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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期  百年大师 

 

嘉宾：郑贞铭 

整洁优雅的衣着，衬着一头花白头发，透出儒雅的学者风范，他就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

研究所教授郑贞铭。 

他于 1936 年生于福建闽侯，1942 年赴台湾，是台湾政治大学文学学士、法学硕士。曾任台

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所教授、主任、所长、社会科学院长，台湾“中央社”常驻监察人，《香

港时报》董事长等职，被誉为台湾“新闻教父”。 

年初，这位台湾“新闻教父”推出力作《百年大师》，讲述上世纪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的 100 位大师。今年郑贞铭已 79 岁，54 部著作等身，他说写这部书的初衷是：“近年来，鉴于

社会变迁，功利弥漫，青年人的价值观受到很大扭曲，因此决心以余年为青年人找人生典范。” 

“生活往下看，工作往上看。”相信郑教授丰富的阅历和人生故事讲给正处青年的我们带来

与众不同的视野和感受。6 月 23 日，欢迎考完试的你们和我们相约新图九楼，一起来聆听台湾

“新闻教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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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道”第二期：寻找大师故事，感受大师智慧  

2016 年 6 月 23 日下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有“台湾传播学之父”美誉的

郑贞铭教授在图书信息楼大楼九楼为我们带来了主题为“大师智，铭于心——在《百年大师》找

寻人生智慧”的讲座，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陈先元、姚君喜作为特邀读者嘉宾出席。  

在三个小时的讲座中，郑贞铭与我们分享了他在书中写到的几位大师的生平故事，并给予青

年学生追寻大师足迹的建议，表达了对青年学生的期望。 

 

郑贞铭首先讲述了读书尤其是读大师的回忆录、传记，感受大师的生平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平庸，那是因为他思想苍白，一个人为什么要思想苍白？那是因为

他读书太少。特别是经典书，他读得太少。所以他一生没有什么好的典范，给他做一个人生的指

引。”并由此引出写《百年大师》这本书的初衷——将 100 名各个领域杰出人士几十万字的回忆

录压缩至 4000 字，使之成为年轻人易于接受的、深入浅出、可读性高、又有启迪性的书。与此

同时，郑贞铭与我们分享了他在写这本书时遇到的快乐与痛苦——发现新知识的高兴，看到大师

遭遇不幸的痛苦。他说，“大师就是国宝，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宝，爱护他、照顾他都来不及，怎

么可以让他们一生做了这么大贡献之后，遭遇到这样的顽疾。”紧接着郑贞铭讲述了一系列大师

的故事——顾维钧老师、陈寅恪教授、梁启超先生、钱穆教授、连横先生等，并用具有高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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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事件解说了他们的为人之道。郑贞铭结合自己年轻时与各位大师的相处、学习的经历，用寥

寥数语生动地展现了大师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 

由以上故事，郑贞铭与我们分享了他总结的三个结论。第一个为“师恩难报（间接报），师

志难成（点点成）”，这与我们交通大学的“饮水思源”有不谋而合之意。事实上对我们的父母、

师长、社会，应在有成之后懂得报恩，饮水思源，这也是郑贞铭自己一生的志愿；第二个叫做“小

小的教室是大大的世界”，所有的学问都是在教室传承的，所有的人才都是从教室中培养的，哪

一个今天社会上的大人物都是从教室上走出去的，所以小小的教室是大大的世界，反过来说大大

的世界是小小的教室。这也是在勉励我们每一个同学均要有国际观，要把握机会多出去看和学，

人生才有高度；最后一个结论，郑贞铭则是引用左宗棠先生讲的四句话，他说人的一生要做到这

十六个字，“发上等愿，居平常屋，往高处立，向宽处行”，“发上等愿”即是我们要发上等的

愿望，“居平常屋”即是我们要居住最平常的屋子，不要过度的追求物质和金钱，“往高处立”

则为要站高点的位置看人生和自己，要抬起头来看看，读读好东西，“向宽处行”则是要使自己

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最后，郑贞铭建议我们宁静致远，好好读书、工作，才能走很远的路，有

一个圆满的人生。 

 

在随后的读者嘉宾分享环节中，陈先元与大家分享了他与郑贞铭在几年前的一个小故事，并

表示郑贞铭对文化起源和精髓的准确把握使他深受感动；同时，他以自己参加的一个读书会为例，

告诉我们要读大师的著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要从书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姚君喜则讲

述了他从这本书中获得的感动与思考，他提出问题“现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在哪里” ，认

为我们要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承下来，我们有盛唐伟大的文明，有历代那样伟大的文化，甚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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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国有那样伟大的支撑人，到了现代的社会里我们更要树立文化的自信，做到“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接下来的学生提问环节，同学们非常踊跃。郑贞铭首先提出了他对青年学生的期望，以及

青年学生要有怎样一种人生规划，然后讲述了在写作过程中怎样甄选这 100 名大师，如何将庞大

的文字量压缩至深入浅出的四千字等。最后郑贞铭教导我们要有第一流的价值，也就是“发上等

愿”，以大师为榜样，才是不变的价值。陈先元和姚君喜则表达了对交大学子的要求和期望，以

及对交大未来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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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的尾声，郑贞铭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学生们的指路灯，希望每一位青年人都能够从书中

有所收获，学会站在时代高度思考问题。为表谢意，图书馆颁发馆藏证书，励志讲坛学生组委会

向嘉宾赠送了鲜花和漫画作为礼物，读书讲座“书之道”第二期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