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5日夜色深，新闻学院

蔡冠深报告厅灯火通明，掌声笑

声阵阵传来，财经作家、新闻学

系1990届校友吴晓波正在作《我

一直是一个记者》主题演讲，分

享新闻写作的心得体会，并与新

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对谈，快问快

答。这场讲座是本学期“新闻与

记忆”新闻学院创建95周年纪念

系列讲座第三场。

“新闻系教会我的四件事”

“来新闻系，是我一生中最

荣幸和荣耀的事情。”讲座伊始，

吴晓波回忆起在复旦的求学岁

月，“新闻系教会了我四件事”。

此次回到母校演讲，学院翻

出当年吴晓波入学、毕业档案中

的影印件。对比两张照片，刚入

学时青涩的面庞，毕业时已带上

浓厚的书卷气。

1990年临毕业前夕，吴晓波

作为系团总支书，代表师生看望

新闻系老系主任王中教授。那

场 15 分钟的会面，他铭记至今。

他说，复旦新闻系是一个有信仰

的学院。老系主任王中教授提

出新闻的各种属性中“人民性第

一”的主张，让学子如雷贯耳，

“我能够走到今天，要感谢新闻

系从第一天开始，给了我道德和

信仰上的基石。”信仰，是他学到

的第一件事。

“真正当了记者，是什么样

子呢？”当年吴晓波在图书馆找

到一本《李普曼传》，他描述记者

职业：“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

远的探求为己任……这就是我

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

这段话让吴晓波第一次知道新

闻原来是这么回事，一条朦朦胧

胧的记者之路展现眼前。在 34

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一段话他反

复读了不下千次。

大学四年，吴晓波有三年在

办报，这是第三件事。他负责编

辑学生会的《复旦人周报》，“老

师教的东西，在这里实践”。那

时候报纸是徒手写画，新闻是一

条条靠脚力采来，中缝的赞助是

沿街一家家找眼镜店十块二十

块钱拉来。遇上学校没有大新

闻，编辑部大胆在头版留白，标

题是《本期无头条》。这段经历

提升了吴晓波的新闻实务能力，

至今为他津津乐道。

“之前看到的国家就是书本

上的国家，出去走完一圈，我才

知道这个国家的大江大河原来

是什么样、善良勇敢是怎么回

事。”新闻学院有实习实践的传

统，锻炼学生培养记者的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这也是吴晓波

学到的第四件事。在大三下学

期，吴晓波参加学院“未来记者”

南疆考察，走遍江西、湖南、湖

北、广西、贵州、云南，深入农村

一线甚至边疆军营，与这片土地

百姓交往。“这次考察对我一生

改变非常大。”这也是他为何毕

业后选择要去当工业记者。

“我一直是一个记者”

1990年，在叶春华教授的引

荐下，吴晓波前往新华社浙江分

社任工业记者，这一干就是13年。

临别时，叶老师教他，“当记

者要定一些看得见的目标”，他

于是定下“九年小目标”：前三

年，成为浙江最好的工业记者；

再三年，成为新华社最好的工业

记者；再三年，成为中国最好的

工业记者的目标。吴晓波说，他

一直是这么做的，前两项都达

成，而第三个目标臻至完美何其

难，进步永无止境。

“34年，我一直在写作，一直

在现场，从未出卖自己的自由”，

吴晓波说，“我一直是一个记者”。

刚进新华社没几个月，吴晓

波就得到机会，在老记者胡宏伟

的带领下去温州做了全国最早

的股份合作制调查。这次调查

的报道成果，也间接促成制度的

合法化。作为时代变革的亲历

者，吴晓波不仅记录，更间接参

与推动了变化的发生。

对谈环节，一篇篇吴晓波92

年-94年在新华社当工业记者时

期的稿件，被悉心整理呈现在大

屏上。张力奋与吴晓波对谈，讲

述报道背后故事。

回看这段记者生涯，吴晓波

说很幸运，“在新华社能够让我

具有全国性的视野”，同时，“聚

焦浙江省这个 90 年代市场经济

和私营企业最发达的地方”。这

些经历为吴晓波对企业的持续

追踪观察、写作商业史书打下基

础。

与师弟师妹畅谈写作人生

“从 1997 年开始，我定下目

标，每年写一本书。”一本书的酝

酿筹划写作出版，往往要3-4年，

这也就意味着，他要并联式工

作，同时写4本书，才能保证每年

出一本书。吴晓波右手手肘处

有一个老茧，这正是长时间敲电

脑写作磨出来的。

学习优秀作品、拆书、看韩

剧、在闹市中写作、探索写作风

格、学写发言稿、培养对数目字

的敏感度……这些五花八门的

“怪习惯”，是他在数十年间刻意

进行的写作训练。

吴晓波鼓励学子大胆尝试、

用心打磨写作技巧。他不相信

有任何天才，因为他本人是花了

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训练出来。

创作者要突破从优秀向卓越的

最后一厘米距离，需要艺术、审

美和天赋。

“记者写下每一个字，瞬间

变成历史，这是个工作值得骄傲

的部分。我们这份工作跟历史

有关，跟信仰有关，跟这个国家

和民族的记忆有关。”他用李普

曼的“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为演

讲作结。 本报记者汪祯仪

校友吴晓波分享写作心得：我一直是记者

第八届金秋曝书节第八届金秋曝书节：：典籍寻根典籍寻根 家乘垂古家乘垂古
复旦大学第八届金秋曝书

节10月15日在江湾校区李兆基

图书馆开幕。

本届曝书节以“典籍寻根

家乘垂古”为主题，展示了校档

案馆、励双杰、童志新、崔雄、王

毅等先生所借展的家书、家谱、

宝墨，以及唐宋、元明清历代纸

张和印刷品等。这些家谱数量

众多，保存刻印信息完整，展现

了家谱的独特价值。其中档案

馆展出的苏步青先生家书，是

苏老写给长女苏德晶的一批信

函，在私语化文本中展现苏老

炽热的家国情怀。双杰先生所

藏各式家谱风格独具，令人大

开眼界，其中《杨氏添发公直系

谱》谱长16.7厘米，宽10.6厘米，

是目前为止全国发现印本中最

小家谱。王毅先生借展十六应

真图墨、八仙人物墨、唐寅画意

硃砂墨形态各异，人物精美，惟

妙惟肖。

在传统技艺区，复旦大学传

习所导师携弟子展示古籍装帧、

团扇绘画、鸟虫篆刻、纸浆补书、

碑刻传拓等技艺。在互动展示

区，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同学们

邀请师生参与团扇、传统木板水

印、线装书装订、蜡拓等传统体

验活动。

金秋曝书节始自 2017 年创

办，已至第八届。

复旦大学书画篆刻艺术研

究院捐赠仪式同时举行，新疆鑫

华旺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捐赠

人民币一百万元。在“冯其庸致

王少石信札”捐赠仪式上，王雯

女士和王云女士代表其父王少

石先生向研究院捐赠200余封珍

贵信札。

来源：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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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青年学术合唱团演出

10月20日晚，贝尔格莱德青年学术合唱团在相辉堂·北堂（郑裕彤剧场）举办音乐会。这是

一次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也是一番令人沉醉的视听表演。

合唱团创立于1971年，是巴尔干地区最受尊敬的合唱团之一。该场演出由德拉加娜· 约万

诺维奇女士指挥，约30人参演，曲目包括从早期音乐到当代音乐艺术等不同音乐时期的作品。

实习记者 杜昊

复旦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作品来校巡展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作品来校巡展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

助力乡村振兴创新作品巡展”

10 月 20 日在校博物馆开幕，于

10月20日至11月10日展出。

展览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

手工艺创新与当代贵州少数民

族手工艺的对话为主线，精选

以贵州少数民族刺绣、织锦、蜡

染 及 银 饰 等 传 统 手 工 艺 的 技

法、图案、款式、形制为基础的

创新创意作品 76 项（238 件），分

为“指尖经纬·俯仰天地”“蜂蜡

留情·冰裂千纹”“馨霜白雪·莫

比银彩”“物有无穷好·蓝青又

出青”四大板块，集中展现传统

手工艺与现代生活链接所焕发

的勃勃生机与无限美好。

这些民族文化及手工艺品

承载着贵州民族文化的发展历

史，发掘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的

益处就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希望通过此次展览，有更多的

人士看到贵州民族文化的独特

性，进而助力贵州民族文化和

乡村振兴。巡展由贵州师范大

学主办，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复旦大学博物馆及贵

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共同承办。

来源：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北京人艺院长走进学校讲名剧北京人艺院长走进学校讲名剧
10 月 15 日，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党组副书记、院长，导演、

国家一级演员冯远征在相辉堂

北堂带来戏剧讲座。

冯远征结合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精心呈现的经典剧目《茶馆》

《哗变》《日出》《杜甫》《正红旗

下》，以“近思戏剧之光 远扬青

春之帆”为题，引导学生对戏剧

艺术的深入理解和欣赏，传播

戏剧艺术的文化育人作用。

本次活动由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中心、上海学生戏剧联

盟主办，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

心、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承

办。

实习记者 廖 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