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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 “ 文 化 大 革 命 ”
风 暴 中 的 北 京 广 播 学
院 被 “ 四 人 帮 ” 一 伙
污 蔑 为 “ 黑 基 地 ” ，
全 校 师 生 被 迫 迁 往 河
北 保 定 的 望 都 县 农 村
进 行 “ 斗 、 批 、 改 ”
， 赵 玉 明 也 在 这 段 时
期 跟 随 着 大 家 一 边 拿
镰刀，一边喊语录。

回 忆 起 那 段 经
历 ， 赵 玉 明 一 直 觉 得
自己非常幸运，“1970
年 1 1 月 初 ， 中 央 广 播
局 因 为 要 筹 备 延 安 广
播 历 史 展 览 ， 紧 急 把
我 从 五 七 干 校 调 回 北
京 。 一 年 以 后 ， 展 览
告 一 段 落 ， 我 打 点 行
李 准 备 返 回 干 校 ， 但
没 想 到 组 织 又 分 配 我
去 中 央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新 闻 部 上 班 ， 我 参 与
了 报 摘 、 联 播 节 目 的
编 辑 工 作 ， 干 了 将 近
一年半。”

1 9 7 3 年 春 ， 历 尽
低 谷 的 广 播 学 院 恢 复
招 生 ， 赵 玉 明 从 中
央 台 又 回 到 了 当 时
满 目 疮 痍 、 破 败 不 堪
的 广 院 ， 一 边 修 整 校
园 ， 一 边 迎 新 备 课 。
打 倒 “ 四 人 帮 ” 、 “
文 化 大 革 命 ” 结 束
后 ， 学 校 工 作 逐 步 走
上 正 轨 ， 赵 玉 明 也 渐
渐 迎 来 了 他 事 业 的 发
展 ： 1 9 7 9 年 ， 他 成 为
广 播 学 院 第 一 批 硕 士
生 导 师 ； 1 9 8 3 年 晋 升
为 副 教 授 ； 1 9 8 4 年 调
升 为 新 闻 系 副 主 任 ，
后 历 任 代 主 任 、 系 主

任 ； 1 9 8 8 年 晋 升 为 教
授；1989年3月，经民
主 评 议 ， 出 任 广 播 学
院副院长，至1998年2
月离职；1999年，赵玉
明 成 为 广 播 学 院 的 第
一 批 博 士 生 导 师 ， 招
收 新 闻 学 专 业 中 国 广
播 电 视 史 研 究 方 向 的
博士生；2004年，他又
随 着 学 校 博 士 后 科 研
流 动 站 的 建 立 担 任 了
流 动 站 的 合 作 导 师 （
编 者 注 ： 北 京 广 播 学
院于2004年8月更名为
中国传媒大学）。

“1988年我晋升为
教 授 时 已 经 5 2 岁 了 ，
这 在 当 时 还 算 比 较 年
轻的，和现在30多岁的
优 秀 青 年 教 师 即 可 晋
升 教 授 比 ， 简 直 不 可
同 日 而 语 。 ” 赵 玉 明
事 业 推 进 的 每 一 个 足
迹 ， 几 乎 都 折 射 了 北
京 广 播 学 院 事 业 发 展
的 步 履 从 容 以 及 不 同
时 代 背 景 下 的 个 体 与
环境的特殊。

值 得 一 提 的
是，1980年，赵玉明参
与 了 中 国 广 播 史 上 的
一 项 重 要 考 察 — — 对
延 安 新 华 广 播 电 台 的

创 建 史 和 中 国 人 民 广
播 事 业 创 建 纪 念 日 进
行 了 重 新 考 证 。 “ 为
了 实 地 考 察 延 安 台 的
早 期 旧 址 ， 广 播 学 院
组 织 了 以 齐 越 教 授 为
首 的 调 查 组 ， 我 是 成
员 之 一 。 在 温 济 泽 、
杨 兆 麟 等 几 位 ‘ 老 广
播 ’ 的 指 导 、 帮 助
下，我们历时20多天，
对 延 安 （ 陕 北 ） 台 的
编 辑 室 、 播 音 室 和 发
射台等14处旧址分别做
了 实 地 考 察 并 撰 写 了
调查报告。”

1980年底，中央广
播 局 听 取 讨 论 了 “ 老
广 播 ” 的 建 议 并 报 中
宣 部 批 准 后 ， 发 出 了
关 于 更 改 人 民 广 播 创
建 纪 念 日 的 《 通 知 》
， 将 人 民 广 播 事 业 的
创 建 日 从 1 9 4 5 年 9 月 5
日追溯到1940年12月30
日 ， 这 个 更 改 可 谓 意
义重大。

上 述 《 新 闻 爱 好
者》2013年第10期文章
还 介 绍 ： 在 赵 玉 明 几
十 年 耕 耘 的 学 术 沃 土
中 ， 有 一 个 话 题 很 少
有 人 问 及 ， 而 眼 前 的
这 位 老 先 生 却 举 重 若

轻 ， 并 不 避 讳 ， 那 就
是 关 于 学 术 争 鸣 的 问
题。

赵 玉 明 说 ： “ 中
国 广 播 电 视 史 是 一 门
新 兴 学 科 ， 特 别 是 对
中 国 早 期 的 广 播 史 ，
有 不 同 的 见 解 和 观 点
是 正 常 现 象 。 就 有 关
问 题 展 开 讨 论 、 争 鸣
也 是 必 要 的 ， 没 有 学
术 的 争 鸣 和 讨 论 ， 学
术 研 究 也 不 能 发 展 ，
但 是 我 们 今 天 对 学 术
讨 论 一 定 要 吸 取 过 去
的教训。”

正 是 怀 着 对 中 国
广 播 电 视 史 学 研 究 的
一 片 赤 诚 ， 从 教 从 研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赵 玉 明
为 中 国 广 播 电 视 学 留
下了一笔笔财富。1987
年 ， 他 撰 写 的 《 中
国 现 代 广 播 简 史 》 出
版 ， 被 著 名 新 闻 史 学
家 方 汉 奇 教 授 评 价
为 “ 填 补 了 中 国 广 播
史研究的空白”。1989
年 ， 他 主 持 编 纂 的 我
国 第 一 部 广 播 电 视 专
业 辞 典 《 广 播 电 视 简
明 辞 典 》 问 世 ， 并 于
1999年由他主持增订后
更 名 为 《 广 播 电 视 辞
典》再次问世。

1 9 9 4 年 ， 赵 玉 明
又 主 持 编 纂 并 出 版 了
我 国 第 一 部 广 电 专 业
百 科 全 书 — — 《 中 外
广 播 电 视 百 科 全 书 》
。2004年，由赵玉明担
任 主 编 及 主 要 撰 稿 人
的 《 中 国 广 播 电 视 通
史 》 正 式 出 版 。 2 0 1 2

年 ， 他 主 持 完 成 了 本
校 广 播 电 视 研 究 中 心
立 项 的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重 大
项 目 《 广 播 电 视 学 学
科 体 系 建 设 研 究 》 ，
对 广 播 电 视 学 的 学 科
地 位 和 架 构 等 提 出 了
比 较 系 统 、 完 整 的 见
解。

据 《 人 民 日
报》2004年5月消息，
中 国 新 闻 史 学 会 第 三
届 理 事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 日 前 在 河 南 省 开
封 市 河 南 大 学 举 行 。
会 议 组 建 了 第 三 届 常
务 理 事 会 。 新 一 届 常
务 理 事 会 经 协 商 推 举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方 汉 奇
教 授 任 名 誉 会 长 ， 北
京 广 播 学 院 赵 玉 明 教
授 任 会 长 。 学 会 新 聘
新 闻 史 方 面 专 家 宁 树
藩 、 丁 淦 林 和 陈 业 劭
教授为顾问。

卸 任 会 长 职 务
后 ， 赵 玉 明 教 授 继 续
担 任 中 国 新 闻 史 学 会
名 誉 会 长 。 中 国 新 闻
史 学 会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境 内 新 闻 传 播 学
方 向 唯 一 的 一 家 以 研
究 中 外 新 闻 传 播 历 史
与 现 状 、 促 进 新 闻 传
播 学 发 展 为 宗 旨 的 全
国 一 级 学 术 团 体 。 学
会 是 在 我 国 著 名 新 闻
传 播 史 学 者 方 汉 奇 、
宁 树 藩 等 教 授 的 倡 导
下，于1989年4月经民
政 部 正 式 批 准 在 北 京
成 立 ，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为教育部。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

新闻学界泰斗赵玉明逝世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