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加强对民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创办了一批报刊。共产党员毛泽东担任

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持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

报刊和通讯社工作。一些由共产党员主持、用国民党名义出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活跃起

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政治周报》（1925．12．5～1926．6），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出

版，创刊于广州。16开本期刊、由毛泽东筹办并任第一任主编。第5期起，由共产党人沈雁冰。张秋

人接任主编。毛泽东撰写发刊词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并以子任、润之等笔名撰发政论、新

闻、时评、通讯近20篇。它主要刊载国民党中央和广东革命政府的重要会议报道、文件、报告及知

名人士的专稿，有部分新闻报道材料，辟有《反攻》专栏，刊发短小犀利的时评。注重用事实说

话，通过大量事实报道和评论，宣扬广东革命政府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就，

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业绩，揭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阴谋活动，揭示右派

分裂的必然性，反击敌对新闻工具的反革命宣传，为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巩固广东民主革命

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每期发行数达4万份。共出14期。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和《农民运动》周刊，也是主要由共产党员经办的。

《中国农民》是理论刊物，于1926年1月在广州创刊。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李大钊

的《土地与农民》、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等文章，都是在《中国农民》上发表的。《农民

运动》是通俗性刊物，它刊载有关农民运动的论文、宣传材料报道，各地农民运动迅起，批驳对农

民运动的诬蔑、1926年8月1 日创刊于广州，后迁武汉。现在所见最后一期为1927年6月出版的第29

期。 

   国民党中央和各省的工人部在共产党员主持下，出版有《革命工人》周报、《湖南工人》周刊等

工人报刊。国民党地方党部出版的《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都是由共产党员主持的；《楚

光日报》于 1925年在汉日创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创办人董必武（用化名担任社长），

总编辑宛希俨，陈潭秋曾为它写作社论，报馆工作人员仅四五名，都是共产党员。 

   董必武主持下的《汉口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5日创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后兼作武

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言论机关。经理毛泽民，先后担任主编的是宛希俨、 高语罕、沈雁冰。编

辑部几名成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它的编辑方针、宣传计划、经营管理实际上均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指导。日出对开3张。创刊初，期发4000份，最高达l万份。《楚光日报》和《汉日民国日报》积极

报道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三大政策。1927年上半年，正在蓬勃开展的湖南农民运动遭到无端的攻击与诬蔑，《汉口民国

日报》发表新闻与评论，报道真相，支持农民群众的斗争。它还转载了湖南《战士》周报上发表的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从5月份起，增出《民众运动》专版。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改组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关报后，毛泽民、浑代英分任经理、编

辑，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组成副刊部，积极改进副刊工作。共产党人主持编务的国民党

机关报刊还有上海《新建设》月刊，湖南《新民》周报，北京《国民新报》。《民报》，广州、南

昌的《民国日报》，汕头的《岭东民国日报》等。1924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广州创办中

央通讯社，1926年6月迁武汉。 

   从总体上看，在武汉“七一五”政变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主办的统一战线报刊兴旺发

展，占据优势。1925年 11月后，上海《民国日报》受到国民党右派控制向右转时，当即受到国民党

中央的党纪处分，并受到《政治周报》等革命报刊的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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