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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9_B6_E7_94_9F_E5_c73_647429.htm 在我的印象中，记者

总是刚刚从采访前线归来，接着奔赴下一个新闻前线，他们

是一群永远和新闻在路上的人，永远为下一条新闻而忙碌，

奔波于文字与现实之间。正是缘于对记者的向往，我来到了

中央民族大学，在我的导师张儒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攻读新

闻学硕士。以前我一直以为导师都是些古板而又严谨的老学

究，然而在张儒老师身上，我真正体会到了记者的风采。 边

疆实践经验进课堂 张老师从1984年起开始研究民族新闻，在

中央民族大学任硕士生导师期间，首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

概论的课程。他的课不是宣读教科书上的教条，三十余年的

记者经历，让他的课程充满了丰富的经验和阅历，学生总能

听到一个个扣人心弦的采访故事，在欢声笑语中体会少数民

族新闻理论的特殊规律。在讲到我国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时，

张老师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为例，饶有兴趣的讲起了边疆采访

的故事： 他在黑龙江采访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时，当地俄罗斯

移民后裔处于边缘状态的生存状况引起了他的关注，但是这

并不是他此次采访的主要任务，而且此时在当地的采访时间

即将结束。然而，考虑到这一问题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

展的影响，他决定延长采访时间，深入调查这一情况，并将

最终的调查结果写成了一份数据精确、内容翔实的内参，呈

送有关部门。后来，这份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和

重视，并专门就此做出了相关批示。 这样的采访事例，在张

老师的课堂上不绝于耳，学生在听得兴致盎然之际，也明白



了我国新闻规律中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意义和工作方法

，体会到了“新闻不仅仅是报道消息，也要做力所能及的实

事”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与枯燥的教条相比，学生更愿意上

这样的课，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

名师点路”，学生在张老师的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了属于自己

的学习经验，为以后的新闻业务工作积累了重要的“软实力

”。 今天都上大街去找新闻 新闻业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

程，多年的记者经历也让张老师意识到必须让学生亲自体验

采写过程，在实践中学习的重要性，于是他想方设法为学生

提供各种实战锻炼的机会。 为了讲授采访理论这一课，张老

师想到了一个办法把学生集体“赶”出去找新闻。上课之初

，张老师宣布今天的课程不在教室里进行，全体同学都到中

关村大街上找新闻去，切身体验一次记者从采访到发稿的完

整过程，时间是一下午，内容是新闻或评论。得知这一任务

后，全班同学都很兴奋，幻想着自己能像那些名记一样顺利

带回一组发人深思的深度报道。我以学校为起点，顺着中关

村大街步行，展开新闻搜索。兴奋之余，我发现大街上一如

既往的熙熙攘攘，没有所谓的“新闻事件”进入我的“新闻

眼”，该如何拿出作品交差呢？我沿着街道一直往前走，一

边努力回忆着课堂上学过的判断新闻线索的新闻价值理论几

大要素，看看身边的哪些事件可以写成新闻，然而，辛苦一

路，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采访线索。最终，这次“找新闻”

的作业，我只提交了一条关于交通拥挤方面的新闻稿。这次

实践采访之后，让我对记者的采访过程有了切身感受，对记

者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以为新闻就是按照书本上的

理论按图索骥，信手拈来，实际的操作过程往往有着书本上



没有的复杂和精彩。 张老师总是费尽心思布置各种作业，独

特的教学方式也让学生在新闻业务课上的学习收获颇多。为

了让学生体验新闻节目制作的过程，他的每节课上，都会让

一组学生将每周新闻编辑整理，做成一期十五分钟的新闻播

报节目；他请来新闻界的老前辈做讲座，然后接受学生的的

集体采访，完成访谈稿；他请来《精品购物指南》的部门主

任讲解经营管理的经验，回答我们或幼稚或刁钻的问题；每

次点评学生作业时，张老师都要评出最佳作品奖、最佳标题

奖等奖项，不仅有精神上的鼓励和赞许，更有奖金和他亲笔

题写的赠语一条。奖金由他自掏腰包，虽然只有十来块钱，

却是弥足珍贵的纪念。我曾经有幸得过一次，十块钱的奖金

我一直舍不得用，至今仍原封不动地放在床头的小盒子里。 

拜师仪式缔情谊 开学不久，同在张老师门下的研究生便决定

沿袭师兄们的传统，操办一场特别的拜师仪式，用这种古典

而又庄重的仪式来拉开研究生生活的序幕。同学们们既兴奋

又紧张，聚在一起商量仪式的步骤和细节。 “令秋三月，登

兰芝之堂，今零七学子合拜先生为师，考览六经探综图纬，

以究新闻学之真谛⋯⋯”拜师仪式以学生代表朗诵拜师辞开

始，学生们依次上前呈上拜师帖，张老师一个个亲手接过，

并赠与回帖。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景。至今老师的殷

切寄语似乎还回想在耳边，他提出的学习目标“采写编评之

高手，经营管理之能人”成了我的座右铭，每当想偷懒时，

这寄语总是鞭策和鼓励我前行。虽然如今的研究生教育不再

有传统的习俗和礼节，但是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拜师礼，还

是让我体会到了仪式教育的重要意义，对学生和老师而言，

都是一次庄严的承诺，在紧张而又庄重的氛围中，彼此对师



生关系进行了一次融入心灵的理解，既拉近了距离，又感受

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记得当时拜师仪式后大家互相交流

，才发现同学们们在接过老师回帖的一瞬间，都涌动着一股

学术精神的激流，在心底暗下决心，读研究生一定要学有所

成。我想，这一相同的感悟应该正是拜师仪式要达到的吧。 

和往届学生一样，我们这一届学生也设计制作了新的师生通

讯录，包含张老师三个年级弟子的个人信息以及往届毕业生

的联系方式。同学们精心设计制作，最后发到每个人手里的

装帧精美的铜版纸《通讯录》，是我们这些张门弟子独有的

“珍藏品”。 乐观态度写人生 也许是走南闯北的阅历让张老

师看遍了人间的新鲜事，也许是几十年的记者经历让他看淡

了个人的得与失。张老师对生活总抱着一种豁达乐观的态度

，每次看到他都是精神十足，和同龄的老师们相比，他的年

青和活力不仅写在脸上，也蕴含在周身散发的活力和儒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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