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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日之中国，是东南富庶、文化发达，而西北贫瘠、文化落后。但古代中

国则反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而北宋，都是西北文化高远，浸

浸乎向东南移动，至明、清则全国中心向东南移，北京、南京、上海、广州、

武汉等地成为政治文化之中心。可见，中国文化之源，是先西北而后东南，最

后由东南返回西北。 

        想不到这一历史规律即由西北而后东南的历史规律，到20世纪又来了一次

小小的反复，一支小小的新军长征到达陕北，不数年间，一种新式的中国文化

又随这支小小新军由陕北高远的一座小城发端，然后越过黄河，越过吕梁山和

太行山，而漫及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东北、大西南、大西北，这一新文

化以席卷之势而漫透乎全中国。这真是历史的奇迹，历史的反复。这个文化发

端之地就是陕北高原的小城延安。 

        这座小城很小，很落后，有如南方的小乡镇。但自从中共中央进驻这里，

这里变了样，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知识分子涌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知识、

求知的渴望，使这座小城充满生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重

庆，一个延安，延安除了工业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均不及重庆之外，无论

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它都比远在长江上游那个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更富

于生气。这个小城逐渐城市化，它聚集了大批人才，它有了印刷条件，人们都

盼望出版一张能代表中共中央和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全国性报纸。 

        本来，从抗日战争开始再次实现国共合作以来，中共中央已经在武汉出版

了大型日报《新华日报》。在此以前，中共建立以来，从未在中国的土地上出

版过大型日报，只出版过各种各样的刊物和小册子。那时是党的幼年时期，这

些刊物和小册子的思想内容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工作的结合，同时

这些刊物和小册子还要不断地受到国民党当局检查扣压。至于在苏维埃革命根

据地，那时只能印发小型的、少量的油印报纸和铅印小报，虽然名曰《红色中

华》，但在苏维埃根据地之外很少影响。所以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武汉能公开

出版中共中央的大型日报《新华日报》，这是破天荒的大事。 

        但是这张报纸，早期被王明把持着，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他还是报

纸的董事长，他可以在报纸上大量宣传他那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可以把毛泽



东的言论压缩到报纸的一个角落上去发表；他可以大肆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

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不顾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在独立自主条件下

的统一战线，不是向国民党投降，不是到国民党朝廷去当官。王明由十年内战

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到抗日开始突然转向“左”倾投降主义，这一急剧变

化的原因有待于党史学家们认真研究。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于日寇之手，《新华日报》迁往重庆继续出版。此

时长江局撤消，王明调回延安。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由周恩来担

任。《新华日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

对倒退，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是卓有成就的，《新华日报》是执行党中

央决策的。 

但是《新华日报》的出版权完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所剥夺，每日的报纸必须经

检查官的检查才能放行，一切不合“尺寸”的言论必须删除，这样，党中央的

方针、政策和主张不可能都同广大读者见面，党的思想被封闭。《新华日报》

工作人员是好采取各种巧妙手段来逃脱国民党政府的检查。这样，党中央不得

不考虑在延安另出版一种不受国民党反对当局检查的完全自由的党报。 

        这个要求经过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不让重庆各报发表国民党

军包围歼灭新四军9000人的惨案的真相而显得更加迫切了。 

        1941年5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出版了，开始是对开2版，后来改为

对开4版，每日出版，这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出版的自由的报纸。在中共党史

上，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新华日报》依然在重庆同国民党法西斯当局苦斗

着，但它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盏明灯，不能让它熄灭，现在在延安又燃起了一

堆篝火，它那自由欢快的火光照亮全中国，中共中央的声音在延安向全国自由

传播。 

        正如恩格斯在1894年庆祝奥地利工人报改为日报时所说的那样，每一个

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进了一

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做斗争的第一个阵

地 。 

        《解放日报》就是中国共产党向言论自由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从此它以巨

人般的声音向深藏在重庆那些防空洞里的一大群官方报纸的官僚们大呼：“出

来吧！虫豸们，你们敢同我们论战吗？” 

        《解放日报》发刊词是毛泽东写的。创刊的第三天，毛泽东又写了一篇社

论，题目是《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是借

用唐代骆宾王《讨武则天檄》的最后两句，大有雄视万古、气吞山河之势。 

        毛泽东从此经常给《解放日报》写文章。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

集》第二、三卷大部分文章都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而作的。 

二 

        经过1941年在党中央的酝酿，1942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始

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发动，《毛泽东选集》二卷好几篇文章都阐明了。 

        整风运动的核心是批判教条主义，反对照搬苏联，提倡实事求是，提倡一

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



倡一切从调查研究开始，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由于新闻工作是

党的宣传工具，整风运动直接关系到新闻工作，全党都关注新闻界的整风。 

        这时《解放日报》最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国际新闻占据着报纸的大部分版

面。《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同年6月22日希特勒法西斯入侵苏

联，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关心苏联的安危，《解放日报》

每天从第一版到第二版差不多都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况、通讯、报告、政论等

等，相关的国际新闻也不少，而对于延安、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

的报道就显得十分冷落，这个现象引起了正在参加整风的同志们的关注和报纸

编辑部内部同志的反省。从1942年2月起，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改版，毛

泽东在改版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批评《解放日报》脱离边区工作，脱离边区群

众，把宝贵的篇幅过多地让给了国际国内新闻。他批评《解放日报》没有同边

区各部门各地区建立密切联系，没有把各部门、各地区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报

纸加以宣传。再往后，毛泽东还曾对地方报纸有过这样的指示：“本地消息，

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不能给新华

社办报，而是给边区人民办报，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

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这个指示，看起来是给

地方报纸的，实际上，《解放日报》也基本适用。《解放日报》在整风中以及

整风运动以后，都大大地增加了地方性的报道，经常把一个农民劳动模范和工

作模范单位的事迹放在头版头条地位，木刻特大号字标题，配以木刻人头像。

这种版式开创了中国报纸的先例，颇为惊世骇俗。 

        在整风中发现的新闻界另一重要问题是党性不强。所谓党性不强，主要不

是指《解放日报》，主要是指敌后根据地地方报纸。这些报纸在宣传上随便发

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具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无组

织状态以及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如任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派别斗争甚至反党行为，使党和人民利

益受到重大损失。对于新闻工作中的这类问题，在整风运动中是作为最重大问

题来抓的。 

        新闻工作中作风不正的另一问题是脱离群众。编辑部关门办报，既很少反

映群众生活的种种问题，又忽视吸引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报工作；不重视

通讯员工作，不走群众路线，而着重于专家路线。《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

进行自我批评，认为报纸工作远未达到列宁所说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队、鼓

动者和组织者”。这个“集体”不仅是党的组织而且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报

纸不仅是党的耳目喉舌，而且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党报不仅要忠实于党的路线

和方向，而且必须与党和人民息息相通，这才是党报工作者的责任。《解放日

报》在整风运动中边整边改，到了1944年2月报纸创办1000期纪念，《解放日

报》曾自豪地申言：“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

字。”  

关于报纸的批评，那次整风活动中虽未强调，但这个问题仍受重视。毛主席在

《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就曾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

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



则是一种腐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毛泽东的讲话，显然具有针对性，即针

对王实味等人《野百合花》这类杂文以及当时延安某些院校的墙报《轻骑队》

和《矢与的》，这些杂文和墙报在整风中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它们的态

度不是与人为善的。 

        延安整风运动中整顿党的文风、反对党八股，这是与新闻工作直接相关的

问题，是整风运动三大目标之一（其他两个目标是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毛

泽东专门为这一问题作了一次专题报告，列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如“空话连

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嚇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

无味，像个瘪三”、“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等

等。这些罪名足以使一些写作者震惊不已，不能不在下笔时慎之又慎，但是肃

清党八股决非一年或数年之事，不是一次整风运动即可奏效，所以时至今日，

党八股的空话、废话、套话你到处可见。但党八股受到唾弃，这是延安整风的

重大收获之一。 

        受到整风运动批判的新闻现象还有不真实的新闻，当时涉世不深的年轻新

闻工作者有的还不了解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不做深入采访而添油加醋，无中

生有，向壁虚构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完全违反办报的根本原则的。新闻就是

当代的历史，我们今天任意捏造新闻不但要受到当代人和广大读者的谴责，而

且还贻害后世，后人根据今天的报纸材料编写历史，就会造成历史的混乱。整

风运动中这一制造假新闻的现象受到群众群起而攻之，后来1948年在《晋绥日

报》更掀起了一场痛斥不真实新闻的巨浪，所有各解放区的报纸都为此展开了

一场运动，痛剿假新闻或新闻中的伪造部分。世界新闻史中象中国报纸这样开

展一场运动欢迎读者揭露自己的创伤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三 

        延安整风运动对新闻界的震动是如此之大，几乎触动了新闻工作的各个方

面。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富有自我批评精神，有错就改，不到两年，

整风大见成效。 

        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提倡一

切从实际出发，提倡解决问题而不是夸夸其谈。整风的这个根本问题在解放日

报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整风运动后都大有进步。各地报纸都转向了对本地问

题的研究和报道，脱离实际的毛病大为减少。 

        无产阶级党性大为增强，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成为编辑部头等大事，把

中央决策的重大问题放在头条地位，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无组

织无纪律状态。对中央决定也不是刊出就算，还要根据本地情况加以阐释和贯

彻。这个问题后来解放战争中由于战争频繁，不少地方放松了向中央请示报

告，又产生了反集中统一的分散主义状态，中央在1948年又召开了一次短期的

反对无政府无组织行为的党内斗争。在这等重大问题上中央是从来不放松的。 

        实行了办报的群众路线。在报纸的版面上，劳动人民真正成了主人，男女

劳动模范、民兵英雄、战斗英雄站到了报纸显著地位上，报纸的群众来稿大为

增多，实现了办报的群众路线。群众办报不能简单理解为群众来稿都用，而是



对群众办报和专家办报相结合，这才是完整的群众路线。并且加强了典型报

道，典型事件、典型单位、典型人物都大量登上了报纸舞台，这些典型的人和

事具有特别吸引人、教育人的作用。 

        以上这一些，都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特别是《解放日报》遗留下来的重大

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不但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新闻界的创举，而且也同所有

剥削阶级的报纸划清了界线，延安《解放日报》完全是不同于旧日报的新型日

报。延安《解放日报》为往后的中共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

础。 

        我们在这里没有把新闻的真实性和清新活泼、尖锐泼辣的作风作为延安

《解放日报》宝贵遗产。事实是，在整风运动中虽然曾大声疾呼新闻必须完全

真实和反对党八股，但不真实的新闻和八股之风却是禁而不绝，直到今天假造

的新闻和假大空的文风仍是过街老鼠人皆喊打，但打而不绝。所以我们把它作

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不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四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完美的。延安《解放日报》也是在那个时代的特定条

件之下的产物，它在那个时候是崭新的，创造性的，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它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发生过极其巨大的历史作用，曾大大地推动了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创立的一些办报基本原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之后也是适用的。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革命胜利已经五十多年，中国已经从农村环境

和战争环境中解放出来，我们已经统一了中国（除台湾外），我们已经处于和

平建设的新时代，旧日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人民的文化已大大提高；读者对

报纸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已不是封闭于农村中的中国，它是同世界绝大

多数国家建交的中国。现代中国是城市领导农村，最近二十多年更处于改革开

放的新时代，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已经是一个世界大

国，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中国必须进入这个经济氛围。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中国的报纸，包括所有新闻事业，应当怎样跟上这

个时代，甚至成为世界的带头兵呢？ 

        当然，在原则性问题上，我们是必须坚持的： 

        我们的报纸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报纸； 

        我们的报纸是中国人的报纸，它永远具有中国特色； 

        我们的报纸是独立自主的，绝不受任何外国的指手画脚； 

        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世界共产主义。 

        但是，在坚持这些基本原则时，我们也应当不断地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是

为了进一步改造世界。 

        我们在政治上永远需要统一战线，在文化上，在新闻战线上，是不是也同

样需要统一战线呢？在新闻战线只是一统天下好呢，还是在共同的国家利益、



共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多种报纸并存好呢？ 

        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坚持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去办报，国民党被迫同意了。

毛泽东、周恩来也多次表示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办报，但是他们不敢来。今天

我们是否可以继续搞新闻统一战线，在共同方向下出现新闻的多种声音呢？是

一种声音对我们有利呢，还是多种声音对我们有利呢？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多

种物种、多种色彩、多种声音，否则就构不成灿烂辉煌的世界。 

        世界上，地球上，每天都在不断地发生各种各样的新闻，为什么我们的报

纸就不能让国际新闻成为头条呢，不上头版头条呢？人家外国报纸对中国问题

经常上头条，中国报纸不让外国新闻上头版头条，那是五十多年前的规定，今

天中国应以国内和本地新闻为主，这个原则也是继续适用的，但处于今天的中

国，这个规定是否应当作适当修改呢？客观地报道世界新闻，这并不表示我们

赞成它或是反对它，只是表示这件重大新闻我们不能轻视，至于评论它，那是

写评论的事，我们要把新闻与评论分开。当然也不能完全分开，适当分工是必

要的。 

        我们的报纸往往乐于报喜不报忧，这也是《解放日报》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国成就很大，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但问题还很多，甚至问题还很严重这也

是大家共同思索的。未经批准，报纸不得独立揭露，即使一切属实，也不准见

报。这是提高了报纸的威望，还是减弱了报纸的威望，甚至有损于执政党的威

望呢？回忆延安《解放日报》时代，报纸上常有中央领导同志撰写的高质量文

章，还有其他精彩文章，在农村环境中仍拥有众多的读者，现在在文化环境大

大改善的情况下，机关报的销路反而一年不如一年，这是一种引人深思的现

象。 

        现在一些报纸还有一种状况，一个领导干部不到被判刑被枪毙的地步，他

们的问题在报纸上往往看不到。如果报纸平时有如实批评干部包括批评领导干

部的权利，那些被批评者有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责任，那么他们也许不至于犯

法以至于被诛。报纸批评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监督力量，要把这种批评合法化，

可以挽救很多干部。要使干部人人明白：有个无形的社会力量在监督着他们，

要有所警惕而少犯错误或错而能改，这才是对干部的真正爱护。现在社会上不

良风气较盛，贪污腐败让人痛恨，如果报纸批评受到党规和法律的保护，那么

那些犯法者怎敢那么放肆挥霍国家钱财，腐败至于如此严重的地步。不准报纸

批评领导干部，只是一种自杀政策。 

        以上这一番赘言，虽未尽意，无非是说战争与农村时代《解放日报》的辉

煌创业。在今天和平与统一及改革开放时代，报纸应大踏步前进，而不应倒退

到封闭时代的畏首畏尾、欲进步而退缩、欲放言而闭气，全无大家风范。当年

毛泽东利用报纸，登高一呼，风云变色，山呼海应，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应

运用报纸，让中国成为无愧于时代的新闻大国。 

      关闭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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