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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從美國進修第二個碩士學位回台

北，接任張任飛發行的《綜合月刊》主編。我

每一個月要構思題目、指導採訪，約稿、改

稿、作標題，長期下來心力疲憊，想回大學

裡充電。先是看到新加坡南洋大學徵聘新聞

系講師。我投寄申請信，久久沒有音訊。經

打聽，原來該大學停辦了。接著在報紙上看

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徵聘講師的消息，我

又一試。中大有了回音，安排我在台北見南

京政治大學新聞系創辦人馬星野 ( 也是余也魯

教授的老師 ) 一談。不久，我接獲中大聘書。

1977年8月，我來到完全陌生的香港，開始

我的教書生涯。

我到中大第二個月，傳播學大師宣偉伯

(Wilbur Schramm)，從美國來到中大，創辦傳

播碩士課程。我在政大讀新聞研究所時，徐

佳士教授規定我們讀過不少 Schramm 的書，

他是我們仰慕的學者。徵得他的同意，我有

幸在第一屆研究生的課上旁聽一年，瞻仰大

師教學風采，也正是我回大學充電的心願。

系主任余也魯教授安排我教的課除了中國新

聞史，多是新聞實務課：中文新聞寫作、雜誌

編寫、新聞編輯、高級編輯等。我在張任飛

創辦《綜合月刊》當編輯開始，得到的訓練就

是：要求新的觀念、追求國際水準。我教學生

也一直用這個標準。記得「雜誌編寫」課上，

學生在期中繳來第一篇文章，最好的成績只

得了「B-」。沒有學生來爭成績，只有幾人要

求再給一次機會。重寫一篇當然大有進步。

我的教學生涯就是這樣開始了。

懷念中大
那八年
皇甫河旺 ( 任教於1977至198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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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的「中國新聞史」包括在中國新聞史上開創新局的香港報業。1981年，我

得到中大東亞研究中心的經費，開始進行香港報人口述歷史計劃。我選定在當

時歷史最悠久的三份中文報紙，包括1925年創刊的《華僑日報》、《工商日報》

及1938年創刊的《星島日報》。我先蒐集資料，擬定問題，然後請三報的創辦

人或最資深的報人，就問題憶述他們親身經歷報紙創辦及發展歷史。

受訪的三人包括岑維休，他是《華僑日報》創辦人，受訪時85歲。潘仁昌是

《工商日報》前社長，在該報服務45年，受訪時75歲。賈納夫曾參與《星島日

報》創刊，服務44年，受訪時72歲。

錄音訪問於1981年7月16日由岑維休開始。他在《華僑日報》的辦公室接受訪

問。可能因他年紀大，憶述之事相隔久遠，又沒有留下文字紀錄可參考，內容

較為簡略，但是十分珍貴。特別是1941年底日軍佔領香港後，《華僑日報》在

日本壓力下被迫出版，曾引起爭議。他親自口述當時景況，更是難得。這份錄

音資料整理成文字後，又經當時《華僑日報》總編輯何建章補充才定稿。岑維

休留下這段歷史四年後於1985年過世。

口述歷史計劃至1982年3月10日完成錄音訪問。新聞系先後有七位學生協助我

現場錄音、根據錄音謄寫成文字。他們是李復興、陳煥兒、何詠琴、梁瓊仙、

姚霞、鄭學仁、游淑儀。這份口述歷史無疑是香港新

聞史極重要的史料，隨著我由香港到台北，2004年再

回到香港。三十多年來，我深恐這份史料被埋沒。兩

年多前，我把口述歷史交給「老師」陳慧兒處理。幸

好獲香港新聞教育基金祕書長蘇鑰機教授收留，將存

放新聞博覽館。

中大新聞系的實習報紙《沙田新聞》曾因發生風波而

停刊 ( 馮德雄曾在《明報》發表一文 )。我到中大任教

不久，系主任余也魯教授囑咐我恢復實習報紙，改

為沙田社區報紙《新沙田》。實習沒有學分，只附屬「新聞編輯」課佔三成的成

績。

余教授偕同我及助教方良柱曾到港島政府相關部門註冊，《新沙田》於1977年

11月21日創刊。可能註冊時我是編輯人，所以我一直擔任《新沙田》總編輯，

皇甫河旺 ( 站立者 ) 與宣偉伯合照

1982蘇鑰機畢業與皇甫河旺（右一）與朱立（左一）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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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擔任副總編輯。直到1983年2月第69期，我的頭銜改為社長，助教任副社長，學生開

始當總編輯。

《新沙田》創刊時，沙田仍是一個鄉村。我記得報紙創刊前，我們曾去沙田郊遊，認識環

境。出刊後，同學十分投入。四年級為主力，每兩周出版一次。半年後，1978年6月1日

起改為月刊，三年級成為主力。從此形成一種制度，三年級學生主導，採訪主任同學在開

編採會時，先蒐集一、二十則新聞線索，逐條討論報道的重點，同時分配工作。二年級學

生也參與採訪、寫稿、攝影等工作。一年級學生在報紙出版後，負責到沙田各處派報紙，

一來熟悉社區，二來了解居民的需要，有助於未來的編採工作。全系學生熱衷《新沙田》

的實習，沒有學分，不為成績，許多同學根本沒修「新聞編輯」課。

我負責《新沙田》實習從創刊至1983年10月第77期為止，共計六年。這期間沒有寒、暑

假，每月出版。創刊時的助教是1975年畢業的系友方良柱。他服務兩年多，接著是傳播

碩士第一屆畢業的梁後養。1980年10月起，由剛畢業的「老師」陳慧兒接任。約一年，陳

慧兒出國進修。後來擔任助教的系友，還有1981年畢業的劉月娟。

三十多年來，曾活躍於香港媒體的精英，都曾在那六年《新沙田》中揮汗耕耘。隨時光流

轉見到馮啟明、嚴啟明、羅燦、李國基、馮強、張樹槐、張志剛、張國良、陳慧兒、冼少

嫻、梁蕙儀、何潔貞、葉雅媛、黃玉榮、李月蓮、符俊傑、陳鐘坤、潘源良、黃永萍、洪

潮豐、陸錦榮、馮德雄、蔡貞停、張結鳳、姚霞、梁鳳儀、魏派賢、歐中安、張劍虹、柯

麗娟、李玉蓮、徐國偉、李復興、呂雲生、黃麗君、盧永雄、盧愛玲、游淑儀、蕭世和、

黃碧雲、施純港、馮偉光等。

就在我於1983年卸下《新沙田》的擔子之前，新亞書院輔導長王于漸任滿，金耀基院長要

我接任輔導長。這對我來說是新的體驗。本著對學生的愛心、耐心，一年一任，兩任輔導

長任期總算平順度過，沒辜負金院長的託付。

1985年暑假，我卸任輔導長，在中大服務滿八年，獲准休一年長假。原計劃在台北天主

教輔仁大學客座一年。未料校長羅光總主教要我接大眾傳播系主任。前兩任系主任都是神

父。我依據自己的新聞實務經驗，並吸取中大新聞教育的理念，把輔大的課程作了大幅修

改。因此，一年後不能脫身。我向中大申請延長一年無薪假後，正式請辭中大教職。

1987年夏，我回到新亞誠明館一樓辦公室，收拾八年的教學資料，一幕一幕的回憶不斷湧

現。告別了生活八年的中大，新聞系昔日緊密的師生緣份卻綿延久久遠遠。

《一人又一故事》新書發佈會，
皇甫河旺（右一）與吳明林、蘇鑰機合照

皇甫河旺（右二）出席余也魯教授傳播教育基金成立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