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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八十年，春风化雨；八十年，润物无声。
从新闻学组，到新闻系，再到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教育以八十年从未间断的历史，以日益成熟、
健全的新闻理论，新闻史及新闻实务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建设，成就了其在现当代中国新闻教育史上
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八十周年院庆前夕，手捧这本厚重的新闻学院教师论文集，我敬意满怀，欣慰满怀，更是信心满
怀。
个人一直认为，新闻学院最好的产品是我们培养出的一批批优秀的学生，而决定这一产品质量的关键
，则取决于我们有多少优秀的老师，取决于我们的老师具备何种程度的师风师德、新闻价值观，知识
眼界、理论素养及学术水平。
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复旦新闻学院有两笔财富，一是优秀的学生，一是优秀的教师。
而新闻学院办得好坏也取决于这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们的学习能力如何，二是教师们的教学能力如何
。
其中，对于教师而言，科研水平，论文写作，是衡量其教学能力的重要方面。
手捧这本教师论文集，我在感受到分量的同时，更体会到了复旦新闻学院作为百年名校的名院系，这
么多年来之所以能在国内乃至于世界同业中保持先进地位的原因所在，以及诸位同仁为之所付出的辛
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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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过八十个春秋了。
     八十年，春风化雨；八十年，润物无声。
从新闻学组，到新闻系，再到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教育以八十年从未间断的历史，以日益成熟、
健全的新闻理论，新闻史及新闻实务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建设，成就了其在现当代中国新闻教育史上
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本书收录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论文集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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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超，男，上海人，1950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高级记者，教授。
曾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副社长、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外宣办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主任、上海市网宣办主任，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院长。
　　宋超是中共十六大代表，上海市八届、九届党代会代表，上海市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上海
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宣传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多次获中国新闻一等奖、中国新闻论文一等奖、上海市好新闻一等奖，并获全国图书特等奖，荣获中
国新闻界最高奖——全国范长江奖，享受国务院授予的政府专家特殊津贴。
　　1979年至解放日报工作，历任记者、农村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农村部主任、工交基建财贸部
主任、解放日报编委、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副社
长，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总编辑，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
　　2003年1月起，宋超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任职，负责上海市报纸、
广播、电视、出版、互联网络的管理工作，以及上海市政府新闻工作及对外政府信息发布、上海在国
际上的沟通推介工作。
曾经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在美国洛杉矶、俄罗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日本东京、英国伦敦等地的
大型沟通推介工作，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2008年10月份兼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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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向导》周报：创刊于1922年9月13日，是党中央机关报，16开本。
到1927年7月中旬停刊，共出了201期。
最初每期8页，从第142期起增为12页，第144期起更增为16页。
　　对于当前的国内外大事，《向导》差不多都有评论。
最初不分栏，第7期起始辟《时事短评》一栏，和比较长的文章分开。
第25期起，不再登长文章了，全是时事述评性质的文字，分载于《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两栏。
第55期起，这两栏又合并为《时事评论》，并恢复比较长的分析论述的文章。
同期始辟《寸铁》一栏，文字短小精悍，揭露敌人，往往一针见血，一直持续到停刊。
此外还先后有过《什么话》、《肉麻世界》等栏，专载当时报刊评论、名人文章谈话中“不成话”的
东西。
第82期起，《时事评论》一概取消，此后每期登载的就大抵是比较长的文章了。
　　读者对于时局的看法、对《向导》的意见，都在《读者之声》栏发表。
有时还就某些问题和读者在这一栏反复辩论。
　　（二）　　《向导》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的中央机关报。
《向导》一创刊，就集中力量来宣传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中国人民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打倒帝
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宣传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来完成这个
民主革命任务的必要性。
　　打倒帝国主义，这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新的口号。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虽然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并进行过多次自发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虽
然对于一向采取比较露骨的侵略方式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反感，可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帝国
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在长时间内经济不能发展、政治不能进步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于西方
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还存在着若干幻想。
这就使得知名学者胡适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发表之后，敢于公然替英美帝国主义辩护，说什么
他们并未援助中国的军阀进行内战，外国投资者也希望中国和平和统一。
因此“国际帝国主义不是中国人民理想的对象”，“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
《向导》为此不能不通过大量的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驳斥一切替帝国主义辩护的谬论，
打破种种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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