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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舆论战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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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邹  晶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作为军事家、战略家以及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大国领袖，毛泽东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同时，在复杂的国内

环境和重大国际事务中，巧妙运用舆论的力量，不仅像战争年代将舆论当做一种特殊武器

对敌实施战术进攻，更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大的政治、军事、国际外交

斗争中，赋予舆论国际化视野和外交特征，形成独具特色的舆论战思想。 

   

  用舆论战术开辟第二战场 

  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舆论和宣传对取得战争最终胜利的的特殊作用，并在这个第二战

场上游刃有余，屡收奇效。建国后最具代表性的战例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舆论攻势、炮

击金门斗争中的新闻宣传和平定西藏叛乱时的舆论战。 

  1.扩大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舆论攻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配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开展，全国新闻战

线进行了广泛持久的宣传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1950年

10月26日就发出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从而很快就在全国掀起支持

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 

  对有关战争进展的宣传报道，毛泽东更为重视，几乎投入全部精力。他亲自起草朝中

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

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 ①当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争执

不下时，经毛泽东审定的电报指出：“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

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

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② 

  应当说，抗美援朝的胜利，舆论攻势的配合功不可没。 

  2.打好炮击金门斗争中的新闻宣传战 

  1958年，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毛泽东于8月23日下午发动了炮击金门的斗争，这

是“毛泽东纯熟地运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舆论宣传攻势，并将它们交融于

一体的一次重大行动。……对确保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③ 

  为了配合军事、外交上的行动，毛泽东很注意炮击金门斗争的新闻宣传策略。开炮以

后，毛泽东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一定要像部队一样

服从中央的命令和指挥，暂时不予报道和评论，“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公告、谈话、

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 ④强调：

“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而要把主要锋芒对着美国到处侵略，谴责它入

侵中东，也谴责它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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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炮击金门的斗争中，毛泽东非常关注国际上的舆论和消息，每天都要看完新华社编

辑的《参考资料》，了解和把握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反应和动向，以便准确决策。看到

美国不敢在金门、马祖打仗，中央决定对美国进一步加压。就此，毛泽东部署说：“我们

还有一手，就是宣传斗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评论可以

讲得激烈一些，当然也要适当，不要说过头话。”⑥同时，细心审阅有关他讲话的新闻

稿，对哪些内容可以报道、哪些不宜公开发表、为什么以国家主席身份讲话等问题，向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作了详细解释。 

  在确定了对金门“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后，战术上要求以后要“打打停停，

一时大打，一时小打”，舆论宣传上则强调高度配合：“所有这些，都要在我政府发表正

式声明之后才公开宣传。《人民日报》目前可以‘停火’几天，准备充足弹药，一声令下

就排炮轰击。” ⑦ 

  在斗争后期，毛泽东起草并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各

方反应很强烈，炮打金门自此由军事斗争为主转为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为主；之后的《再

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炮击金门的斗争基本宣告结束。这两篇文章都显示了毛泽东娴熟

地运用舆论武器把握战局的风范：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文

章要形象化；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炮击金门斗争中的新闻宣传战，至今仍是舆论战的经典战例，毛泽东的著作仍是我们

进行舆论战研究的范本，指导着当今的舆论战实践。 

  3.指导平定西藏叛乱的新闻宣传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毛泽东分出精力，指

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新华社及时播发由他亲自修改的新华社同志起草的关

于西藏叛乱事件的新闻公报，揭露西藏叛乱的真相。 

  悄悄离开拉萨逃往印度的达赖喇嘛4月在印度提斯普尔发表了背叛祖国的声明。毛泽

东当即决定起草一篇评论进行反击。他亲自修改《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建议采

用“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的署名，反击达赖喇嘛背叛祖国的声明。 

  对于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平叛行动的横加指责，毛泽东密切关注，指示《人民

日报》有选择地刊登一部分这方面的报道。之后要求《人民日报》调整版面，集中反映西

藏叛乱的问题，有力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并就平叛宣传中的某些说法、指导方针和策略

原则，作了具体部署。 

  5月初，新华社、《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注

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以温和的态度批评了

支持达赖喇嘛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这篇文章的内容、表述方式、标题、署名和发表方式，

都是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多次认真修改确定的。文章发表以

后，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根据国际舆论和斗争形势的需要，此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

总的分量开始减少。 

  毛泽东指导平定西藏叛乱的新闻宣传，最终用舆论战击穿叛乱的阴谋和达赖的谎言，

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声援。没有硝烟的舆论战场，从一定程度上讲，威力不亚于真

正的战斗。 

  媒介化社会的今天，舆论战上升为信息化战争的重要战略战术之一，我们应当从毛泽

东同志的舆论战战术中汲取智慧与谋略，不断提升舆论战水平，在信息化战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用战略眼光开拓舆论阵地 

  1.营造国际舆论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行各业的恢复与建设都迫在眉睫，一时

还难以顾及国外的舆论攻击与封锁，但是毛泽东作为大国领袖，以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洞察

新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新闻视野扩大到国际传播范畴，并在当时有限的传播条件下开

始营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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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反思学习苏联的得与失，我国新闻界1956年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全国性改革运

动。毛泽东对这次新闻改革是关心和支持的。新华社1956年的新闻改革，一个主要目标就

是破除保守思想，在业务建设上取得较大发展，力争成为世界性通讯社，而这也正是毛泽

东的希望和要求所在。早在1955年12月，毛泽东就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发展国外工作时思想

保守、行动迟缓的情况指示说：“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太

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

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⑧ 

  1958年8月27日，毛泽东与胡乔木和吴冷西谈《人民日报》的宣传。他说：“《人民

日报》和新华社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

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议论。……报纸一个时期要

有一定的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过来。”⑨ 

  打开国际视野，重视国际舆论，新闻媒体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对外窗口。如今，新华

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重要媒体已在世界各地设立了记者

站、派驻记者，全球无论哪个角落发生了新闻，我们的记者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出

报道。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我们的记者在4分钟内发回报道，新华社成为世界第一家

报道这个战争的媒体。今天我们的国际舆论影响力已经不容置疑，能够做到随时“让全世

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2.提高舆论免疫力，扩大发行《参考消息》“种牛痘” 

  毛泽东的舆论战略眼光不仅看到了媒体影响力的作用，同时，他还高瞻远瞩地提出加

强舆论防御能力。他不止一次地倡议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目的是为了“种牛痘”。 

  《参考消息》是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刊物，主要选载台湾、香港和外国新闻传媒所发报

道，原本仅供党内外高级干部阅读。为了便于党内外干部更多地了解国际时事，了解敌人

和朋友的情况，在毛泽东的一再提议下，中共中央1956年12月18日发出通知，决定从1957

年3月1日起，将《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至县委委员级别以上的党内外干部。 

  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

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

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

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

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

在政治上的免疫力。”⑩他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

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参考消息》要总结一下，可再行扩大，

变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此后，《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不断扩大，发行量从过去的

2000份扩大到三四十万份，1976年高达870万份。 

  “种牛痘”的尝试非常成功，《参考消息》至今仍是广大读者了解国际舆论的一个重

要载体。在今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化社会里，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都会在数分钟内传

遍全球，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分裂势力的舆论叫嚣也一刻没有停止，但是，具备免疫力的

读者们通过理智的判断，总是能够把握大局与是非，牢牢地守住舆论阵地。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第49期面上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10490671】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M］，中央文献出版

社，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6月下

编辑: 解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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