臣之一的同乡李盛
铎等同道，积极投身于社会改良大潮之中。
他曾先后参加法政同志会、宪友会、国民协进会、民社、进步党、共和党等党派和非党派的活动。
不过，黄远生觉得自己不适合从政，最终还是从政治漩涡中退了出来，在风云变化的动荡社会继续寻
找自己的“报国为民”之途。
其时，多种政治力量纵横交织，都积极筹办报刊宣传各自的主张。
在李盛铎的影响下，黄远生开始从事职业新闻活动。
据李盛铎在《黄君远庸小传》中的记载：“君方肆力于文学，又有志于朝章国故，余语君‘以西人谙
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君从事新闻记者之业，实基于此。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外名记者研究>>

”1909年底，黄远生加入李盛铎创建的远东通讯社，开始向上海的《申报》和《时报》投稿。
1910年8月，《申报》在“论说”栏目刊出了他署名“远生”的《余之日俄协约观》一文。
自此，黄远生开始走上新闻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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