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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忆及父亲时说，宁老师说话很

急，写文章很慢。的确如此。父亲极其注

重史料的收集，秉持“言必有据”的原则，常

独自乘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东北角的

复旦到西南角的徐家汇藏书楼寻找旧书文

献。每次路过旧书店、旧书摊，他一定不会

错过，必定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淘到什么

“宝”。他出差到外地开会，也要到当地图

书馆找资料。每找到一份重要学术资料，

他都会高兴半天。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候。

我发现几份1985年他去重庆、武汉等

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介绍信，其中一张皱

巴巴的信纸上写着从住地到北碚图书馆的

公交换乘路线。在一摞摞纸张中，相当一

部分是大小不一的复印件，都是民国时期

的报刊杂志，还有很多不允许翻拍、复印而

只能手抄的手抄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经常叫研究生

到家里上课，登门受业的学生布置好桌椅、

烧上一壶开水，在学习之余一起品尝他喜

爱的安徽茶。培养了学生，也培养出了一

批茶客。如果他外出，几位学生就留在家

里继续讨论，事毕自觉把屋子收拾整齐，锁

门离开。

父亲总是笑呵呵的。即使年事已高，

仍兢兢业业、没有丝毫懈怠，家政阿姨总

说，宁老师怎么这么卖力啦，就像人家考大

学一样！正是凭借这份钻研精神，他晚年

作出了《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等重要学术

成就。

进一步深入研究宁老的学术思想，学习弘扬他的崇高精神，从宁老的治学之道和高尚师德中汲取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矢志拼搏奋斗，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学校事业、推动新闻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新闻学院纪念宁树藩先生诞辰100周年

他，生于安徽青阳书香门第，幼承旧学，打

下深厚国学功底，青年转向西学，1949年在上

海参加革命，1949年11月到复旦大学。

他，教书育人，矢志不渝，在新闻教育战线

耕耘60余载。他是我国新闻学界的泰斗、中

国新闻学史论研究的开拓者、上海社科大师。

他，终身潜心治学，笔耕不辍，获“全国优

秀新闻工作者”称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及

新闻传播学国家学会奖“卓越学术奖”和“终身

成就奖”……

他，是宁树藩。复旦人这样纪念他。

今年是宁树藩先生诞辰100周年，10月30

日，新闻学院举行纪念座谈会。校党委书记焦

扬讲话，原党委书记、上海市社联原主席、新闻

学院教授秦绍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

主席解超、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发言。

焦扬指出，宁树藩先生是让我们感到无比

光荣和自豪的复旦人。正因为有宁先生这样的

大师以身作则、行为世范，一代代接力传承，才

有了复旦新闻的今天。今天的新闻学院，发展

势头良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要

筑牢根与魂，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新闻教育，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育人铸魂，继续当好课程思

政改革攻坚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围绕总书记提

出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培养卓越人才。

要铺好桥与路，抢抓发展机遇，依托部校共建机

制，按照出人才、出成果、出思想、出功能的要

求，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贡献关键性

力量。要贯通天与地，始终面向国家和上海新

闻宣传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深入研究把握现

代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在媒体

融合、舆论引导、网络空间治理、国际传播等方

面作出卓越贡献。

师从宁树藩先生的秦绍德教授追忆恩师

说，宁先生挂在嘴上最多的是“规律”二字，心无

旁骛地投身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研究

中。先生注重求真务实，从不把学术研究作为

谋求名利的敲门砖，也从不做“动嘴不动手”的

项目领头人。在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的项目

中，他亲自策划、亲自邀请同仁参与、亲自外出

调研、亲自修改参差不齐的初稿、亲自写导论的

重要部分，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学术问题，并且付

诸于实践行动。

解超指出，2018年5月14日，上海市社联公

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宁树藩先

生是其中一位。宁先生在学术生涯中，始终坚

守崇高的理想追求，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彰显

了老一辈学人的精神风范。纪念宁先生，要学

习他笃定理想、坚定信念，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

学术品格。

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表示，宁先生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和精神财富。纪念这位中

国新闻史大师，就是要传承这笔财富，让宁老师

的精神在新闻学院90多年的院史中发扬光大，

让代代复旦新闻人在老师的恩泽中接力前行，

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征程中开创新局面。

纪念宁先生，是为了重温初心、催化理想、坚定

脚步，创造新的辉煌。

副校长陈志敏，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执行

院长张涛甫先后主持本次座谈会。校相关部

处负责人，新闻学院党政领导及师生代表，宁

先生亲友代表等参加座谈会并作交流。据悉，

宁树藩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是学校致敬

大师系列活动之一。

女儿宁晨云：

“每找到一份重要学术资料，他都会高兴半天”

我跟宁老师更多接触是读研究生时。

先生的治学风范用两个词总结：认真、严

谨。不论是自己写的文章还是别人写的文

章，只要经他手，他都是逐字逐句修改。我

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条目撰写，其

中有一条关于上海“孤岛”报刊，虽然这是

我硕士论文的主题，相对而言比较熟悉，但

当时对整个“孤岛”报刊尚缺乏深入的研

究。老师认真修改了我的草稿，做出大量

的改动。

老师做了一辈子教学、科研，时间近乎

百分之百用在了工作上，自始至终对学术

充满激情。宁老师对名利看得很轻，他觉

得该做的事情，就不考虑其他。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新闻学的春天

到来了，但对宁老师本人来说是晚年到来

了，不过他还是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和解决

新问题，迎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当时

宁老师年事已高，但他语速比我还快，在学

术上依然保持深入思考的习惯，思维敏

捷。他热衷和年轻人聊天，对学术的激情

大大弥合了与年轻人之间因年龄而可能产

生的代沟。

宁老师做学问充满爱与激情，从不觉

得疲倦。只要你跟他谈学问，他劲头就来

了，谈别的都不感兴趣。虽然著作不多，但

就像孔子“述而不著”。老师晚年，我们到

他家里跟他讨论，他比我们还激动，声音也

很响亮，不舍得我们走。真正要成为一个

学者，大概是要这样。

后辈黄瑚：

“一探讨起学术来，他就完全不像个高龄老人”

博士阶段三年的学业，在宁先生政肃

路第七宿舍那间老旧的公寓客厅，我度过

了许多难忘的时光。一杯来自先生家乡安

徽青阳的清茶，几页旧书刊，几位大学问家

高谈阔论、无所不包。我坐在一旁听先生

们一辈子学术积累下来的真知灼见，心想，

这才是大学该有的样子。

这样严谨又自由的学术氛围，伴随我

沉浸在徐家汇藏书楼，在文科图书馆旧报

纸的微缩胶卷堆里。

博士毕业后，我成了新闻学院的老师，

在讲台上一站也就是1/4个世纪。但是在

宁先生面前，我总归是个学生，每次登门拜

访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都是跟学术相关。

先生经常会问我有什么新的理论或者观点

可以用来关照新闻学的研究，社会学、心理

学、民族志、扎根理论，先生都非常感兴

趣。我从先生的言传身教，懂得了一个人

的学术可以完完全全的构成他的生命，学

术就是他唯一和全部的生活方式。

也是这样的秋天，院区里有桂花香，遇

到丁淦林先生和宁树藩先生从学院开完会，

我说我叫个出租车送你们。二老坚持不肯，

说习惯了坐133路，一部头很方便的。我至

今都还能清晰地看到丁先生搀扶着宁先生

走出校门，满身都是夕阳的金黄，回头向我

招手。如今二老都不在了，但我知道先生在

看着我。希望我不会辜负先生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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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陆晔：

“学术就是他唯一和全部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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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宁树藩先生主编的《中国地区

比较新闻史》

④ 宁晨云在“宁树藩纪念主题

展”上向与会嘉宾作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