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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ws Work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d Gene Generation in Early Part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Xu Zhaorong

Abstract: The red gene of the party newspaper and Journ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gan to 

appear and generate graduall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and constantly enriched, 

improved and improved. This paper traces and combs the practice of the initial press and publicity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hundred years ago, and 

construc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rted 

from news propaganda; The press and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and promoted with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nd great cau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ess and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part of the whole 

revolutionary cause; The requirement of “politicians running newspapers” has its own origin,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red inheritance. It can also be said that it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important red gene 

of Part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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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初期新闻工作初探
——早期党报党刊的红色基因生成

徐兆荣

摘  要：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红色基因，在建党初期就开始逐步显现并生成，并不断丰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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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本文通过追溯梳理百年前中共建党初期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建构如下结论：（一）中

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正是从新闻宣传起家的。（二）中共的新闻宣传工作，始终与中国共产

党的革命活动和伟大事业相伴随、相促进。（三）中共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四）“政治家办报（刊、社、台、网等）”要求是其来有自的，是有历史积淀和红色传承的，

也可以说是党报党刊最大、最重要的红色基因。等等。——这些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和

宣传事业开始积累并传承下来的宝贵经验，对新时代继续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仍然具有

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建党初期；党报党刊；红色基因；传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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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的政党。而且，党的一些创始人及其

领导者，大多都是从新闻宣传工作切入革命活动的。或者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

正是从新闻宣传工作起家的。并且，新闻宣传工作，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相伴随。正

像列宁早在 1905 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所形象表述的：新闻宣传工作与整个革

命事业就像是齿轮、螺丝钉与整部革命机器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展开全面大决战的时候，即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常

用“新华社记者”之名的毛泽东，曾经不无幽默又充满自豪地说过：我是用一支笔指挥“三大

战役”的。于革命的烂漫主义情怀之中，又透着相当的自信。

历史，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了某种预示：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毛

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拿到了一支笔——成为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党

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国民党中央机关刊《政治》周报的主编。而蒋介石得到了一支枪——

做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的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四分一个世纪之后，

当年拿笔的毛泽东真就把拿枪的蒋介石打败了、打跑了。虽然，不仅仅靠的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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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与文献综合

让我们进入时间隧道，穿越到一百年前，看看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情形。

从大量的资料查阅和梳理中可以发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新闻宣传工作的史料，

浩若烟海、汗牛充栋，但是对于中共建党初期的新闻宣传工作积淀了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及其

对今天的影响和作用，尚未见完整系统的梳理研究，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初步的系统追溯

梳理、分析研究，以期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红色基因的起源与传承有所发现，有所了解，有所

证实，有所借鉴。

一经进入这一领域就会发现，其中的资讯、资料信息量级极为庞大，需要细细地从中一点

一点地析出与建党相关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资讯信息，是十分庞杂的工程。本文的研究路径是：

从大量的有关中共党史专辑、中共建党时期主要人物的自传、传记、回忆录、采访录等书籍资

料入手，从其中庞大的内容记述中取出相关部分，以 1921 年前后为时间线，以“中共一大代表”

为主要人物线。提取内容的思路有这样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相关的中共党史里涉及的人物

和事件；第二个维度是与建党相关的人物自传里自述的相关事件；第三个维度是有关人物传记

里涉及的相关事件；第四个维度是与建党相关的人物自传里涉及的相关人物及其相关事件。通

过这样的梳理和综合，以管窥中共建党初期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特点及其红色基因传承的实践与

逻辑起点。

（一）中共初创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简况

1921 年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性组织正式宣告成立了。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

的中央局，陈独秀在因故缺席大会的情况下依然被选为书记，主持“中共一大”的张国焘分工

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

管宣传的李达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继续他与陈独秀早前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的编辑事业，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理论机关刊，仍然是半公开的内部渠道发行。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

党机关刊是早就名噪天下的《新青年》，陈独秀仍为主编。在陈独秀离沪赴粤期间，暂时交由

李汉俊和陈望道负责编辑工作。

早期武汉共产党组织创办者和负责人，也是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大革命失败后脱党，

新中国建立后又回归的包惠僧，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央的主要工作是宣传

鼓动，编印《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丛书，并与各地支部或小组联系。”a

包惠僧回忆，“中共一大”后，“接着在八月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于上海宣告成立。

a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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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劳动运动的计划，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部。并且创办了

机关报《劳动周刊》。”a

作为首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张国焘，同时兼任《劳动周刊》的编辑主任。

从包惠僧的回忆看，《劳动周刊》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京汉铁路工人的组

织工作是开始了，……正在党要用人的时候，事有凑巧，我们接到项德龙的一封来信，他自称

是《劳动周刊》的读者，武昌模范大工厂的纺织工人，他要同我们谈谈和工人运动有关的问题。”b

这位“项德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工人出身的革命家项英。他初一接触当时武汉党的组

织就表示：“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

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c

当时还成立了出版社，出版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

红旗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张国焘传》记载：“中共一大”之后，陈独秀回上海履行书记之责，

与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商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

秀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 15 种介绍共产主义的读物。”d（张树军，2009：57）

按照《刘仁静》一书的说法：“要及时集中力量宣传马列主义，就只能下决心依靠一批信

仰马克思主义的新人，建立一个新的出版阵地。人民出版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世的。”e

（二）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新闻宣传工作

其实，早前一年的上海共产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事业就相伴而生了。

上海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是共产党组织最早的机关刊所在地，也是最早的共产

党理论刊物产生地，还是共产党的通讯社华俄通讯社的试验地，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完

整的中文译本也是最先在上海出版的。

上海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于 1920 年 8 月，当时定名就叫“中国共产党”。由当时在上海的

陈独秀牵头，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陈独秀为书记。即使担负书记之职，陈独

秀同时还是《新青年》主编，并且，《新青年》为此改组成上海共产党组织公开出版的机关刊。

上海党组织成立后，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将《新青年》改为上海

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创办《劳动界》周刊，作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创办《共

a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66．

b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9-90．

c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91-92．

d张树军．张国焘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57．

e郑惠，等．刘仁静［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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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月刊，这是半公开的党内理论刊物。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 年 8 月，陈望道译

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由上海小组自办的又新印刷所用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

出版。”a

1920 年 9 月，以第 8 卷第 1 号《新青年》首篇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标志着陈

独秀彻底转向了列宁主义的政治革命。当期的《新青年》还专门开辟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

专栏，以此标明《新青年》改组转型为中国共产党的上海组织机关刊。b 这个专栏里，登载了

介绍苏俄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列宁著作、列宁传略等，如列宁的《民族自决》《无

产阶级政治》，德国培培尔的《女子将来的地位》，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达的《马克思返原》等。c

当年底，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才把《新青年》编辑任务，托付给临时担任书记之责的

李汉俊及陈望道。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与担负宣传工作的李达创刊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这是

中国第一份以“共产党”命名的刊物，是适应建党的需要，面向各地早期共产主义者，系统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其创刊号《短言》中简明介绍建立共产党的主张，指出：“要想把

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

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该刊还登载列宁的传记、列

宁的演说及《国家与革命》部分译文，介绍了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的状况，介绍了俄国实业界、

职工联合会、合作社、乡村、军队的共产党基层支部情况。《共产党》月刊成为早期马克思主

义者进行建党思想探讨的重要阵地，为推进建党工作，使各地共产党小组成员了解党的基本知识，

作出了重要贡献。c

上海共产党小组在 1920 年的 8 月份，还创办了《劳动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事例，

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悲惨生活，用浅显的道理指出工人阶级自求解放

的道路。李汉俊在发刊词《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说：“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

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劳动界》设有演说、本埠劳动界、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读者投稿、调查、诗歌、

小说等专栏，文章一般都比较短，深入浅出。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经常为该刊撰稿。

李达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一文中说：“劳动者若看清了资本家的专横跋扈掠夺无人道，

a《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8.

b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33．

c苏若群．亲历建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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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会之类）去和资本家对抗。团体越巩固，势力越大。团体组织好了，

就首先干同盟罢工的事情。”

陈独秀在《劳动界》撰文《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指出：“上海工会由小政客发起的居多，

所以开起会来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劳动界诸君赶快觉悟罢！

诸君若真心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功夫。”

江南造船厂工人李中在《一个工人的宣言》说：“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厉害、还

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

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

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

在《劳动界》的启发下，工人们提高了觉悟。a

因为“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

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b所以，此时或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

等，实际上起到了中共机关刊或中共领导下的新闻宣传工作主阵地的作用。

与此同时，早期的那一批建党积极分子，还充分利用当时的一些热门报刊撰文著述，宣传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苏俄十月革命等。如《星期评论》《民国日报》《救国

日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进步的甚至是激进的报刊。

如，他们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诸暨县劳动界最后的状况》《农工和食米》《农民底苦况》

等文章，反映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与农民的贫困境况。还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文指出：

“农民受阶级制度底压迫，也须用社会主义去救济他们。”c

（三）北京共产党建立时的新闻宣传工作

再看看稍晚于上海两个月成立了共产党小组的北京。

1920 年 10 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在李大钊倡议形成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

基础上宣告成立。11 月底，正式定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

北京支部的领导成员结构是这样的：书记李大钊，组织委员张国焘，宣传委员罗章龙。

罗章龙这个宣传委员干什么呢？主要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一项主要的也是具体实在

的工作，就是编辑《劳动音》。

《劳动音》是由两个无政府主义者陈德荣、黄凌霜创办的一个周刊，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北

a苏若群．亲历建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4-5．

b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12．

c苏若群．亲历建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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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共产党组织后，罗章龙接手主编《劳动音》周刊，“旧瓶装新酒”，逐步地把它变成宣传马

克思主义为主的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机关刊。

《劳动音》注重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

动的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北京党组织成立的第二个月，11 月 21 日，参与指导和组织工人运动的张国焘，在《劳动音》

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介绍长辛店工人的概况，指出长辛店工人是有觉

悟的工人，曾组织过救国十人团等爱国组织，并对学生运动多所赞助。并公布了《长辛店劳动

补习学校募捐启事》和《简章及预算案》。《启事》说，“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

头儿、小孩儿，都应该领受的。”在《简章及预算案》中表明了办劳动补习学校的目的：“本

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

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

由于《劳动音》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很受工人的喜爱。当年 12 月份，

每期印发就达 4000 多份。

在出版《劳动音》的同时，共产党北京支部还创办了《工人周刊》，以着重报道各地工人

斗争的情况。《工人周刊》很快销往北方各地，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言论

机关”。长辛店工人的斗争情况经过《工人周刊》的宣传，对当时京汉、京绥两线的铁路工人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各地工人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

效仿其榜样。这一切都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a

作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发起者，李大钊也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重要角色，他也

是在中国最早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主角。正像《中国共产党简史》里说的：“在中国早

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 年，他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

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b

虽然北京的《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但在李大钊等人的改革操办下，特别是《晨报副刊》

已然成了传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介绍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主流平台，

从而奠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c

参加“中共一大”时岁数最小的代表刘仁静，“会后回到北京，即在李大钊、邓中夏的支

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团刊性质的《先驱》。“《先驱》是一种每期四版的八开小报，是以唤醒

革命自觉、研究中国实际、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为职志的半月刊。”该刊后来被迫转移到上

a苏若群．亲历建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30-34．

b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10．

c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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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后，甚至一跃而成了团中央的机关刊。a

（四）武汉共产党支部的新闻宣传工作

武汉，也是较早建立中共党组织的地方。1920 年秋季前后，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

惠僧等人就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包惠僧被推举为党的负责人，这次成立会

上作出决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工作。

1921 年 1 月，包惠僧离汉去沪，武汉党组织遂由陈潭秋、刘伯垂、黄负生等负责。陈潭秋

等将新创刊的《武汉星期评论》办成了武汉党的机关刊，办成了团结武汉文化界进步力量、反

抗旧势力、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b

根据包惠僧回忆，当时武汉区党团负责人陈潭秋，利用《武汉星期评论》的平台，与披着

新文化运动外衣的守旧派刊物《江汉评论》展开斗争，最终瓦解并击溃了《江汉评论》，较好

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武汉星期评论》的形象和威信。c

不仅如此，武汉共产党人还利用其他刊物展开工人运动的宣传。他们写的《武昌五区工人

状况表》《汉口劳动状况》等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上。包惠僧写的《我

对武汉劳动者的调查和感想》发表在 1921 年 4 月 8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d

（五）长沙共产党小组的成立及其新闻宣传工作

当然，还有湖南长沙党的创始人毛泽东。他在 24 岁“北漂”之时，曾有机会参加了蔡元培

举办的多个平民大学之一的新闻夜大学。接受了邵飘萍等一代新闻名流的新闻学启蒙。e 这为他

后来回乡创办《湘江评论》，以及再后来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政治》周报，更为他成为具有“中

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一代政论大家、文章大家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自己回忆说：从北京“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我是

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

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

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

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扇动反对张敬尧，……在北平我做了一个通讯社的社长，

a郑惠，等．刘仁静［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97-101．

b苏若群．亲历建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74-75．

c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76．

d苏若群．亲历建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76．

e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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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推动反军阀工作。”a 

《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毛泽东主编的《湘

江评论》是宣传十月革命、宣传新思潮最有力的刊物。”b

1920 年冬，长沙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夏曦等人。长沙党

组织成立后，主要开展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工人运动、筹备湖南自

修大学、组织中韩互助社等工作。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除了原先的一些方式方

法和手段外，毛泽东还利用与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的密切关系，向他们推荐上

海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稿，如《布尔什维克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使湖

南《大公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阵地。在“开展工人运动”方面，毛泽东、何叔衡、

陈独秀支持帮助成立了湖南最大的工会组织“湖南劳工会”，并创办了《劳工》月刊，对湖南

劳动大众进行工人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和宣传鼓动。c

（六）济南共产党小组及其新闻宣传工作

济南，虽然建党稍晚于北、上、广，但那一批建党人物特别是参加“中共一大”的王尽美、

邓恩铭，他们建党前后也是通过结社、办刊物来从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马克思主义及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革命活动的。

1920 秋，两个中学生王尽美、邓恩铭为主牵头创立了“励新学会”，同时创办了《励新》半月刊，

王尽美负责编辑，邓恩铭担任庶务。他二人都在《励新》发表文章，揭露和抨击腐败的社会制度，

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进步思想。有些文章还表现出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向往，

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改造社会的主张。d

1921 年 5 月 1 日，“励新学会”中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还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

其宗旨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其方针是：增进劳动者的智识；

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造劳动者的生活。

《济南劳动周刊》与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一样，都是对工人进行马克思

主义宣传、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刊物。

王尽美等人在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陈独秀

和李大钊等人的帮助和促动，于 1920 年秋冬到 1921 年春夏之际，在济南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小组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济南共产党小组成立后，继续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

a斯诺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34-35．

b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3．

c苏若群．亲历建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02-104．

d李肇年，刘昕．邓恩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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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为山东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a

（七）广州共产党小组及其新闻宣传工作

1920 年冬，陈独秀受聘于陈炯明去了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去广东任职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办大学和发展党的组织。

所以，他一到广州，立即召集他的几个北大毕业的学生，商定建党。

当时，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几位毕业回乡的北大同学，为了延续在北大时宣传新思想、

新文化的工作，于 1920 年 10 月 20 日在广州创办了日报性质的《广东群报》，在北大新闻学研

究会举办的新闻夜大学学习过新闻学的陈公博担任总编辑，谭植棠任经理兼编辑，谭平山任编辑。

陈独秀到达广州后，于 1921 年 3 月牵头组建了广州共产党小组，陈独秀任书记，谭植棠负

责组织工作，陈公博负责宣传工作，《广东群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广州共产党的机关报。b

《广东群报》创刊之初，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鉴于中国几千年来所酿成的散漫、自

私、不团结、缺乏群体观念等陈腐陋习，常于报端撰文阐发人类的“群性”，传播“群性”之说，

提出要“发展群的本能，铲除群的障碍，巩固群的堡垒，增进群的乐利”。该报之命名为“群报”，

盖源于此。

《广东群报》创刊初期是一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激进民主主义报刊，以改造社会为目的，

以宣传新文化运动，促进新社会早日实现为己任。在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广东群报》也完成了向无产阶级报刊的过渡，改为中共广

东党组织的机关报，从原来的宣传“群性”论，转而重点宣传马克思主义。

《广东群报》出版至 1922 年夏，因陈炯明叛变，广东环境恶化而被迫停刊。

《广东群报》作为广东在五四运动后创刊的一份报纸和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 , 在促进马克

思主义在广东的早期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撰写、转载、翻译各种文章 , 不仅传播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还传播了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 , 进行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 批驳了

各种错误的观点和主张 , 肃清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障碍 , 并为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进行了积极

辩护。《广东群报》教育吸引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 扩大了广东党

组织的组织基础。

《广东群报》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成为我国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虽然仅仅开办两年多，但作为当时“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介绍世界劳工消息的总机关”，

在广东革命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a苏若群．亲历建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96-197．

b苏若群．亲历建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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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报》的出版发行，一扫当时广州报业的浑浊空气，以清新、活泼的面貌出现在读

者面前。在其出版发行的两年多时间里，《广东群报》正如陈独秀希望的那样，对广东青年，

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新青年》杂志评价它，“是在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

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

“1920 年 10 月，谭平山、陈公博等创办《广东群报》，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社

会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党组织成立后，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开

展工人运动。以《广东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开辟‘马克思研究’‘工人消息’‘评论’‘留

法通讯’等许多栏目，报道工人运动情况，宣传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俄国共

产党的历史等，内容生动活泼，深受进步青年和工人的欢迎。”a

（八）留日学生党员的新闻宣传工作

还有，作为留日学生党员代表的周佛海、施存统等人的新闻宣传工作。

本来，施存统、周佛海在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时就加入了其中。后来，他二人去日本留学。

施存统还抄了一份上海共产党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带去日本。b

在日本的“施存统和周佛海撰写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寄回国内的报刊上发表。如

施存统曾在《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

在中国的应用》。周佛海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上发表《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

和《夺取政权》等。”c

后来，接到参加“中共一大”的通知，周佛海作为留日学生代表回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

并且还成为陈独秀到任之前的代理书记。d

（九）《新青年》：中共第一个机关刊

当然，更早的中共新闻宣传工作其实应该从《新青年》说起。

1915 年 9 月 15 日创刊的《青年杂志》，在 1916 年 9 月 1 日创刊一周年之际改名《新青年》。

直到 1926 年停刊，几乎没有脱离过它的创办者陈独秀的视野，无论是他一人独撑，还是后来的

同人办刊，或是有编委会的编辑部办刊，始终都在陈独秀掌控之中，并随陈独秀从上海到北京，

又从北京到上海，后来又随他到过广州。而且，办刊思想也随着陈独秀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

当陈独秀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刊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宣传马

a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7-48．

b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一大”前后［M］．人民出版社，1980：20-22．

c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52．

d中国共产党历史〈1919—1949〉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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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就是后来短暂休刊后，重新以季刊形式面世，成为由瞿秋白

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也还是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从以上中共建党及“中共一大”参会代表所在地建党前后新闻宣传工作的一般情况，追溯

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路径和业绩，从中我们可以认知以下的一些特点和

结论。

（1）无论地方党组织，还是党的中央组织，其组织架构几乎是相似或相近的：大多有一个

书记，一个管组织发展，一个管新闻宣传。即使没有这样的组织形式，也都是有人负责新闻宣

传工作的，而且大多数党的领导成员都能够承担或多或少的新闻宣传之职。

当时，中共中央的工作可以说百废待兴、纷繁复杂，但新闻宣传工作始终是其中最重要、

最具体、最实在的工作。如，《共产党》月刊，还有一个《新青年》等。

此外，还有一个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共一大”后即宣告成立，

还出版了书记部的刊物《劳动周刊》，由张国焘、包晦生（包惠僧的化名）、李震瀛、李启汉

负责编辑工作。发行对象是各工厂的工人。a

而且，随着“中共一大”的成功举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也次第有序地展开。

从 1915 年 9 月 15 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到《新青年》，到《每周评论》，

到《共产党》月刊，到《向导》周报，到《热血》日报……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几乎不曾有间断。

生动体现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列宁）的道理。

（2）建党初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都是有载体的，这些载体或是在原来就有的刊物基础上“旧

瓶装新酒”，推陈出新；或是创办新刊物“新瓶装新酒”，全面创新；或是在别人的报刊平台上“借

别人的舞台唱自己的大戏”，“借嘴说话”，为我所用。

比如，北京的《劳动音》，济南的《励新》，广州的《广东群报》等，就是“旧瓶装新酒”。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其机关刊的《新青年》，更是最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

老刊物。中共成立后的《新青年》可以说是全面创新，以全新的面貌示人。

开创新刊的如《共产党》月刊，还有《劳动周刊》等，是横空出世，是闪亮登场。

还有“借别人的舞台”的。根据李锐在 1957 年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90

年修订版一书的记述，1949 年作者随大军南下到湖南，湖南《大公报》创办人和主笔张平子向

他介绍，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该报发表过许多文章。李锐从张平子珍藏的湖南《大公报》

a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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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报中查阅，仅从《随意录》和《时评》等栏目中，就找出二三十篇可以肯定为毛泽东所写的

文章。

还有研究系的《晨报》就是在李大钊等的帮助和操办下，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平台。“1922

年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生 104 周年，《晨报》副刊推出的纪念专号刊登了两篇纪念文章：‘我

们纪念马克思的意义’和‘俄国革命之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署名都是‘竞人’，亦即都是刘

仁静把自己的名字颠倒过来的谐音。这两篇文章想必都得到李大钊的帮助，至少经他审阅，因

而能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从李大钊把自己的纪念文章‘马克思与第一国际’发表在 5 月 6 日，

而把刘的两文发表在正式的纪念专刊上，可见他对此二文也较重视。”a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不仅继续在《励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而且在

当地报纸《大东日报》上出了一个《劳动周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推动工

人运动的开展，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b

（3）中共创始人及其领导者，大多都是从新闻宣传工作开始建党历程的。

陈独秀从 1915 年 9 月 15 日创办《青年杂志》开始，就一步一步地把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

新文化、新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一点一点地在中国大地点燃，直至推动中国共产

党的建立及发展。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第一人，李大钊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是

在由《青年杂志》改名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正是由于李大钊与陈

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结成了牢固的革命友谊，他们携手把《新青年》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进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就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

毛泽东从北京回湖南后，“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

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c

从这一点上看，如果按照毛泽东说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准

备。那么也可以说，五四运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做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或者也可以说，这些报刊为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及其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宣传上的准备。

这同时也可以证明：早期的那一代革命家是理论宣传与身体力行并重的，是不仅坐而论道，

而且是起而实行的。他们对于寻求并认定的革命理论，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他们大

多是怎样说的，也就怎样做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的革命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

胸怀革命理想，倡言革命目标，实行革命行动，付出革命一生的。

a郑惠，等．刘仁静［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02．

b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6．

c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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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毛泽东 1958 年 1 月 12 日给当时广西省领导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指出：“精心写

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

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a 三天之后，毛泽东又对时任新华社社长兼

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说：“评论大家写，各版包干是好办法。总编辑是统帅，要组织大家写，

少数人写不行。”b 

毛泽东不仅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他更是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的。

实际上，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是一脉相承的，不仅仅提要求、发号召，而且都是身体力行

地努力付诸实践的。

所以，“政治家办报（刊、社、台、网）”的思想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共新闻宣传工作来看，

是有深厚的红色传统和丰富的实践基础的，是其来有自的，并且必须始终坚持的。这可以说是中

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宣传工作最可宝贵的也是最重要的经验，对今天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而且，如果全党同志都能这样地去努力、去实践，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践行，其结果，是

否有利于解决当前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尤其是面对当下的一些腐败现象，是否也有利

于解决一些腐败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的“两面人”问题？

（4）几乎所有党的新闻宣传工具及其工作的展开，都是基于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党报思想来

实践的，即：报刊是革命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所有党的报刊及其新闻宣传工作，

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发挥着宣传、鼓动和组织社会革命运动方面的巨大的积极作用。报刊已然

成了建党及其革命事业的活动中心、组织中心、指挥中心。

（5）中共早期新闻宣传工作，除了报刊等载体，还有“书社”“学会”“研究会”等形式。

且都对建党及其宣传工作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

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武昌的“利群书社”，长沙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和“俄罗

斯研究会”，济南的“励新学会”，广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等。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写道：“1920 年 7 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展开

广泛的革命活动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影响最大并与

建党有密切关系的事，是创办了文化书社。”

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中也说过：“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则莫过于

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c

《中国共产党历史》介绍：“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a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202．

b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203．

c苏若群．亲历建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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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5 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准备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步骤。这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而且培养出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a

（6）中共建党初期新闻宣传工作的载体，都是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切入的，逐步转为宣

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使得办刊、办社及研究会等与建党成了一而二二而一

的关系，成了互相成就、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正是从新闻宣

传造舆论的工作起步的，而且党的新闻宣传事业又是随着革命事业不断发展而发展壮大的。

（7）这些载体的操盘手大多是年轻人。从 1915 年创刊的《新青年》看，当时的创办者陈

独秀岁数最大，也才 36 岁。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时年也不过 30 岁左右。而

在北京接手主编《劳动音》时的罗章龙才 24 岁，在上海创刊并编辑出版《共产党》时的李达 30 岁，

陈公博任《广东群报》总编辑时 28 岁，在武汉编辑《武汉星期评论》时的陈潭秋 24 岁，在济

南编辑《励新》的王尽美 22 岁，在湖南编撰《湘江评论》时的毛泽东 26 岁……几乎全都是一

批英姿勃发、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这再一次说明：青年强则国强。

（8）这些载体多是面向青年知识分子和劳动阶级的，所以越来越讲究通俗易懂、不拘一格、

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使之能够很快融入相应的读者群，与读者群体发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的密切关系，并发挥了其应有的宣传、组织、鼓动、引导的作用。这对于今天的新闻宣传工作

如何吸引青年人及广大的劳动群众，如何向青年群体甚至青年亚文化群体进行有效的有力的传

播并使其易于乐于接受，以吸引影响更多的受众，是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和启发的。

（9）这些载体多是新闻与评论兼具，且以评论为重的。有些报刊名字就带有“评论”二字，

如《武汉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这似乎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

报刊出现时的状况比较一致：都是新闻与评论同行的。也比较符合新闻出版署曾经对报纸所下

的定义。而评论这一样式，更有利于开展直截了当的革命宣传、鼓动、组织的工作。这对于当

下如何加强新闻评论工作，也是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的。

（10）这些载体的发行量都曾经历了由少到多，又最终被迫关停的。如湖南的《湘江评论》

发行数从创刊时的 2000 份，第二期就发行 5000 份。《新青年》从创刊（《青年杂志》）时的

1000 册，发行到最高 20000 册。北京的《劳动音》从 1000 份很快发展到 4000 份。即使半公开

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也从很少的内部传阅数额，很快发行到 5000 多份。《劳动周刊》也从

创刊时的不足千份，最高发行到 5000 份。这些报刊因各种条件限制或打压，后来被迫停刊了，

但无一例外地都在建党前后发挥了各自应有的积极作用，有些还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至今仍

然闪耀着鲜活的生命之光。

a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