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丁淦林先生

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
2003年，我到先生生前任职任教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的学习与研究，有幸

选中的导师就是丁淦林先生。
在两年的在站学习研究以及从那

时到他离开我们的日子里，我获教、受
益于先生甚多，其中，“学术研究应求

细”的教诲留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并

直接体现在了他对我的最后的学术指

导方面。

学术研究：
细节可以做出大文章

我的博士后研究原本想顺着新闻

史的路子进行，丁老师告诉我说，有关

新闻史的研究目前已经很全面和很深

入了，通史、断代史、人物史、地方史、个

案史等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而且

研究成果丰硕。如果你要继续这方面的

研究，必然要走精细的道路。
虽然对任何一门学科而言，求真、

求细、求实是最基本的，但对于当今的

新闻史研究而言，尤其应该如此。先生

以他考证新闻史上的案例，如关于某报

人一美元收购一家媒体、民国时期出版

的一本新闻史教材中提到的关于新闻

教育的一句话等，给我诠释了“求细”之
益，现身说法，一言九鼎。

虽然最后我选择了比较宏观的媒

体战略研究，但丁老师依然用注重细节

的方式来要求我，时刻提醒我多注意细

节，并从细节中寻找有意义的突破口，

要能够见微知著、微言大义。
比如，他要求我就媒体战略研究，

一定不能忽视个例的剖析，要注重典型

人物、典型媒介代表的示范和带动作

用。不能用太多的文件或者政策来进行

“高大全”的“整合”。按照他的要求，我

在研究报告的撰写中基本是宏观与微

观结合，在微观方面坚决坚持从细入

手，解剖麻雀，把大问题分解为许多细

小的问题，通过这些细小问题的研究而

展示和诠释媒体的战略。最后，我的博

士后研究报告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名是《媒体战略策划》。
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那个时候，丁

老师基本不再给任何人和任何书稿写

序了，但他却非常破例地给我的这本书

写了序，而且文字的长短也远远地超过

了他既往写序的“千字文”范畴，有3000
多字。不仅如此，他还专门为我的《媒体

战略策划》一书在人民日报发表“传播

业管理的新思考”的举荐文章。可能他

看重的或许是这部应该是“宏篇叙事”
的作品，有比较多的“细”和“实”的内容

文 ｜ 李建新

本栏目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与本刊合办

新闻之“道”在于“求细”
———丁淦林先生新闻教育思想管窥

新闻春秋

丁淦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新闻教育家。
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以及新闻

史的研究。本文作者师从丁淦林先生，作者获教、受益于

丁淦林先生甚多，其中，“学术研究应求细”的教诲留给了

作者非常深刻的印象。
丁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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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缘故。

海外学习：
细节可以解决大问题

当我确定2011年要到美国密苏里

新闻学院访学并就此事征求丁老师意

见的时候，他给予我积极的鼓励并提出

了几点非常“细”的嘱咐。事后看来，他

的那几个“细则”是我取得访学成果的

法典，也应该是针对我访学的金玉良

言。
他的几句嘱咐的话是：

不要怕丢人；
不要中国人扎堆；
一定要多与外国人交流；
发挥记者的特长，多写点东西；
多找第一手的资料；
旅游也是一种学习……
多年学术奋斗与追求，已经养成了

我不耻下问的习惯，而且无论做事还是

做人，我时时处处甘当“小学生”。但出

国之后，在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交往之

中，是不是有个“气节”的问题，是不是

有个民族“尊严”的问题，是不是有个

“不卑不亢”的问题，等等。我一直受困

于这些问题。在出去之后，我有意的按

照丁老师说的去做，放下“教授的身

段”，只要是学术问题就虚心请教，结果

是赢得了许多学者的互信与理解，学到

了许多知识，结识了不少朋友。
“中国人扎堆”是个“传统问题”，国

人抱团取暖，以老乡、同学、朋友等为中

心而展开交往，同时有一种天然的“排

外”情结。殊不知这是出去访学的大忌，

你不融入人家的环境与情景之中，怎么

能够知道人家是怎么一种做法、怎么一

种行为、怎么一种模式等等？交流应该

是互通有无，要相互作用，中国人扎堆，

怎么可能实现与他人的互通呢？

丁老师说，密苏里新闻学院与中国

的关系渊源颇深，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成

立的新闻学院，又是最早在中国进行新

闻教育的外国新闻院校。密苏里的体

系、密苏里的方法、密苏里的内容等为

好几代的中国新闻人提供了新闻知识、
新闻技能、新闻理念等诸多方面的营养

补给，早年中国新闻学界的不少名家都

有着密苏里的背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

第一任院长，也是该院的创院院长的威

廉博士在上个世纪初造访中国，在北京

大学进行新闻学知识的布道，更是催生

了中国的新闻教育，而伫立在密苏里新

闻学院大门口正中间的一对石狮子，则

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国民党要员为了感

谢密苏里新闻学院对中国新闻界的帮

助而特地赠送的。不少早年在中国新闻

界有名的人有过密苏里求学的背景，密

苏里与中国的关系，是世界上任何新闻

院校也比不了的。
他还说，密苏里新闻学院是世界新

闻教育的圣地，是一个大的“富矿”，这

个矿“品种多，数量大，质量好”，所以他

特别的鼓励我“做好功课”，早点成行。
为了使我能够事半功倍，他又细化

出了3点具体指导意见：

第一，摸清家底，避免重复劳动。他
说，有关密苏里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有

欠缺，但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花的功夫和

出的成果并不少，他还列举了五六位在

这个领域有研究造诣的台湾、香港学者

的名字，让我先了解一下他们的研究成

果，看看他们到底做了那些，还需要做

那些，这样既避免重复劳动，有可以借

鉴别人，节约时间，有的放矢。
第二，优化路径，凡事寻求直达。我

告诉他我的行程是上海浦东———美国

底特律———圣路易斯。他说你这个行程

绕远了，最佳的线路是在洛杉矶、芝加

哥转赴圣路易斯，然后由圣路易斯去密

苏里大学的所在地哥伦比亚，这是直线

距离，底特律靠东，有点过了，要走一段

冤枉路，而从圣路易斯到密苏里所在的

哥伦比亚小镇，还有近2个小时的车程。
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地理位

置和航空公司的线路设置以及出行的

时间决定了你必须这样走。
他就此问题话锋一转，说如果你在

学术研究中也出现这样的事情，恐怕损

失就大了，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

打起精神，在学术研究中保持高度的警

觉，一定要“行成于思”，路径选择正确，

千万不可选错了路径，也不能在正确的

目标之下走曲线、走折线、走环线，一定

要走最短的直线，这是学术研究的最讲

究的方法。
第三，张开嘴巴，“鹦鹉学舌”。丁老

师告诫我说，刚出去的时候会有张不开

口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强迫自己开

口说话，而且是专找老外说话，这样语

言关过的就比较快。他说“鹦鹉学舌”用
在学外语上是个褒义词，语言就是模

仿，我们就是要地地道道地学习人家的

说话与表达，甚至腔调等，这样才能够

说标志的英语，才能为你的交流与学习

打好基础。
他还说，旅游也是一种学习，出去

了就不要停留在书本上，要做一些实

地考察，要广结善缘。如果有条件还要

到其他的新闻院校去看看。特别是美

国的东部，常春藤的高校比较多而且

集中。既然是学习，不妨点面结合，不

妨取众家之长。比如美国西北大学的

新闻传播教育、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

传播教育、丹佛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

等都很有特色，把它们的特点和密苏

里联系对照起来会有新的视野和新的

认知出来。
“张开嘴巴把新鲜的东西吸收进来，

用心思考再把有营养的东西进行物质和

能量的转化，这样你就会不虚此行。”

成果体现：
细节可以证明你自己

当今世界是“大同”的世界。这个

“大同”体现在学界，就是有越来越多的

文章是“大同”的，有许许多多的作品是

“大同”的，有不胜枚举的成果是“大同”
的，等等。如此不一而足的“大同”，实为

学界抄袭、剽窃、创新不够等问题的体

现。
因此，丁老师希望我能够创建自己

的“学术标签”，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我

的东西而绝对不会是别人的———就像

我的许多新闻作品一样，能够标新立

异、自出机杼。而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

好方法就是从观察和研究问题的细节

入手，让涓涓细流成为浸入心田的强大

力量。
我在访学期间，撰写了《穿越密西

西比》、《访学美国述要》等专著，也在美

国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了新闻作品。这些

有别于他人作品能够问世，一个重要的

因素就是我特别的在细节上用了心、用
了功。

新闻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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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老师告诉我说，你曾经是一个

记者，到美国后要发挥这个优势，多研

习别人的作品，多观察、多思考、多记

录、多写，写完全不同于别人的东西，

事不一定惊天动地，但你要向受众提

供你独到的见解和信息，要用你独到

的语言和表达的方式，千万不能雷同

他人。
他的要求，成为了我在美国的行为

圭臬，我记录美国也就有了我自己的

“标签”：如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到底与我

们有怎样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别，我们

能够感知到什么，我的文章《大失所望

的欢迎会》、《肯尼迪的劝告》、《不要因

为担心语言问题而拒绝美国家庭的邀

请》等文中就体现了我的观点，文章发

表起来也比较容易；

在访学的过程中如何进行责任担

当，维护国家尊严与利益，建树中国人

的形象？“中华文化传播应该注意的四

个细节”、“谨防假洋鬼子”、“气节与形

象”、“团队初解”等进行了有的放矢的

努力；

如何能够兑现在访学过程中以“所

学、所见、所闻、所访、所查、所探、所参

与、所体会、所思考、所总结”等为要旨

和特点的实证研究的意愿，避免隔山买

牛，直接寻找问题的答案？“走进美国课

堂”、切忌“买椟还珠”、“选课表中析玄

机”与此紧密关联；

访学中能够取得成就、赢得同行侧

目的独家秘笈是什么？“美国‘处女作’
诞生记”、“弈趣与学理”、“新闻采访：一

个‘寻找理由’的过程”等可以给出蛛丝

马迹；

一个新闻学者在世界顶级新闻学

院探寻的脚步怎样，其结果又是如何？

“学习新闻的最好方法”、“当代密苏里

新闻教育实证研究的论证词”、“新闻学

院还是媒介集团？”等是这个问题的答

案。
回过头来看，我的以上的文章，应

该是在丁老师注重细节的教诲之下完

成的，这些文章因为“太细”而有了自己

的特色，不仅一些报刊发表了，而且还

集结成了专著而出版。
注重细节、以小取胜，这是丁老师

授予我的法宝，也是我学术道路上前进

的一个指路明灯。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密苏里新
闻教育新范式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的可
行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860009）
的成果之一］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

播系教授、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 新 闻 传 播 学 博 士 后 、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副会长）

本 刊 讯 近日， 根据2011—2012
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综合评价
数据和评审专家组评议 ，《新闻与写
作》入选2012版 “复印报刊资料 ”重要
转载来源期刊。 这是本刊自2012年初
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后又获得一项殊荣。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
刊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书
报资料中心共同颁布 。“复印报刊资
料” 系列学术刊是在我国公开出版的
报刊上搜集、 精选人文社科学术论文
的相关信息， 并按学科进行分类 、编
辑、出版的二次文献期刊群，是与 《新
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 《高
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并称我国的“四
大学术文摘”。

《新闻与写作》入选
2 0 12 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简 讯

丁 淦 林 先 生 是 我 国 著

名的新闻史学家，新闻教育

家。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

了 我 国 的 新 闻 教 育 事 业 以

及新闻史的研究。他的主要

成 果 有 ：《邹 韬 奋 年 谱 》（合

著）； 丁淦林主编《中 国 新

闻事业史》；《简明中国新闻

史》（主编）； 《中国新闻 史

文集》（主编）；《中 国新闻事

业 史 》； 《 中 国 新 闻 图 史 》；
《丁 淦 林 文 集 》；《大 学 新 闻

系 教 育 方 位 的 确 定 和 核 心

课程的选择》等。
他 是 一 位 桃 李 满 天 下

的老师， 他常常对学生讲：
学术研究要严谨、 务实，不

能 造 假 。还 有 就 是 ，要 有 自

己 的 看 法 ， 不 要 盲 目 跟 潮

流 ， 也 不 要 盲 目 跟 着 材 料

跑。要在尊 重事实的基础上

做出自己分析。新闻史研究

对理论水平的要求很高，既

要有 理论思维习惯，也要求

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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