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一个集体成果在我手

里完成，我感到很欣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秦

绍德所说的成果，正是由中国新

闻史研究奠基人之一宁树藩

（1920-2016）领衔主编，姚福申、

秦绍德等全国40位专家学者历

时26年完成的《中国地区比较新

闻史》。近日，该书荣获教育部

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首次全面叙述
论述各地区的新闻史

古往今来，中国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

地域不平衡性。九十年代初，

有感于这种不平衡性对中国近

现代的新闻事业发展的深刻影

响，宁树藩牵头申请国家社会

科学重大课题项目，联络全国

各地 40 位学者参与研究与写

作，开始了《中国地区比较新闻

史》一书的撰写。

中国各地的新闻事业是如

何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有的地

方快，有的地方慢？中国的新闻

中心是如何变迁的？……面对

一系列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元问

题”，《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通

过“比较”，试图给出答案。

作为宁树藩的博士生，秦绍

德协助导师立项，并参与到该项

目的初期工作之中。2011年，秦

绍德从91岁的宁树藩手中接下

任务，进一步负责总论部分的统

稿、重要段落的撰写、注释和出

版前的工作，最终他用了6年时

间完成全书定稿。

2018年9月，由复旦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

史》正式问世，全书分为上、中、

下三卷，共135万余字。

翻开厚厚的三卷本，该书按

照中国地区进行划分，在分类叙

述的基础上，对各地新闻发展事

业进行全面评述。“述”与“论”相

结合，是该书亮点，也是编写难

点。作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集

大成之作，读者可以从书中窥见

中国新闻事业如何在不同历史

时期、不同地域环境中生根发

芽，如何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

化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今天中

国新闻事业的多元面貌。这种

全面的考察，不仅展现一幅中国

新闻事业发展的全景画，也为理

解中国新闻史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提供新视角。

“这个奖是对宁先生的告

慰，他在地下可以安心了”，秦

绍德说。

一场接力赛

有关本书的资料，秦绍德至

今保留完好。这些材料中，既有

秦绍德亲手填写的立项书，也有

课题组的讨论纪要。而秦绍德

最为重视的，是导师宁树藩用文

稿纸亲笔所写的修改意见。它

们都被完好地收藏在专用信封

中，笔迹刚劲有力。

宁树藩喜欢思考问题，吃饭

想、睡觉也想，学术就是他的人

生。2015 年 94 岁的他因病入

院。“进医院前，他还在修改草

稿。”秦绍德说，“宁先生对学术

的追求，其实是对真理的追求、

对科学的追求，也是对发现、总

结规律的追求”。

一张上海社联抬头的信纸

手写记录了作者名单，信纸上6

个人名红笔加框，到本书出版之

际团队 8 人已逝世。这也使得

该书的出版具有纪念意义。年

逾古稀的白润生、王绿萍、张鸿

慰、张松之、王作舟教授，作为该

书的编写团队成员，在该书出版

之际，从各地专程赶到上海，亲

眼目睹著作的问世。

“这项研究是一场接力赛。

最早参加研究的一批资深学者、

记者和史学工作者跑了第一棒，

此后的年轻一辈接过第二棒、第

三棒，最终跑到了终点。”秦绍德

在该书首发式上说。

如今，这场接力仍以另一种

方式持续着。近年来，他积极参

加中国新闻史地方史学会的活

动，“一方面我希望多鼓励年轻

人继续做研究。另一方面，我也

想发发声、做些呼吁，因为新闻

史研究是集体的事业，一个人很

难做起来。”

今年5月，复旦新闻学院中

国新闻史资料中心成立，这让秦

绍德由衷高兴。书架上十大类新

闻史书籍陈列有序，其中不乏市

面上已买不到的绝版作品。“我们

还要动员更多老师来捐书，以后

这里的馆藏会越来越丰富。”

乐在其中的“科研义工”

几乎每个工作日，秦绍德都

会来新闻学院。他笑称，自己是

个“科研义工”。

2011年离休至今，秦绍德还

牵头编写了不少著作，合作对象

既有来自历史、外语等学科的专

家学者，也有活跃在新闻一线的

记者、编辑。出于兴趣，他今年

还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学术论

文。最近，他又开始筹备起了新

作。置身大学四十多年，秦绍德

对高等教育有独到见解。不久

前，他的新书《大学似海》出版。

“大学应该包容学子们多样

化选择，也应包容不同方向的科

学研究，允许自由探索。”在秦绍

德看来，大学是知识创造和传播

的海洋，也是中外交流文明互鉴

的海洋。包容性和多样性，造就

了大学。 本报记者汪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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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学者 26 载磨一剑，新闻史著作摘桂冠

“给岁月以生命，而不是给

生命以岁月。”午后，阳光洒落，

办公室桌面摊开的书上，第一章

的开篇引用的话，发人深思。

这本书是复旦大学文科资

深教授、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

带领团队撰写的《中国老龄社会

的治理与政策选择》。近日，该

书荣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

科学）一等奖。

多学科合作
成果是凝结智慧的结晶

“在中国学界，我们是最早

对人口老龄化进行深入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的团队之一。”彭希

哲介绍，团队于2011年在《中国

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第一篇老

龄研究论文。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

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2014 年启动“应对老龄社会

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重大项

目，复旦大学作为牵头单位，联

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浙

江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所组成

的跨学科研究团队承担，彭希哲

担任首席科学家。

五年多的攻关，彭希哲团队

与来自全国高校院各领域专家

学者展开研讨，碰撞思想火花，

建言献策；彭希哲带领复旦大学

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团队

负责项目专项课题五“整体性治

理——对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

和公共管理体系重构研究”。本

书是这一重大课题的集体研究

成果之一。

本书从治理及政策安排的

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人口

老龄化态势，在剖析现有治理

研究囿限的基础上论述老龄社

会治理思路转型的必要性，分

析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机制，

以此为基础探讨老龄社会的长

期照护体系构建、就业与消费

转型、区域协调机制等议题，对

具体的战略部署要点及可能的

政策选择进行系统阐述。

全书分为 9 章，26 万字，逻

辑紧凑、框架清晰、文字凝练。

曾获第八届人口科学优秀成果

奖专著类一等奖，2022年被全国

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推荐作

为“全国政协委员推荐读物”。

为人口老龄化正名
探索积极应对的中国方案

今年，我国宣布进入中度老

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比例突

破21%，养老支持、老年健康、银

发经济、延迟退休等成为热门话

题。今年也是彭希哲团队开展

老龄研究的第 13 个年头，距离

《中国老龄社会的治理与政策选

择》一书完稿过去5年。

“ 我 们 的 基 本 观 点 没 有

变，”彭希哲对中国人口老龄

化秉持一个基本观点：人口老

龄化是自然的人口现象，不应

对 其 持 有 片 面 的 、消 极 的 态

度，要客观、全面地看待。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一

直在为人口老龄化正名，去污

名化。要调整改变社会经济

和社会治理以适应老龄社会，

而不是将老龄化看作所有问

题的源头。”

许多西方国家老龄化进程

早、程度高，因此学界多提倡学

习西方经验。而彭希哲团队率

先提出聚焦中国思考，推动形成

新时代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中

国方案。“时代不同，国情各异，

最终还应落脚于形成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近年来，彭希哲团队的目光

投向科学技术与老龄化的应

对。例如，AI数据平台、机器人

助力养老服务的现代化，帮助解

决养老服务资源的相关问题。

“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事情”

“我今年已经退休了，但是

对人口学的学习和研究永无止

境的。”站在古稀之年回望，彭希

哲与人口学已然结缘40余载。

其中，老龄研究不仅是彭希

哲过去十多年的研究聚焦，也是

未来研究的重点。他的研究不

只局限在老年人口，而是“从人

口学出发的对不同人口群体的

研究”。彭希哲认为，做好人口

学研究，最首要的是多学习，打

好理论基础。

世界很大，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人口问题有共性，也有其

个性，“我们无法简单地套用某

一个通用的理论来解决所有的

人口问题，要多调查，多研究，

多接触实际。”

作为全国高校中首个老龄

领域的实体研究院，复旦大学老

龄研究院于2021年8月成立，彭

希哲担任院长。决策咨询研究

是老龄研究院的重要功能和主

要特色之一，未来也将持续服务

社会，贡献智慧与力量。

“不管是做项目也好，写书

也好，或者老龄研究院的发展也

好，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彭

希哲合上书册，“我的工作只是

把这些人聚拢在一起，共同关注

老年人的发展与未来。”

“把成果归功于团队，我只

是一个引领者，也可能是个组

织者。” 本报记者胡慧中

▲ 秦绍德 本报记者 戚心茹 摄

▲ 彭希哲 本报记者 戚心茹 摄

深耕人口学研究 40 年，愿给岁月以生命

优秀成果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