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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舆论战思想及实践 

作者：张雪娜 文章来源：军事记者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以他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构建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厦，蕴涵着丰富的新闻思想，舆论战思想是其中颇具

华彩的一章。在毛泽东舆论战思想指导下的大量舆论战实践，不但为我党我军打败从日本军国主义到国民党反

动派的军队，夺取政权、稳定政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为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经典新闻思想，

为我党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斗争，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参考。特别在当

前，舆论战作为现代高技术战争一种重要作战样式的现实不容回避，交战各方不但在战场上激烈厮杀，而且在

舆论上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解读毛泽东舆论战思想，分析毛泽东舆论战实践，吸取其中

的菁华，为我军做好未来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的舆论战准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舆论战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般认为，舆论战是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舆论战的每一方都代表和宣传本阶级的主张和要求，并尽

可能广泛地把这种意见和主张变为本阶级全体成员以至全社会成员的一致认识。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它所指

的舆论战既包括战争中为配合战略目的实现而发起的大规模舆论宣传攻势，如伊拉克战争中美、伊双方的舆论

战;也包括在非战争时期，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目的，不同利益阶级之间进行的口诛笔伐。本文所指的

毛泽东舆论战侧重于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配合与国民党反动派和美日帝国主义的军事斗争而

进行的大规模舆论进攻和反击。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十分关注时事和舆论，他酷爱读报，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所著的文字长期受报

纸熏陶也具有"落墨大方，恰似报笔"的气势。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开始以舆论为武器配合革命运动，发动起

多家报刊掀起"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强烈舆论，将反动军阀张敬尧逐出湖南。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以工农为主

的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斗争开始后，通过一次次的战争实践，他不但充分认识到舆论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影响

力、精神杀伤力和军事威慑力，而且还亲自组织和发起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舆论战，多次运用舆论武器挫败敌

人的精神、挫伤敌人的锐气，甚至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图谋。在丰富的舆论战实践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了

有关舆论战的思想并将其收进《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选》等大量革命文献当中。 

  毛泽东舆论战思想是毛泽东在长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为了实现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目的，

灵活运用多种宣传工具和手段，发起大规模、强效果的舆论攻势，而形成的对战时宣传具有特殊指导意义的新

闻宣传思想。其基本内涵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毛泽东舆论战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与新闻宣传思想完全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对军事斗争与新闻宣传的关系有两个著名的论断："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司令的，一支是'鲁总

司令'的";"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将舆论战看作一种依

靠舆论力量对敌实施进攻或欺骗的战术手段，还能够从战略的高度上阐述舆论战的意义，并将其视为事关中国

革命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他能够运用灵活多变的军事谋略指挥千军万马决

战决胜;他也是经验丰富的宣传家，非常善于利用舆论在革命进程中的造势鼓动作用。考察毛泽东的舆论战实践

可以发现，正是基于对这两支"大军"和两种"武器"的纯熟把握，毛泽东会经常不自觉地把在军事斗争中的高超

谋略灵活运用到对敌舆论宣传中，借军事谋略手段形成与我有利的舆论攻势;同时，强有力的舆论战也密切配合

了军事谋略的运用实施，带来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从而为正面战场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2、毛泽东舆论战思想是新闻传播规律与军事、政治斗争规律相结合的产物。 

  一般意义上，军事新闻宣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政治性、纪律性和功利性，尤其在战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但是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漠视新闻工作的一般规律，而是在全面衡量战场客观条件的前

提下，能动地、自觉地、创造性地认识、遵循并利用这些规律。他所指挥的大量舆论战，无一不是既最大限度

地遵循着新闻传播规律，又严格服务服从于军事、政治斗争的根本目的。因此，毛泽东舆论战思想是一种极具

开拓精神的战时新闻宣传思想，它发展成熟于敌我之间激烈的舆论交锋，是新闻规律与军事、政治斗争规律不

断融合、相互作用的理论成果，是战时新闻宣传一些基本规律和技巧的总结，也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最终形成

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例如，作为一个新闻宣传大师，毛泽东具备倚马可待的快速写作本领，但他从来不是为快

而快。他认为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媒介对新闻要有所选择，根据斗争需要或急或缓发表。他曾经指

示，宣传要讲求时效，将重要战役、主要战果及时、迅速播放，起到鼓舞士气、威慑敌军的目的。但他同时认

为，一些报道，如果当时就报，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那么就要放一放，等时机成熟再予以报道。这些来源于

毛泽东舆论战思想中的丰富经验，后来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旧闻""不闻"等观点的缘起，成为一种至今

适用并相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观点。 

  3、毛泽东舆论战思想是马列主义经典新闻观与我军军事新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部队的士气，并认识到舆论可以极大地鼓舞士气。"如果每一个战士都宣誓，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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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决心同他们为之而战的事业同归于尽，宁愿高唱着圣歌直到最后一个被杀害在边境上的最后一个苹果树下，

那么部队就能够更加坚强。"领导工人运动失败后，马、恩将被禁前出版的最后一期《新莱茵报》上的所有文字

漆成红色，豪迈地宣称工人阶级终会获得解放。"我们不能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却携带着自己的枪

支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从马、恩的革命和新闻活动获得启示，毛

泽东针对中国抗战初期的艰难形势，也动用舆论的力量唤醒民心，"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队……

及其它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他还指示报

刊宣扬抗战英雄模范人物，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以此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依靠舆论的宣传鼓动作用唤起

士气、激励斗志，后来成为毛泽东舆论战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毛泽东舆论战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列

宁，由于中俄两国的国情比较相近，毛泽东秉承了列宁的许多新闻观点。列宁认为报纸(舆论)是"集体的宣传

员、鼓动员、组织者"。毛泽东领导的舆论战正是这样一个组织舆论、扩大舆论影响、争取民心的过程。在我军

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进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领导下的舆论宣传既是革命火种的传播者，革命力量的动员

者，又是鼓舞士气的号角、凝聚军心民心的旗帜，在它的组织下中国革命从一盘散沙走向万众一心。 

  毛泽东舆论战实践的主要特征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不但领导我军在战场上打败了数量和装备都远远

超出自己的敌人，而且在舆论战的斗争中，也非常善于利用有限的新闻资源打破舆论封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力量发动舆论战，摧毁敌军心理防线，鼓舞己方士气，赢得民心支持。因此可以这样讲，弱势一方战胜强势

一方同样是毛泽东舆论战思想最可宝贵的特征和经验。具体表现有： 

  1、动员一切力量打破舆论封锁。 

  由于在革命上暂时处于劣势，我军在与对手的舆论交战中也很难占上风，经常处于蒋军舆论封锁之中。国

民党政权拥有强大的宣传机器，实行封建法西斯的新闻思想与政策，颁布反动的新闻出版法令、条例与检查制

度，遏制各种进步声音。在极不平衡的舆论环境下，红军经常被国民党妖魔化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

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共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

恶不赦的人。"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不打破国民党反动宣传的黑色铁幕，这支中国革命的正义之师、希望之师将

被绞杀，一场意在匡正视听的舆论战不但迫在眉睫，而且还要长期进行。毛泽东将战略眼光放得很远，他首先

立足自身，通过我军掌控的舆论工具对解放区民众进行宣传，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借助政治上中立以及具有进步

思想的中外媒介将宣传范围扩大至国统区甚至国外，力求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使受反动宣传蒙蔽的民众认清

我军的真实面目。1936年和1937年，毛泽东先后接受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专

访，介绍中国革命和红军建设的现实状况，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赢得了逐渐良好的舆论环境。但是国共双方

在舆论上的较量始终异常激烈。从1939年起，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舆论控制更加严酷，不允许任何外国记者、外

交人员或武官去延安，任何出席共产党新闻记者招待会的记者都会被他们视为敌人。直至1944年，"中外记者

西北参观团"终于冲破阻力来到解放区，报道边区政治、经济、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情况，5名外国记者还

到晋西北抗日前线进行了采访。毛泽东在延安亲切接见了记者团，畅谈国内外形势并认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大部分记者写出了非常详尽而公正的报道，如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武道的《我从陕北来》，爱泼斯坦的

《毛泽东印象记》，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福尔曼的《延安报道》等等。虽然这些报道在发表时曾

遭到无理的检扣删削，但却帮助我军通开了严密的舆论封锁，使全国和世界人民听到来自解放区的真实消息，

有力回击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因此后来当外国记者问到中国抗日战争的成绩时，毛泽东回答了5条，其中第3
条就是："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 

  2、整合新闻资源制造舆论强势。 

  客观地讲，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受艰苦条件所限，我军占有的新闻资源与对手相比相差非常悬殊。国民党

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运用无线电广播技术，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完善了统一的军事宣传网。相比之下，

虽然我军报刊事业一直呈现发展态势，抗战时期报纸数量至少比土地革命时期增长了6倍，但是报刊只能在解放

区的部分地区发行，有时为了保证发行还要付出血的代价，而且发行范围还要受制于负重牲畜的行走能力。因

此革命报刊更多地起到了对内鼓劲的作用，对外影响力难以发挥，瓦解敌人、争取中间舆论的效果不明显，无

法形成强大的传播效果与战局配合。面对着现有新闻资源难以利用的实际，毛泽东决定在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基

础上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把新华社的文字稿改写成广播稿，使大后方和沦陷区拥有几十万架收音机的听众

直接听到党的声音。"皖南事变"的斗争中，延安台就在争夺新闻发言权的关键时刻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当

时国民党牢牢控制着发布新闻的权利，不允许任何媒体报道事件真相，只有延安台的电波能够穿破敌人的层层

封锁，用普通话、方言和外语，向全国人民反复播出毛泽东起草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播出叶挺军

长被俘后严词拒绝诱降的感人消息，及时揭露了敌人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随着战局的扭转和军事新闻事业的

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可以运用的舆论作战武器已经是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通讯社等职能不一的

新闻媒介总和，可以与敌人展开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激烈的舆论战。淮海战场上，毛泽东亲自指挥延安新

华广播电台连续播发5篇敦促黄维兵团缴械投降的讲话，使一万四千多人自动放下武器。据当年黄维兵团一个被

围困的军长回忆：他们最头痛共产党的广播(宣传)，听了以后惊心动魄，四面楚歌，听不下去。 

  3、塑造"舆论领袖"引导舆论走向。 

  舆论在一般情况下处于分散多样的状态，但是在激烈的舆论交锋中，则一定要迅速形成方向一致的强势舆

论，并且要始终保持这种凝聚力。毛泽东依据哲学特殊性与普遍性、个别和一般的原理，参照列宁"典型宣

传"的新闻思想，首创出符合中国国情与革命实践的典型报道方法，塑造出众多光辉的舆论领袖，以此凝聚军心

和民心，激励士气和斗志。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发现了长冈乡、才溪乡两个典型，"我们一

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

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在同质性较强的中国农村，这种树立典型、带动一般的宣传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抗战时期，毛泽东要求各级部队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表扬这些英雄极其英勇行为，

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典型层出不穷，有劳动模范吴满

有、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有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还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

兰。这些具有新闻性、代表性、特殊性、超越性的普通人的事迹通过媒体的宣扬变得家喻户晓，形成了强大的

舆论波，冲击着人们的价值伦理观念，引导社会意识和舆论以他们为核心凝聚。毛泽东的典型观还包含一种进

 



步的成分，即典型并非高大全，可以由高树勋这个典型充分体现。高树勋原本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

官，邯郸战役时经过我军争取率部起义。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一典型，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

正式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邯郸战役和新八军起义的消息、高树勋的通电和谈话被印成传单，通过各种途径

向国民党军队散发，各解放区召开部队和群众大会，报告邯郸战役的胜利和新八军起义的意义。受高树勋行为

的影响，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许多国民党官兵或起义投诚，或退出内战。 

  毛泽东舆论战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启示 

  毛泽东舆论战思想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时新闻宣传思想，其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继承。结合近年

世界范围内的几场现代化战争，舆论战的地位作用不断提升的实际，我们非常有必要从毛泽东舆论战思想中获

得参考，思考未来战时我军新闻宣传工作的思路。 

  启示一：重视舆论战在现代战争中的强大"软杀伤力"。 

  中国军事家历来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最高境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如果只靠硬碰硬绝不会取

胜。"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一枝能写雄文的纤笔也被毛泽东当作战斗武器。当傅作义部妄图偷袭

几乎是一座空城的石家庄，毛泽东就以笔杆子击退了来敌。他在广播稿中披露我方紧急备战情况，向来敌表明

我方已做好迎战准备，使心虚的敌人最终放弃偷袭。回眸去年的伊拉克战争，除了武力抗衡，在第二战场---舆
论战战场上的斗争同样是硝烟四起。展望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非武力因素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舆论战准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施舆论

战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代战争舆论战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的研究，为未来我军能够在军事战场和

舆论战场上获得双赢做好充分准备。 

  启示二：制订战时舆论管控政策，充分发挥"倍增器"作用。 

  毛泽东认为媒体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因此宣传必须与当前党的政策相符合，必须无

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同时，由于舆论在战时还担负着引导革命形势、凝聚民心等重要任务，因此战

时新闻宣传纪律不允许有任何偏差，绝不允许有与革命舆论不和谐的声音。毛泽东曾批评过新华社太行分社、

苏北分社、山东分社和晋西北分社背离党性的宣传;纠正过《解放日报》夸大原子弹的威力，为他人制造舆论的

错误宣传;要求《参考消息》对无根据地乱安题目，帮助美国人恐吓中国人的错误加以整顿。值得注意的是当前

某些媒体从业人员政治观念淡薄、纪律观念淡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须知在战时，宣传上一丝小的偏

差都很可能导致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因此虽然现在是相对和平时期，我们也要不断强化宣传纪律，居安思

危，提前制订战时舆论管控政策，保证舆论发挥"倍增器"而不是"减速器"的作用。 

  启示三：增强信息判断力，及时进行反宣传干扰。 

  欺骗性宣传是舆论战中最常见的手段，虽然它完全有悖于新闻真实性原则，但是在战争这种特殊条件下却

是十分必要的。伊拉克战争中，美、伊军方都散布虚实难辨的消息配合作战。欺骗性宣传一般都具有很大的迷

惑性，不明真相或辨析能力差的受众很容易信以为真。1949年美国国务院为支持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进行自我

辩护，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针对这些欺骗性宣传，亲自写了《别了，司徒雷登》等5篇社

论，揭露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提醒那些对美国仍存有幻想的人们。由此可见，媒体在战争中不仅要

证实，在关键时刻还要站出来证伪，及时进行反宣传干扰，拆穿谎言，揭露真相，巩固己方的舆论阵地。相

反，如果对欺骗性宣传听之任之，让对方牵着鼻子走，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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