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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公布北大各科课程表，中国大学

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课程亦在其列，有助

于校内外师生及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

课程的了解和学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和传播。

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经济

学系和政治学系先后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

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现代政治》《工

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马克思主

义理论课。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

义理论作为正式课程进行讲授。《日刊》中登载

了这些课程的主题以及上课的时间和地点。

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

也加入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

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被发给证书的

纪事也刊登在1919年10月21日的《日刊》上。

《北京大学日刊》是北京大学改革发展的

重要媒介，记录并促进了北大思想的革新和学

术的繁荣，高度体现了北京大学的民主科学思

想和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格局，影响力超越

北大、辐射到全国各地，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和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在北京大学引领全国思想学术发展潮流

的同时，在北京大学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中

心、五四爱国运动策源地，在中国传播民主科

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初基地的进程

中，《北京大学日刊》功不可没。

《北京大学日刊》不仅参与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也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

的重要历史信息，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和中国共产党史的重要文献，是北京大学坚

守信仰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记录。

■来源：北京大学校史馆

中国最早的大学日报

“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蔡元培老校长到任北大后如此感慨……于是，《北

京大学日刊》应运而生。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日报，也是北京大学校报的前身，这份北大自己的

报纸都刊登过哪些内容？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北大的这份报纸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北京大学日刊》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日报，1917年11月16日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家、

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主持创刊，是当时北京大学唯一的校方新闻出版物。

《北京大学日刊》（后简称“《日刊》”）初创时为8

开2版，以信息公开和纪事发布为主，设有命令、法

规、校长布告、校长批示、学长批示、各科通告、纪

事、公牍等栏目。

随着蔡元培北大改革的深入开展，仅作为信息

和纪事发布平台，已经无法满足北大校方对《日刊》

的发展要求。《日刊》陆续增加了“通信”“著述”“杂

类”“文艺”“讲演录”“学术研究”等栏目，并独立设

置了“学生通告”“学生纪事”等学生专栏。版面也

由2版扩充到4版，后来一度发展到6版，其中2版

为附张。增辟的附张，主要发表一些国内外学者的

演讲、著述、通信等，其中很多是刊载介绍新思想和

报道进步社团的文章。

《日刊》从1917年11月16日创刊到1932年9

月10日终刊，共出版2885期。在前后发行的13年

间，《日刊》办刊效率高，时效性强，除每周停版一

日、寒暑假每周一期并节假日休刊外，几乎每天一

期，鲜有中断。

蔡元培校长对《日刊》寄予厚望，他聘请校长室

秘书、新闻学专家担任《日刊》主任，编辑部成员皆

为革新派学者，内容和版面更加关注思想争鸣和学

术发展，更加关注学生群体和社团活动，发行方式

由免费内部刊物改为对外订阅经营，促进了新思

想、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北京大学

日刊》为平台的介绍、交流和传播。

1918年初，蔡元培聘任文科教授、校长室

秘书徐宝璜担任《日刊》主任，聘请陈独秀、沈

尹默、胡适、孙国璋担任编辑。《日刊》主任及编

辑，皆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学

者。徐宝璜是中国新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新文化

运动发起组织者，胡适是首倡白话文的新文学

运动健将，沈尹默是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

孙国璋是世界语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日刊》编辑一览表（《国立北京

大学廿周年纪念册》）

徐宝璜（1894-1930）江西九江人。经济学

家、新闻学家。1916年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

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校长室秘书，

《北京大学日刊》主任，《新闻周刊》和《北平晨

报》编辑、主任等。他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

育的奠基人之一。在北大创中国新闻界三项

第一：最早在中国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参与

创办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

闻学研究会”并担任主任导师，著作《新闻学》

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日刊》编辑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创始人和新文化运动发起组织者。

《日刊》编辑沈尹默是新文化运动的得力

干将。

《日刊》编辑胡适，是首倡白话文的新文学

运动健将。文科教授胡适在1918年2月5日

《日刊》上发表的《尔汝篇》，是《日刊》“著述”栏

目的开端。

《日刊》编辑孙国璋，是世界语研究专家。

《日刊》在“杂录”“讲演录”和“学术研究”

栏目中，刊发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或马克思主

义演讲实录，直接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

想，引起学者关注和学界争鸣。

1918年12月6日，《日刊》“杂录”栏目全

文刊发了李大钊在中央公园的演说《庶民的

胜利》。

1922年2月21日，《日刊》“讲演录”栏目

刊登了李大钊《马克思经济学》的讲演记录。

1922年 2月20至22日，《日刊》“学术研

究”栏目刊登了北京大学政治研究会论文稿

《共产主义》。

1922年10月25、26日，《日刊》连载刊发

了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在北大的讲演《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思想特别注重其与布尔什维克

之关系》的记录。

1923年11月，《日刊》“杂录”栏目连载刊

发《中国经济现状与社会主义》。

《日刊》的时代之声

《日刊》传播的思想火种

共出版2885期

解密！

“大牛”编辑部

主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的蔡元培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