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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将心力护春华”——纪念邓拓同志诞辰100周年

邢久强

2012-10-9 5:38:46  来源：《 新闻战线 》（2012年第04期）

  今年是邓拓100周年诞辰。回忆和学习邓拓的模范作风，对于我们切实转变作风、改进文风，增强走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具

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编辑工作无小事” 

  邓拓抗战时期开始参与党的新闻事业,先后主编《战线》、《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等，建国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

长，在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时兼任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主编。主持晋察冀日报工作期间，聂荣臻同志曾用“毛驴精神”的比

喻夸赞他的工作态度。 

  邓拓眼界开阔，学识渊博，对工作极端负责，有着火一般的工作热情。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编辑记者，邓拓同志要求很

严。他说：“要做一个称职的党的新闻工作者是很不容易的。报纸工作是重大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但表现出的却是日常的具

体工作和技术性工作……对待琐碎的技术性工作，我们应当从政治上着眼去看待它。”“做编辑工作，要注意小事，越是大家不

注意的地方，编辑就越要注意……编辑工作无小事!”邓拓对于报纸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大到编辑计划的制订，小到标点符号

的改动，都一丝不苟。有一次，为了甄别一个字是否可以通用，他亲自到校对组查了《辞海》、《辞源》、《康熙字典》和《中

华大字典》，才把这个字定下来。邓拓同志经常提醒编辑要精心经营报刊。他说:“办报纸刊物，不能像种大田作物那样粗放，

而应该像丰台、海淀等地的菜农种菜园子一样，精耕细作。” 

  “决战于编辑部之外”  

  1962年，邓拓为一战友写了一副对联：“深入实际兼读史，立定脚跟做圣人”。他解释说，“我所说的圣人，是马克思主义

的圣人，就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意思。要做圣人，就必须立定脚跟，要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做人云亦云，随风飘荡的

氢气球。而要做到立定脚跟，必须深入实际，认真读书，只有植根于实际人民之中，才能够不动摇。” 这是邓拓近30年新闻宣

传实践的生动写照。他正是秉承这样的“深入实际、立定脚跟”的精神，把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情怀，体现在日常的新闻实

践工作中。 

  在1944年4月22日晋察冀日报社论《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中，邓拓深刻论述了全党办报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就是“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邓拓一再强调：“报纸是办给群众看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报纸

首先要从内容和形式上满足群众的需要。他在《论党报和党的工作》中指出，报纸办得好坏，其基本标志就是“看它与群众有无

联系和联系程度如何”，“我们应当站在群众之中办报，和群众平等相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既引导教育群众，又

反映群众的呼声。”“报纸一定要做关心群众的‘热心人’”，“成为读者的知心朋友。” 

  “决战于编辑部之外”，是邓拓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编辑思想。他认为，报刊编辑部的工作重点不应在报刊社之

内，而应该在报刊社之外。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千万根线索伸展到群众中去。他强调,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从每一条新闻与通



讯的选题把握、写作角度到内容展示、思想立场等都要体现群众性。在担任《前线》杂志主编期间，他提出:“关门办刊物，一

定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编辑至少要有1/3的时间在下边，直接了解群众政治生活中的问题，跑工厂、跑农村，找人谈话，广

交朋友。”他曾说:“记者工作，最忌机关化。上班下班，‘公事公办’，这是老爷记者。你们应该走出报社的大门，深入群

众，广泛交朋友。各行各业，工人、店员、手工业者、作家、教授、演员等都应该交。否则，编辑记者活动的场所只是从市委到

区委到基层党委，从办公室到办公室，路就太窄了。有了各方面的知心朋友，和他们共休戚，通血脉，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并

经常约他们写稿，使他们在报纸上有用武之地，这样，报纸就一定可以扩大题材的范围，打开我们的路子。”为了使报纸同群

众、同实际保持密切的联系，邓拓常常采取各种方式把编辑、记者派到第一线、到实际生活中进行深入的采访、调查与研究工

作。他提出做学问和做好编辑工作一样，需要“三勤”，即脑勤——多钻研，多想问题；手勤——多录，多记，多写；腿勤——

多跑基层，调查研究，多参加学术活动，与人交流。  

  在主编《前线》时期，邓拓对当时流行起来的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危害群众根本利益的“左”倾错误已经有一定的觉

察，并有所批评。如《前线》第2期社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指出：“我们有的干部，自以为已经懂得了许多实际

情况，就不注意随时随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不肯耐心地同各方面的群众反复商量问题，就凭自己的脑子一热，灵机一动，就

做出判断，乱下命令。”社论说，我们的口号是“按照客观的可能和需要办事，决不应该把空想当做可能性”。在另一篇社论

里，邓拓针对当时流行的高指标，特别提出一切计划“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他提出：“任何指标的提出要有根

据，就是说，要有实施这些指标的充分理由，而不能单凭主观的愿望。”  

  “树立一种简明的、科学的、生动的文风” 

  邓拓同志对文风要求很高，他自己撰写的文章都很生动，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他的一些学术文章读起来也不枯燥。他的

《燕山夜话》，他与吴晗、廖沫沙共同主笔的《三家村札记》，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博得了群众的喜爱，在

全国产生过很大影响。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生硬、枯燥、冗长、空洞、武断的党八股，他主张“要树立一种简明的、科学的、生动

的文风”，力求做到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可让读者看了只想打瞌睡。邓拓要求记者、通讯员和任何执笔

写稿的人“决不要仿造别人的文章……新的东西才是新的文风的唯一源泉”。他强调：“一个人写每一篇文章，总要有自己的见

解，要有新的思想，要有所发现……切忌人云亦云，空洞无物的东西。” 

  邓拓提出，新闻必须讲实话，我们的报道主要是靠事实说服人，即使写社论，也必须针对一定的事实来立论，不能空论、泛

论。针对报纸和新闻存在的空洞、乏味、冗长的不良现象，邓拓提出必须选择人民群众有共同兴趣的新鲜事实来加以报道，要

“坚决反对新闻通讯对现实群众斗争的反映采取不负责任的夸大而损害了它的真实性”。他对报纸刊登一些官方指示、总结以及

一些公式化的文章很不赞同。他指出：“我们的笔墨和篇幅用在表现上层活动的还太多，用在表现下层群众活动的还太少。”他

主张办报办刊要做到“四少四多”，即“少发表上层机关的报告指示，多发表下层实际生动的事例；少写冗长的琐碎一般化的通

讯，多写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有中心有价值的精练的新闻；少写以至于不写罗列现象、铺陈条文的华而不实甚至不华不实的

总结文字，要写结结实实的从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指出运动规律能够指导运动的文字；少写或不写到处已经常见过的重复雷同

的事情，多写一时一地某人某事的新特点、新经验与新方法。” 

  这些论述对于当前党报党刊如何改变文风、加强思想性、可读性都是可直接借鉴的思想资源。 

  不做“新闻官”  

  人民日报原社长胡绩伟说，邓拓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

工作的实干家。邓拓认为，“把新闻工作的岗位当做‘官儿’来做，光坐在屋里开会，动动嘴，而不写文章，这是要不得的。”

他强调:新闻战线每个岗位上的工作都是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党报负责人绝不能做“新闻官”。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邓拓

紧紧依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游击战争中坚持“八头骡子办报纸”。他亲自撰写了晋察冀日报绝大多数社论和专论，还写了大

量的新闻和通讯。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及《前线》杂志主编时，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邓拓认为，一个报刊的总编

辑，只有自己不断地写作，不脱离新闻工作的实践，才能取得领导的资格。他说:“一写东西，就会逼着你去关心实际问题，研



究各方面的政策；逼着你去学习；逼着你联系群众，改进作风。高高在上的‘新闻官’是写不出东西来的，而不写东西的总编

辑、编委又何以说服记者呢?”  

  邓拓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坦诚恳切，毫无领导架子。范敬宜说，在建国以后的报人中，最佩服邓拓，佩服他的人格、

文格。“常将心力护春华”。这是邓拓的诗句，也是他悉心培养年轻编辑的生动写照。对于青年人来说，邓拓是一个亲切而够格

的、循循善诱、如沐春风的好师长，他在传播新闻工作经验和培养新闻干部方面卓有成绩，编辑部俨然成为培养编辑人员的学

校。他告诫编辑同志既要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政治水平，又要博览群书，多方扩展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成为有

学问有见识的“文化人”、“杂家”。由于邓拓同志的倡导，《前线》的同志们努力学习理论和写作蔚成风气。 

  邓拓虽然位居高位，但他从不以领导人自居，而是时时处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显示了他的高

风亮节。邓拓时常告诫他的同事们，一要勤奋工作，二要廉洁奉公。他给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所作的一首诗中，有两句“记者生

涯当自励，一言一动慎思量。”这可以说是对邓拓同志高风亮节的最好注释。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期间，邓拓同志住的是三间狭窄

房子，而且几乎见不到阳光。报社几次请他搬家，他总是让其他同志先住新房。1957年末，邓拓在访问四川一所著名的佛教寺院

后，让随员拿出他的10元钱付给寺院，作为方丈的招待费用。四川日报一位领导请邓拓写张条幅。他答应了，但手头没有纸笔。

随行人员告诉身边的记者站同志，明天请他们顺便带些纸笔来。邓拓听了立即制止：“我个人送给同志们的字，怎能用公家的纸

笔？”第二天，邓拓自己掏钱买了纸、笔和墨等。两件“小事”显示了邓拓同志的廉洁作风。 

  邓拓离开我们已经46年了，但他对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他兢兢业业、夙兴夜寐的工作精神，他留给我们的

好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作者单位：《前线》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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