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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11月8日，《清新时报》在中国记者节当天创刊，至今已有十年历史。
从稚嫩、青涩的4版月报，到文风清新、手法娴熟的8版周报，《清新时报》在清华师生的关注中，在
一代代“清新报人”的努力中，立足校园，关注社会，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校园观察家”。
    目前，《清新时报》固定发行纸质报纸6000份，通过人人网、新浪微博、博客以及“清新传媒”智
能手机APP阅读《清新时报》即时信息的网络读者已逾5万人。
《清新时报》上的学生作品曾多次通过《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转载，并得到人民日
报社、新华社等业界同行的认可和赞誉。
《清新时报》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内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广、最受清华学生喜爱的校园报纸，亦以
其优秀的深度报道、人物特稿、视觉策划等成为全国校园媒体中重要的组成力量。
    《清新时报》的创刊源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届本科生的“灵机一动”，而这份校园报纸
的成长与发展的轨迹都深深地镌刻着学生自主办报的鲜明烙印。
以百年清华为成长热土，以自由宽容的学院氛围为基础，从白手起家的临时办公室3098，到设备齐全
的清新时报社编辑部109，一代又一代的清新学子写下了《校园黑车调查》、《清华文科建设的岔路口
》、《清华网费改革系列报道》等经典报道。
以学生自身的力量建设清华大学，塑造理性的公共话语空间，也正是自我学习的能量使清新时报社成
为业务与经营并重的“校园真媒体”。
    作为新时代的校园媒体，《清新时报》坚持技术与业务创新。
从水木BBS上的《清新时报》到人人网、微博、博客的公共主页，再到智能手机APP的开发，《清新时
报》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变化的传播方式与不变社会观察之间寻求自我发展。
从带有主观色彩的散文式表达，到稿件更具新闻专业主义的文风、体裁和技巧。
在不断变幻的媒介环境中，“清新报人”相信唯有业务创新和坚持理想是不变的新闻态度。
    《清新时报》不仅是一份坚持创新的学生报纸，更是有助于学生深化专业认同，加强新闻专业主义
教育的第二课堂。
在“报纸实务”和“清新时报工作坊”两门课程的支持之下，《清新时报》的业务实践结合课堂的深
度研讨，使学生们在走进社会之前，就能坚持以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从事新闻事业。
从清新时报社走出了一批批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历届骨干中的大部分都进入国内外顶级主流媒体工
作。
“清新报人”在这里不仅仅积淀了扎实的新闻业务，更坚定了建设性、负责任的新闻理想。
    从默默无闻的校园小报，到引导校园舆论、塑造理性空间的校园媒体，《清新时报》走过十年。
这份报纸，以及报纸背后的这群新闻学子们，一直努力用客观、冷静的学生视角，观察、记录这所大
学、这个国家的微观现象。
《微观清华》集十年清新稿件精华，是《清新时报》自身发展的见证，亦是对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十
年发展的忠实记录。
    希望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从阅读中了解新闻学子十年的观察思考。
本书编辑若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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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2年11月8日，中国记者节，《清新时报》创刊。
以“校园观察家”为立足点，《清新时报》十年来坚持以学生视角记录清华大学校园点滴，观察中国
社会百态。
《微观清华(清新时报创刊十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精选了《清新时报》创刊十年来
的优秀稿件，本书是对这份学生媒体成长的最好见证，亦是对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十年发展的忠实记
录。

    《微观清华(清新时报创刊十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适合青年学生及对清华感兴趣
的人士阅读。
本书由赵曙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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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曙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清新时报社出版人。
1979年2月出生于安徽宿州，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新闻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学院。
曾获“新华日报社年度好新闻一等奖（1999年度）”、“全国新闻专业期刊优秀论文、优秀栏目大赛
铜奖”。

著有《媒介经济学》（合著）、《媒介资本市场》（合著）、《媒介经济学：案例分析》（专著）、
《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合著）、《网络媒体经营战略》（合著）。

陈之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本科生，时任清新时报社助理出版人。

岳廷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本科生，时任清新时报社副总编。

张晔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本科生，时任清新时报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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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为优秀学生的成长创造最佳环境写在前面序一序二序三《清新时报》发刊词    清华园志百年沉淀出的
全球最美大学校园清华学堂：见证百年辉煌，承载百年希望百年礼堂：讲述清华人的艺术梦想图书馆
老馆：系出名门，书香百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清华女生“闺房”变迁史校友纪念物：凝固的清华历
史“小视野”里水木深美院在清华园修建教学区    深度清华人大代表，我们的选择新生研讨课：拉开
新一轮教改序幕谁来回答“钱学森之问”清华文科建设的岔路口在平凡中做最好的事业实践：戴着枷
锁跳舞关注清华学生的睡眠黑车：利弊两端，情法两难清华行动：补上程序公正这一课杨利伟来了    
水木撷英紫色清华的又一个背影学历史是为了干革命中国“新儒者”有这样一位楼长图书馆“神探”
保洁员清华一日助教，离你最近的那群“小老师”积累和改变：清华研究生支教团十周年毕业了，我
们去远方我校首次开展征兵工作    青春之歌“一二·九”：清华的集体记忆清华制造：校园原创音乐
的土壤请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你郁闷吗我们的“校内”生活当“功夫茶”遇到“速溶时代”你的左手，
我的右手夜·生活非典型春节记忆清华志愿者结束奥运服务    清新论衡培育大国公民心态别再让慈善
者孤独地吐血流星和贪吃蛇超越是最好的致敬不拘一格降人才清华人应理性对待批评绿色大学≠草
坪+大学清华师生欢迎国庆游行方阵凯旋    特别策划“非典”特刊地震特刊范敬宜纪念特刊清华大学
百年校庆系列策划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周年院庆特刊新年特刊新生一毕业生特刊清新时报社十周年社庆
特刊清华学生论文登上《自然》杂志    拾年，清新人周勇：《清新时报》，建设性的理想主义者邢广
利：我期待盖起一座“清新时报大厦”金城：清新，梦想开始的地方李强：一代清新人的集体记忆周
劫人、袁梦晨：总编辑对话对话：我与我的部门吴邦国学长视察清华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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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华军乐队和大礼堂，的确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地方。
”1932级土木系校友方左英谈起自己与大礼堂的艺术情结，陷入回忆之中：“大礼堂二楼后面东西两
侧的小厅，是我练习单簧管的地方，二楼前面向前大厅，是我们军乐队演出前排练的地方，也是我们
晚上自修后欣赏古典音乐唱片的地方。
”    像方左英一样，很多老校友都在清华园中，留下过和大礼堂相关的青春故事。
他们从踏进清华的那一天起，就被艺术召唤而去，成为一生难忘的回忆。
    1933级经济系校友龚家麟，当年同时被清华、北大录取。
正在犹豫不决之际，一位叫朱宝镇的师兄提醒道：“你不是喜欢听音乐吗?我是清华乐队中唯一能吹双
簧管的队员，现在毕业了即将离校，你来补我的缺吧!”仅凭这几句话，就敲定了学校取舍的问题。
    一入学校，龚家麟便应试考入了军乐队做了新队员。
他常常在大礼堂练习室内每天花费一两个小时练习曲目，加入乐队练习了两个月后，校庆纪念日到了
。
在军乐队的音乐演奏会中，开场节目《威廉退尔序曲》的第三段全部是双簧管和长笛的合奏。
作为乐队中唯一会吹双簧管的龚家麟，虽然没有任何演奏的经验，却只有硬着头皮上场了。
    “当天的演奏，我大概是因为太紧张的关系，不免把旋律奏得太快了些，指挥古普克先生也只好跟
着将这一段音乐的节奏加快了一些。
好在我的搭档是乐队中的台柱张肖虎，经验老到，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上下翻腾迅速美妙的伴奏从容
配合来遮掩住了我的失误。
”龚家麟说。
第一次演奏的经历，可谓有惊无险。
    当时的长笛名手张肖虎，后来成为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是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
理论家和指挥家，为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而从清华校园走出的艺坛精英，还有黄自、应尚能、洪深、英若诚，包括因话剧《雷雨》而名声大振
的曹禺和当今流行乐坛的歌手“水木年华”组合。
清华数载，他们汲取了艺术的滋养，从而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艺术人生。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艺术家。
对于更多的清华学子来说，大礼堂、清华园，更多的是一个陶冶艺术情怀的舞台。
“器识其先，文艺其从”，百年。
清华史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不乏众多艺术修养深厚的科学家，乃至具有艺术特长的领导干部。
    2001年4月29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和陈清泰、胡昭广等50年代的舞蹈队队友一起，在清华90
周年校庆的演出中，表演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最流行的、热情奔放的鄂尔多斯舞。
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王校长扭腰、摆手、甩膀，一个个动作都有模
有样。
”台下的同学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对这位身为核物理专家、中科院院士的老校长的艺术风采倍感惊喜
。
    对校：秉承艺术传统的圣地    纵观中国百年历史，清华在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和现当代音乐史上都有
重·要的地位。
究其根源，很重要的因素是，清华园中始终具有浓郁的艺术氛围和浑厚的中西文化积淀。
    清华的艺术传统可以追溯到建校初期。
在周诒春校长时期，时任副校长的赵国材就自己编写剧本，交由学生排演。
曹云祥校长时期，学校特设“课外作业指导部”，其中就包含对学生课余文化艺术活动的指导。
到了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校长在全校推广“通才教育”，艺术教育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
学校设立了音乐教育机构——中乐部、西乐部和音乐室。
新中国成立后，蒋南翔校长提出并建立三支代表队伍，其中之一就是文艺代表队。
改革开放后，清华的艺术教育更是向着系统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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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音乐室发展为艺术教育中心，开设多种选修课。
    在清华园中，活跃的学生艺术团几乎“与校同寿”。
1912年，成立唱歌团(合唱团前身)，而后又不断壮大出各支队伍。
1958年，各类文艺社团组织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民兵师文工团”，开始建立党团支部，1962年改名
“学生文艺社团”，1993年正式改名为“学生艺术团”。
    在1979级校友于干的回忆里，排练音乐舞蹈剧《冬天，火的回忆》是非常辛苦而难忘的。
整个活动五六百人参与，涵盖各种艺术形式。
为了保证这次宏大的舞蹈剧的演出效果，学校对大礼堂进行了改造，把礼堂前十二排座位全部拆掉，
派施工队用了几百方的木材把舞台整个接出来形成一个大的舞台。
    在今天的清华园，艺术更是走进了同学们的生活。
一年一度的院系学生节，提供了一个“欢腾”的学生舞台，也给了大家展示特长、表现自我的机会。
新生歌咏比赛、校园歌手大赛、“一二·九”大合唱，无不展现了朝气蓬勃的校园环境和人文气氛。
    担任过土木系系主任的1957级校友刘西拉记得在1996年的“一二·九”合唱比赛中，土木系学生唱
的《抗日救亡进行曲》的情景，真的像是把大家带回到了30年代的清华园。
大礼堂里，300人的震天怒吼从穹顶一直到每个听众的耳畔，反复回环激荡：“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
亡!”人们看到的已不是一个合唱队，而是台上台下全体演员、听众奔赴抗日前线的浩浩荡荡的队伍!
这真是清华的学生，这真是清华的风貌，这真是清华的精神!    为国：把握时代律动的热土    清华艺术
精神的可贵之处，更在于它并没有单纯的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始终将艺术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
系在一起。
    早年清华，正逢军阀混战的年代，学生们自己写出剧本，反映民众疾苦，揭露军阀暴行。
1916年的话剧《贫民惨剧》，让很多观众泪流满面。
全面抗战后，学校成立了“海燕歌咏团”，演唱、教唱抗战歌曲《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
。
在西南联大，同学们组织了歌咏团、剧艺社，组织大家展开斗争。
1949年，军乐队还参与到迎接解放军入城的队伍中去，并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上进行表演，见
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清华大学有100人参与了排练和演出，并有幸聆听了周总理亲自宣布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的喜讯。
    在这100人之中，就有清华校友、时任清华舞蹈队团支部书记的胡锦涛。
在参加完《东方红》的排练和国庆游行后，他写成了一篇题为《上了生动的一课毛泽东思想的颂歌—
—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文章，发表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上演。
清华大学合唱队、舞蹈队109名师生参加到排演之中。
舞蹈队更是参演队伍中唯一一支非专业团队。
    舞蹈队的节目《打工谣》，是一个完全由清华学生创、编、演的作品，甚至连道具都是大家自己制
作的。
蒙民伟楼满地的泡沫板、散落的刀具和胶带最终化作了楼房、电梯、大桥，甚至水立方、人民大会堂
、鸟巢。
台下观众的阵阵欢呼是对他们最好的肯定。
    合唱队热能系2007级的尹炯宇演出结束后说：“我们这一代没有体会过那个年代的峥嵘岁月。
但是这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我们共鉴了苦难的过去和艰辛的攀援，并亲眼见证了今日的辉煌。
”    清华的老建筑凝固了一段段时光，也见证了历久弥新的清华艺术精神。
古老而年轻的清华园，她的艺术之花定将姹紫嫣红，常开常盛!P15-17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观清华>>

后记

“报龄虽短源流长，一纸风行播墨香。
水木清华多俊秀，相期高手出觯堂。
”在《清新时报》创刊一周年之时，老院长范敬宜先生曾欣然题诗，祝贺这份学生报纸周岁的生日。
时光匆匆，转眼《清新时报》已从一家初生的校园小报，成长为清华园乃至全国校园媒体中的翘楚。
她所发表的报道有着数以万计的读者，而每一次的发声都可能引起对高校发展的探讨。
从这里，还走出了一大批采、写、编、评、排基础扎实的清新传媒人，在各个岗位上继续着新闻理想
。
    本书选编了《清新时报》十年来具有时代特色和发展意义的报道，一些文章可能不是《清新时报》
历史上最好的作品，但这些文字都充分反映了这十年清华学子对校园的观察和对社会的思考。
这本书是《清新时报》作为校园观察家的十年记录，亦是对清华园十年历史的珍藏。
    本书从2012年6月开始筹备，历经半年时间。
期间得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的关怀与帮助。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亲自题写了书名“微观清华”。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恒权、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和原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胡显章，分别
为本书写了序言，其中的真挚情感与殷切期盼感人至深。
文中的部分记者手记来自已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院友，他们放下各自的忙碌，为了这本小书拾起了“清
新记忆”。
目前在清新时报社的同学们都参与到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的工作中，为了增加书籍的历时感，还特意选
取各年优秀的硬新闻作品在书籍的每一部分后作为记录时代的“旧闻录”。
此外，本书还得到清华大学原创出版计划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使我们的一点心愿得以最终付梓
出版。
    最后，感谢十年来在清新时报社学习工作过的“清新报人”，是你们的努力才有了这本书的诞生。
感谢赵佩雯和岳廷为本书封面设计付出的汗水与智慧。
感谢清华大学学生处各位老师为本书出版提供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更要感谢一直关注《清新时报》读者们，你们的呵护、热情成为十年清新前行的最大动力。
希望每一位拿到这本书的人都能从这些文字里体味出自己的感受，并开始喜欢上这份——《清新时报
》。
    编者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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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清新时报》以理想引领青年，以信念鼓舞青年，以价值凝聚青年，在实践中不断贯彻新闻教育的育
人方针，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优秀案例，值得新闻教育者借鉴。
    ——吴恒权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    一花一世界，见微可知著。
让我们细细翻检这本《微观清华》，从一本书看一份报，从一个片段读一段历程。
以此，共同期待清华人、期待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陈吉宁    清华大学校长    《清新时报》，报如其名。
既能从中了解清华园的新闻，又可以望到象牙塔外的世界，兼顾得当，无骄娇二气。
文风清新、感人，手法专业甚至娴熟，令人刮目。
    ——黄燕    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    《清新时报》是我见过的最专业的校园媒体之一，是中国高
校传媒重要的组成力量。
    ——何磊    《中国青年报》经济部副主任、网络中心副主任、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副秘书长    有过不
少清华《清新时报》的同学来我们部门实习，我感觉他们的能力都很强，我也看过《清新时报》，这
是一个很好的校内实践平台。
    ——吴湘韩    《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版主编    《清新时报》的同学在我们杂志里都是骨干，他们
能力强，有理想，想必以后都能成为新闻行业的精英。
    ——杨得志    《中国校园导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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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2年11月8日，中国记者节，《清新时报》创刊。
以“校园观察家”为立足点，《清新时报》十年来坚持以学生视角记录清华大学校园点滴，观察中国
社会百态。
《微观清华(清新时报创刊十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精选了《清新时报》创刊十年来
的优秀稿件，本书是对这份学生媒体成长的最好见证，亦是对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十年发展的忠实记
录。
本书由赵曙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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