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古代代““记记者者””

如今，中国人远赴国外去留学似乎
成了一种时尚。 有人统计，中国目前已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

但在中国古代， 尤其是隋唐时期，
很多外国人都以来华留学为荣。 那么，
中国古代是从何时开始批量接收外国
留学生的？ 外国人又如何才能来华留
学呢？

教育界普遍认为， 隋朝是中国古

代开始批量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朝代 。
中国大规模接受来华外国学生出现在
唐朝， 日本及高丽、 百济、 新罗 （今
朝鲜、 韩国）、 安南 （越南） 等国家和
地区， 纷纷向中国派出留学生或带有
留学性质的使臣、 僧人。 以日本来说，
每批来华留学的日本学生少则一二十
人， 多到二三十人。

古代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也有自费

生（民间）与公费生（公派）之分，但绝大
多数是政府公派留学生。 当时，到中国
留学主要靠官方渠道，因此早期来华的
留学生大多为 “高干子弟 ”或 “富家公
子”一类，有志于学习的外国寒门弟子
是没有机会来华学习和深造的。

隋唐时期， 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
新罗、百济等3个国家，在当时公派学生
到中国留学的国家中，就数这三个半岛

国家最为活跃。
“请入国学”相当于现代的“留学申

请”，针对各国的情况，当时的中国朝廷
会拿出相应的 “生源指标”， 即所谓的
“例”。每次接收该国多少名留学生都要
依“例”办理。 因为有“旧例”限制，提出
申请后并不都能全获通过，所以如果想
来中国留学，首先得搞到“指标”，否则
无法成行。 摘自《济南时报》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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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很大的职业

其实， 古代是没有记者这个称谓
和职业的。 我国古代被称为报纸的是
邸报， 它最早出现在汉代， 是专门用
于登载皇帝的谕旨、 诏书、 臣僚奏议
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内容， 最
早写在竹简或绢帛上， 后来随着造纸
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 才印在纸上。
因为都是官样文书 ， 无需采访报道 ，
就没有记者之说了。

直到晚清时期， 大约19世纪70年
代， 正式的报纸出现， 才开始有专职
的采访记者， 起初叫 “访员” “访事”
“报事人”， 到了19世纪90年代开始采
用 “记者” 这种称谓。

在古代最近接近记者职业的是那
些秉笔直书的史官， 称为太史。 在春
秋战国时期， 就由他们来负责记录帝
王的日常事务及朝廷的大事 ， 董狐 、
太史伯等为代表的好多太史， 为了真
实记录当朝的史料， 甚至遭到杀害。

据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
载： 春秋时， 齐庄公名光与大臣崔杼
的妻子私通。 崔杼知道后， 便设计杀
了庄公 ， 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 ，
是为景公。 崔杼也自封为相国， 飞扬
跋扈、 专断朝政。 齐国太史公如实记
载了这件事， 崔杼大怒， 杀了太史伯。
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
实记载， 都被崔杼杀了。

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季
说： “你三个哥哥都死了， 你难道不
怕死吗？ 你还是按我的要求， 把庄公
之死写成为暴病而死吧”， 太史季正色
回答 ： “据事直书 ， 是史官的职责 ，
失职求生， 不如去死。 你做的这件事，
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 ， 我即使不写 ，
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 反而成为千古
笑柄”。 崔杼无话可说， 只得放了他。
太史季走出来， 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
来， 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 是来继

续实写这事的。
齐太史秉笔直书的故事， 给后人

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正是有了这种不
畏牺牲的精神 ， 才有了 “董狐直笔 ”
“秉笔直书” 这样的成语， 这是古代的
“记者” 们用生命代价为今天的文字工
作者换来的最高美誉。

司马迁仗义执言

后来， 从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开始
编纂 《史记》， 直到清代才形成了官修
国史 《二十四史》， 这部皇皇巨著， 卷
帙浩繁， 详实生动地记录了中华五千
年历史文明。 成千上万的史官史家继
承董狐们的优良传统， 坚持真理， 秉
笔直书， 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大
量的心血汗水。 他们同样是古代最可
歌可泣、 名副其实的 “记者”。

天汉二年 （公元前99年）， 正在全
身心地撰写 《史记》 的司马迁， 却遇
上了飞来横祸， 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
年， 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
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 另派
李广的孙子、 别将李陵随从押运辎重。
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 孤军深
入浚稽山， 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
骑兵围攻李陵 。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 ，
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 但由于他得
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 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 满
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 趋炎附势， 几
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 现在却
附和汉武帝 ， 指责批判李陵的罪过 。
汉武帝就此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
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 一方面也痛
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 尽力为李陵
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 对
朋友讲信义， 对人谦虚礼让， 对士兵
有恩信， 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
急， 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对汉武帝说： “李陵只率
领五千步兵 ， 深入匈奴 ， 孤军奋战 ，

杀伤了许多敌人 ， 立下了赫赫功劳 。
在救兵不至、 弹尽粮绝、 走投无路的
情况下， 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
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
之中， 而他杀伤匈奴之多， 也足以显
赫于天下。 他之所以不死， 而是投降
了匈奴， 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
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仗义直言触怒了
汉武帝， 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
护， 讽刺劳师远征、 战败而归的李广
利， 于是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最后司马迁被处以最残酷的宫刑，
如此屈辱的刑罚， 没有击倒司马迁的
信念， 为了完成鸿篇巨制 《史记》， 他
坚持活了下来， 而且在大赦后， 迅速
投入到自己的著史中来。 到征和二年
（公元前91年）， 在司马迁的艰辛努力
下， 《史记》 全书完成， 共得130篇，
52万余言。

司马迁坚持真理、 仗义执言、 秉
笔直书的 “实录” 精神已成为中国史
学界和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 《史
记》 因此被鲁迅称为：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万斯同著史不受贿赂

在漫长的 《二十四史》 修著过程
中， 史家史官们大都能够坚持实事求
是， 以史实说话， 不搞以稿谋私。 但
也不排除个别谋私现象， 颇受争议的
陈寿索米公案 ， 就是一例 。 《晋书 》
中就记载了， 陈寿在写 《三国志》 时，
曾向丁仪、 丁廙的儿子索取大米千斛，
这两人不给， 得罪了陈寿， 他就不给
丁仪列传。 其人品和文品可见一斑。

但是到了清初， 却出了一位不要
国家俸禄， 不收传主后人贿赂， 专心
修成 《明史》 的史学大家万斯同， 堪
称古代 “记者 ” 操守严谨的第一人 。
万斯同 （1638－1702）， 浙江鄞县人 ，
幼年聪慧异常， 十四五岁时， 他已遍
读家中藏书； 十七岁那年， 其父又送

他跟诸兄一起受业于浙东学派的一代
宗师黄宗羲， 成为最得力弟子， 热爱
明史的研究。 后来有机会专门研读了
明十五朝实录 ， 为他以后编纂明史 ，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但是正如其师黄宗羲一样， 万斯
同也重气节， 不愿当清廷的官。 1678
年， 有大臣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
他坚辞。 1679年， 大学士徐元文任修
明史馆总裁， 又推荐他入馆， 他开始
仍不愿去， 但老师黄宗羲觉得这是挽
救明史的好机会， 劝他赴京。 送别时，
黄宗羲以 “四方身价归明水， 一代奸
贤托布衣” 的名言相赠鼓励他。 当时，
凡入史馆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禄， 但万
斯同赴京后， 只寓居于徐元文家， 不
受官职， 不受俸禄， 以布衣身份入馆
修 《明史》， 担任实际上的主编， 前后
达十九年。

万斯同对明史情有独钟， 研究深
入， 编纂严谨。 所以万斯同坚持史实
至上， 绝掺不得任何渣滓。 清代陈康
祺 《郎潜纪闻初笔》 载： 有个运粮饷
的官员， 半路上遇到强盗， 吓得逃到
山里而死。 死者的孙子怀藏白银， 送
给万斯同， 请求他把死者附在 《忠义
传》 里。 万斯同说道： “史家之笔是
中流砥柱， 歪曲不得。 你想让我当第
二个陈寿吗？”

正是有了这样的气节和操守， 万
斯同编著的 《明史 》 在二十四史中 ，
被看成除了 “前四史 ” ， 即 《史记 》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以外最
好的史著。 赵翼在 《廿二史札记》 中
说 ：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 《五代史 》
外……未有如 《明史》 之完善者。”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万斯同的500
卷本 《明史稿》， 被删改编辑成332卷
的 《明史 》， 虽然没有署万斯同的名
字， 可是历史是公正的， 大家仍然记
住这位布衣入馆的一代史家万斯同 ，
对此最有贡献。 摘自 《海南日报》

如何坚持职业操守？

眼下， 网络、 微信平台等新媒体的崛起， 对视
听、 平面等传统媒体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 而广
大新闻工作者依然坚守阵地， 为党和人民鼓与呼， 传
递正能量， 令人肃然起敬。 古代的 “记者” 是什么样
的呢？ 他们是如何坚守职业操守的呢？

古古代代外外国国人人来来华华留留学学要要先先搞搞到到““指指标标””

司马迁刑后著《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