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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第383期《图画时报》刊登的
图片：“在北京三大学之华侨女学生赵
毅成（中）张玉枝（右）李英（左）”

弘扬优良传统，推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科高质量发展
——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05周年

·陈刚 唐金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
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
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
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
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马克思主义
的早期传播，离不开革命先贤传播的自
觉与激情，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早期信仰
者们主动利用当时各种媒介所进行的
传播借势，更离不开新闻专业能力的学
习与训练。其中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开中国新闻学专业教育先河，推动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2023年，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成立 105周年。1918年 10月 14日，北京
大学新闻研究会由蔡元培亲自发起成
立并担任会长，徐宝璜、邵飘萍担任导
师。1919年 2月 19日，更名为北京大学
新闻学研究会。1920年10月蔡元培离开
北京大学后，研究会逐渐停止活动。北
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仅是中国新闻
学科的摇篮，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早期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爱国进
步的社团。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邵飘
萍，早年在日本接触和研究过社会主义
思想，是政治倾向非常明确的党的同路
人，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参与
者。在新闻学研究会的研讨交流中，当
时逐渐受到关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
为重要的话题和内容，对包括毛泽东在
内的学员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919年3月10日，研究会还专门邀请李
大钊先生发表演讲，毛泽东参加了这次
活动。正是因为研究会是当时积极交流
爱国进步思想的平台，所以许德珩在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专
门谈到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五
四”运动很有关系。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爱国进
步性，凝聚了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积极参加活动，而研究会的专业新闻教
育，则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
期传播，培养了一批专业化的人才，提
供了专业化的引导。比如，55位获得北
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讲证书的会员
中，有毛泽东、罗章龙、谭植棠等 9人先

后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
中国共产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亢
慕义斋等组织的活动；党的“一大”之前
的 58名共产党早期小组成员中，有 6位
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国内的
7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北京、湖南、广东
三个小组是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的骨干创办或参与创办的，比如北京的
高君宇、罗章龙，湖南的毛泽东，广东的
谭平山、谭植棠。而且，这些成员都积极
发挥所学到的新闻专业能力，创办报
刊，用传播的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
立。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
办《湘江评论》，这是毛泽东创办并亲自
主编的第一本正式杂志。谭平山、谭植
棠等人于 1920年创办广东共产党组织
机关报《广东群报》，积极传播马克思主
义思想。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推动了新
闻学科与新闻教育的创新发展，使得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较高
的专业起点，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舆论
宣传工作能够立足时代前沿，更专业地
利用新闻媒体开展斗争。北京大学新闻
学研究会成立之前，中国没有专业的新
闻研究与新闻教育。经过在北京大学新
闻学研究会的教学与研讨，1919年底，
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徐宝璜出版了中国
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蔡元培亲
自题写书名，并称赞这本专著的开拓性
为“破天荒”。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所
开创的新闻专业教育，对青年毛泽东影
响很大。这种影响，也间接推动了中国
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发展。毛泽东在
北京大学的时间并不长，1918年 10月，
毛泽东开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报
刊阅览室的管理员，1919年3月12日离
开北京返回湖南。这期间，他开始向马
克思主义者转变。根据有关史料记载，
毛泽东于 1918年 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
研究会成立之后，即开始参与新闻学研
究会的学习。研究会导师邵飘萍对毛泽
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西行漫记》中
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这种帮助，
除了思想的交流，还有专业的指导。毛
泽东一生都把邵飘萍看作自己的老师。
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接见外宾
时，还专门谈到自己在北京大学上过

“新闻学”，先生是邵飘萍。并且，在工作
中，毛泽东曾多次专门讲到听过邵飘萍
讲“新闻导语”，印象很深。毛泽东对党
的宣传工作的贡献，离不开他的天赋，
离不开在实践中的经验积累，更离不开
他受到的专业训练。毛泽东是中国第一
批接受系统的专业新闻教育的人才，在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使得他
成为那个时代站在潮头的专业宣传人

才，以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能，把中国
共产党打造成最善于利用舆论宣传动
员人民、开展斗争、进行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政党，担负起领导中国革
命的伟大历史使命。

赓续红色血脉，推动新时代新征程
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高质量发展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回望北京大
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百年历程，对于更加

深入了解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历史
脉络，发扬优秀传统，推动新时代宣传
舆论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筑牢红色
基因，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宣
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传统与北京大学新
闻学研究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共
产党百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重
视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始终是党的一
大优良传统和突出优势。我们党的早期
创始人都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高手。毛泽
东将宣传思想工作视之为“车之两轮，
鸟之双翼”，指出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
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他强调“共产党
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
敌人的。”正是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
会的学习，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
袖掌握了科学、专业的新闻宣传和媒体
管理方法。因而，在我们党早期开展工
作时，就把舆论宣传作为工作的主要方
式，作为启蒙群众、服务群众和发动群
众的重要手段。

新时代新征程履行好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职责和使命，第一位是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
宣传思想工作的基因血脉。北京大学新
闻学研究会在开展专业新闻教育的同
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
的传播。它通过培养一大批中国先进知
识分子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塑造了那个
时代中国的新闻传播生态和格局，使先
进思想得以发扬光大，使我们党的早期
组织有了思想之基、民意之基。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这些重要的历
史经验从我们党早期宣传思想工作中
就得到了提炼和验证，成为了我们始终
坚持的根本原则和立场方法。此外，坚
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
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这
些也都是在宣传工作的历史实践中凝
练出的宝贵思想财富。赓续宣传思想工
作的红色血脉，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
这些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与时俱进，
凝心聚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经历
还告诉我们，建设新时代高素质干部队

伍必须依靠坚持学习才能实现。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
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
来。”正是有了在北大学习新闻学的专
业经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
我们党的宣传事业才能像雨后春笋一
样遍地开花，结出硕果，在革命和建设
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比飞机大炮更加
重要和独特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
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
家里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
和传媒环境，宣传思想工作战线只有坚
持专业化的学习，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
一的学习，才能做到胸怀大局、把握大
势、着眼大事，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从而更好的履行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工作职责，凝聚起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伟力。

加强“双一流”建设，服务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
发展历程对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新闻
传播学科的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新闻学科的发展。他指出：“新闻
看作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新闻学是对哲学
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需要“加
快完善”的基础性学科之一，这一定位
再次凸显了新闻学的重要地位。回望北
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百余年，这段光
辉历史对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科建
设意义重大。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技术驱动对传播环境的变革影响尤
为巨大。面向未来，中国的新闻学科应
更加自觉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自主知识体系的
建构，强化学科主体性，探索形成新时
代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培养更多优秀的新闻人才，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更好地
宣传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
新形态，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
贡献。

（陈刚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
长，唐金楠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
记）

19191919年年1010月月2121日日，《，《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日刊》》发布了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获得发布了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获得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讲证书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讲证书的5555名学员名单名学员名单

民国时期北大对华侨学生优待政策之变迁
·林齐模

北京大学自创立时起，即为全国最
高学府，历来为包括华侨学子在内的学
生所向往。尤其是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
以后，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五
四”运动策源地，声名远扬，更加为广大
华侨所尊重，成为华侨学生申请入学的
热门高校。因申请的华侨学生越来越
多，北大华侨学生入学优待政策经历了
一个由宽松到收紧，最终取消的过程。

华侨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提供了巨
大财力和人力支持。孙中山称“华侨为
革命之母”，对华侨工作特别重视。中华
民国成立后，不管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
北京政府，都对侨务工作十分重视。
1914年 2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发布
《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第一次使华
侨子弟回国就学有法可依。该规程共 7
条，主要内容是对在海外中小学毕业的
华侨子弟回国内升学给予入学方面的
优待。国内高等学校对于回国就读的华
侨子弟可以“从宽录取”。如果已经录取
的华侨学生国语不太好，有碍听讲，学
校还应该给他们设国语补习科。

《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颁布后，
华侨学生纷纷申请入读北大。对于前来
求学的华侨学生，北大非常欢迎且尽量
给予优待。

起初，北大对于华侨学生申请入
学，基本是遵照教育部 1914 年颁布的
《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办理。依此规
程的第三条，虽然规定对华侨学生可以
从宽录取，但是也限定降分范围最多为
10分。这对大多数基础较差的华侨学生
来说，还是难以达到的标准。为了照顾
从海外归国求学的华侨学生，1919年 9
月，北大制定了《华侨学生入学通融办
法》，让符合一定条件的华侨学生先随
班旁听，一年后再补考入学试验，成绩
合格的就可以转为正科生。该办法全文
如下：

华侨子弟不远万里来京求学，为本
校所欢迎。惟其程度或未能一致，本校
为体恤华侨起见，特定通融办法如左：

一、华侨子弟凡在中学毕业而国文
清通者，准其入预科为旁听生，俟补考

入学试验及格后，即作正科生。
二、华侨子弟在本国他大学预科毕

业或在国外大学二年级学生而国文清
通者，准其入本科为旁听生，俟补考本
科入学试验及格后，即作正科生。

三、华侨学生须由侨居地方商会证
明确为华侨子弟。

不过，在该办法公布后不久，北大
教务长又发布公告对第一条中的“中学
毕业”加以限定，规定专指国外之中学。

1920年 5月，北大评议会通过教务
会议提交的《国立北京大学修正旁听生
章程》，其中第 4款规定“旁听生不得改
为正科生”。但是该章程针对的是普通
旁听生，对华侨学生依然施行 1919年 9
月通过的《华侨学生入学通融办法》，允
许华侨旁听生补考及格后改为正科生。

1920年11月，教育部接到旅京华侨
学会转呈荷属华侨代表黄宣猷条陈，要
求国立大学附设高等国文补习科、普通
国文补习科，分别招收从荷兰大学和荷
属中学毕业的华侨学生。通过对这些华
侨学生“教以祖国之文字言语历史，以
期发挥其爱国热心”。教育部认为该建
议异常重要，遂训令北京大学，按照条
陈提出的建议，“妥筹办法”。北京大学
对此也非常重视。蔡元培校长当时不在
校，由代理校长蒋梦麟把此事提交教务
会议讨论，议决由中国文学及历史两系
的教授会负责拟定两种补习科草案及
课程计划。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史
学系主任朱希祖分别召集本系教授会，
经过数次讨论，最终拟定相关补习科草
案及课程计划，于 1921年 2月提交学校

教务会议通过。经教育部核准后，北大
设立面向华侨学生的国文补习科，并于
1921年秋季招生开课。国文补习科分高
等补习科和普通补习科。高等补习科学
制 2年，招收从欧美大学及专门学校毕
业但没学习过国文国语的毕业生；普通
补习科学制 1年，招收海外华侨中学或
其他外国中学毕业但没学过国文国语
的毕业生，目的是为他们上国内大学作

准备。在后来实际执行中，大量来报名
的主要是投考普通补习科的华侨中学
毕业生。

北大设立华侨学生国文补习科，为
华侨学生学习国文、熟悉国内生活提供
了便利。经过1到2年补习，即使他们还
不能直接参加北大正科生入学考试，至
少也可以申请成为旁听生，旁听 1年后
还有机会通过补考入学试验及格的方

式成为正科生。可以说，北大对归国求
学的华侨学生提供了极大的照顾。

1922年 3月，北大对华侨学生入学
通融办法作了修正：一是进一步明确必
须是从国外中学毕业或在国外大学学
习的华侨学生。二是扩大保荐人范围，
由原先单一的侨居地商会扩大为“侨居
地方商会、教育会或中华民国外交官
署”。

1922年秋季，因申请到北大旁听的
华侨学生多达一百余人，“远超本校收
容的能力；且该生等来自异地，程度不
一，安插甚难。”9月 12日，经考试委员
会议决定，本年华侨学生报名旁听者，
均须受甄别考试一次，考试日期定在 9
月 19日，考试科目为英文、国文和数学
三科。不料，许多学生英文和数学的成
绩特别差，这令北大校方很意外。9月23
日，教务处公告了这次考试情况：“本校
念华侨子弟生长海外，虽通外国文，而
学习国文机会较少，故设为特别通融办
法，展缓入学试验之年限，使其得从容
补习国文。不意本年华侨学生甄别试验
之结果，应考诸生中，多有英文不能成
句者，数学成绩尤劣。中有士吉利某校
来投考者，九人之中，英文、数学无一人
及格者。此项学生，程度太低，在本校实
无法补习。”（《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9
月23日第1074期第1版）最终，北大这
次仅录取“外国文较优，而其他两项成
绩亦不太劣者，或三项平均成绩尚可观
者”共 19人为正式旁听生，又选了 8名
只是数学单项成绩不好的学生允许他
们在预科一年级旁听，但是要求他们在

一年之内将国内中学应学习的数学课
内容自行补习完，明年随同新生补行入
学试验，及格后，准其改为正科生。另外
还有6人，经审查是在国内中学毕业的，
不符合修订后的华侨学生入学特别办
法要求，学校决定这6人可以旁听，但是
不得入预科，也不能改为正科生。

1923年 5月，北京大学对华侨学生
入学特别办法再作修订。新修订的办法
由先前 3条增加到 5条。一是增加规定
在国外中学毕业或国外大学肄业来投
考北大预科或本科的华侨学生，要接受
北大“特别试验”。二是增加规定每年录
取华侨旁听生人数“以本校各班余额为
限”。

1924年6月，北大公布的《国立北京
大学华侨学生入学特别办法》在上一年
基础上又作了修订，删去了“特别试验”
提法，改为“经本校审查及面试合格后
成为旁听生”。另外，增加一项规定：旁
听生补考入学试验转正科生的考试，

“须于入学后二年以内补考及格，过期
即丧失改正科生之资格。”

长久以来，一方面由于报考北大的
华侨学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因为对
华侨学生入学的优待办法滋生出许多
弊端，1924年 9月 29日，北大宣布废止
《华侨学生入学特别办法》，“本校为谋
华侨子弟来校求学便利起见，曾订《华
侨学生入学特别办法》五条，兹查自实
行以来流弊滋多，现经教务会议议决废
止，应即照办。”（《北京大学日刊》1924
年10月2日第1533期第1版）

1925年 5月，北京大学发布修订的
《北京大学入学考试规则》，在规则最后
部分又以“附告”形式告知《华侨学生入
学特别办法》废止，“本校《华侨学生入
学特别办法》，业经废止，自本年起，华
侨学生亦一律按照本校普通入学考试
规则受考。”至此，北大对华侨学生入学
不再有特殊照顾，华侨学生与国内普通
学生一样参加入学考试。

（作者为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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