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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华日报》中的中共高层形象宣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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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全面抗战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共没有在全国民众面前很好地塑造领导人形象的机会。 中共自建立以来在全

国范围内第一次公开合法发行的大型日报———《新华日报》在卢沟桥事变后创刊,中共利用它加强了对高层形象的宣传。 这

些宣传篇目数量多,报道形式多样,宣传技巧巧妙,对国统区的舆论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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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便在长期的对敌

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完善自己的宣传组织,适时地调

整自己的宣传方针政策,同时也不断地转换自己的

宣传应对机制,笔者认为较能代表革命战争年代中

共宣传水平的当属其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公开合法

创办的党报———《新华日报》,其中中共高层的宣传

颇为引人注目。

一摇 全面抗战前的中共高层宣传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宣传工

作,不但有杰出的宣传鼓动家,还有专门的组织机构

和大量的舆论媒介。 正是因为这些杰出人物的努力

和宣传机制的良好运作,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

始生根发芽。 但这一时期对中共领导人的宣传不太

多,原因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

过程,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和主张,让世人了解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等问题,是先进知识分子

最主要的任务,向世人热切推介中共领导人等并非

亟需。 第二,中共此一时期力量弱小,要实现民主革

命纲领,必须依靠其他力量的帮助,这样就黯淡了中

共领袖的宣传必要性。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

这一时期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使者的角色,“二大冶
前,中共无异于 “知识者所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

会冶 [1]。 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为代表的工人运

动的失败,使得中共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想胜利必须

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其时,综观宇内较有力

量和号召力的当属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国民党在

长期的革命中积攒的稳固的群众基础,以及孙中山

巨大的声望,都是当时的中共所不及的,所以当中共

正式准备联合国民党进行革命的时候,即将孙中山

视作理当领导者之时,就不存在刻意把握中共领导

人形象宣传的机遇。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对

孙中山的宣传较为积极明显。 然而国共合作的大革

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年轻的中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宣传方面来讲,教训也是非常

惨痛的,这主要是由于部分中共领导人的无原则性

地退让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不了

解,最终使得中共高层形象宣传被弱化。 这种“弱
化冶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因素。

客观上主要是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在长期的革

命生涯积淀下的领袖形象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孙中

山是国民党竭力宣传的“总理冶与“国父冶,也是共产

党及其他党派在某种程度上共同接受的政治人物,
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不具备产生一个在广大

民众面前具有强大号召力的领袖的,革命形势的复

杂也暂时整合不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共领导集体。 中

共高层形象宣传被弱化的主观原因主要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对革命领导权逐步丧失所造成的,中共处

于幼年时期,核心领导成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

不定,进而遭到惨败。 失败的领导人是没有理由和

机会被正面宣传的。
然而,经过中共宣传人员的艰苦工作,中国共产

党在十年国共对抗过程中还是顽强地保住了共产党

的声音。 只是中共领导人的宣传也存在影响面极为



有限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对面积广大的国

统区的严格控制,根本不可能给中共领导人的宣传

留有发展的空间。 中共控制区刊物的影响面也仅限

于本地,基本上属于内部刊物、地方性刊物,而谈不

上全国性有影响的公开刊物。
总之,全面抗战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共没有在全

国民众面前很好地塑造领导人形象的机会。

二摇 重庆《新华日报》里的中共高层形象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

同时,开始承认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公开出版发

行自己党报的合法权利。 《新华日报》几经周折终

在 1938 年 1 月 11 日创刊,最初在武汉出版,10 月

25 日移渝出版,至 1947 年 2 月 28 日在重庆被国民

党当局查封,共历 9 年 1 个月零 18 天,总计出版报

纸 3231 期。 因在渝时间最长,所以又称重庆《新华

日报》。
国共为了民族大义又一次合作,共产党从非法

组织变回合法组织,“沉寂冶并被压制了十年之后,
中共又一次公开地走进了国统区。 有了第一份在全

国范围内公开合法地发行的党报,中共自然会对中

共领导人的宣传高度重视。 据笔者统计,报道标题

中直接出现中共领导人名字的报道和主旨关于中共

领导人报道的数目为:毛泽东 140 篇;周恩来 145
篇;朱德 109 篇;叶剑英 56 篇;彭德怀 26 篇;董必武

74 篇;吴玉章 57 篇。 若用折线图来表示的话,可以

看得出中共高层宣传在抗战后期的和解放战争初期

的数量陡增,峰值在 1946 - 1947 年段,这说明《新华

日报》根据形势发展进行了宣传战略的调整。

摇 摇 借助《新华日报》有利的平台,中国共产党适时

地满足、迎合了读者的求知欲,回答了萦绕在人们心

中良久的问题,即中共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到底是什

么样的人———包括他们的相貌、性格、精神状态、理
想、指挥能力、个人魅力等。

在《毛泽东颂》 [2]、《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 [3]、
《毛泽东的歌》 [4]中,《新华日报》热情洋溢地歌颂了

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形象。 其中《毛泽东颂》是 1945
年 8 月 30 日著名诗人徐迟用“史纲冶的笔名发表在

《新华日报》上的,全文如下:
毛泽东,毛泽东,我一生的光荣,
是能够给你颂扬,金鸡样高亢嘹亮。
你的名声霹雳样,惊骇法西斯鬼魂。
你的名声江河样,奔流南北城乡。

你的名声仙乐样,吹得人心温暖。
你的名声飓风样,扫荡噬人的魍魉。
你的名声喇叭样,唤起人民解放自己。
你的名声布谷样,呼唤人民耕得深。
假抗战用美国武器,真抗战用小米步枪。
你的名声神话样,也像女娲炼石补青天。
这里的人民流眼泪,侮辱和死亡在忍受;
这里的土地满目凄凉,粪蛆爬在黄金上。
这里的人民在期待你,前来展示你的力量,
都知道你把戈壁荒原,化为天堂乐园。
你来了,开口第一句:照顾人民利益。
你的旗帜上写得分明,两个大字:“和平冶。
我们歌唱你,毛主席,冰天雪地里歌唱春季。
春季里百花齐开放,我们要用一切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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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冽的,浓密的,馥郁的,河流的,
森林的和山峰的清香,喷在你的名声上,
你是我们的唯一的希望。
《新华日报》还向世人展示了中共将领的风采,

如《如火如花的老少年———记朱德将军》 (附画像)
中写道“他数十年来革命的斗争,所为的只是民族

的解放,成千成万的饥寒交迫的穷人的生存,有什么

理由他们不可以称他为‘慈爱的父亲爷呢? 我看到

战士给总司令的信就这样写道,‘我对父亲的爱是

和他属于那革命的事业结合着爷冶 [5]。 《新华日报》
1945 年 9 月 4 日还译载了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

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文中如是写道“八路军总

司令朱德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六十岁的老农民,象
父亲一样冶。 类似的报道文章还有《刘伯承将军会

见记》 [6]、《贺龙将军印象记》 [7]、《陈毅将军印象

记》 [8]、《毛主席初期的革命活动》 [9]、《毛泽东》 [10]、
《朱德司令长官略历》 [11]等等。

《新华日报》还有不少专门怀念牺牲的中共领

导人的文章,这些不仅是对故人的纪念,而且是对当

年被国民党舆论强力压制的形象和名声的重塑。 如

《谈代英同志的工作作风与生活态度》 [12]、《十年回

顾———忆恽代英同志》 [13]。 对于在抗战中牺牲的将

领,《新华日报》也突出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如八路

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的时候有《左权同志精神不

死!》 [14]等文章。
以上所提的报道文章中,既有新闻消息又有长

短通讯,既有叙述议论文体又有诗歌散文体裁,既有

本报记者报道又有他报文章转载,可谓形式多样,别
出心裁。

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也经常亲自在《新华日报》
上宣传本党的政策与主张。 中共高层的文章经常以

醒目的标题和大版面制作,这样一方面向世人宣称

中共高层的领袖权威,另一方面世人可以通过直接

阅读中共高层的文章了解中共最权威的信息。 抗战

时期,《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发表自己的社论,不
仅经常登载毛泽东论著作为代论,而且周恩来等都

写过大量社论和代论。
通过围绕与中共友好的人士为主题的报道能让

人了解到中共高层的择友交友的标准。 比如《新华

日报》就曾策划过中共高层大规模地给冯玉祥的祝

寿纪念,藉此来表达中共高层对公认的爱国将领冯

玉祥的认同和尊重,如《朱德彭德怀祝词》 [15]、《延
安毛参政员泽东等祝电》 [16]等。

此外《新华日报》还通过题词、书信、挽联等各

种形式来宣传和表达中共高层的思想主张与价值

倾向。

三摇 高层形象宣传技巧与效果

即便国共联合抗战后,国民党宣传部门对国统

区舆论的控制依然非常严格,要想真正在合法性和

灵活性之间宣传中共高层就必须讲求策略。 《新华

日报》宣传中共高层形象时主要采用直面宣传法、
新闻策划法、暗喻法、借他人之口言喻法等技巧。

直面宣传法即直接表达中共领导人良好形象,
如《新华日报》直接刊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

的文章和谈话,还有像《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 [3]、
《毛泽东的歌》 [4]等报道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非常

清晰,主旨就是歌颂赞美中共领导人。这是《新华日

报》最常见的宣传方式。
新闻策划法主要指《新华日报》利用某一事件

或事实进行的主动宣传。 比如重庆谈判期间,《新
华日报》就无比热情地用各种方式歌颂了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光辉形象,这时的中共形象

宣传不宥于凸显重庆谈判本身所展示的毛泽东等人

一心为和平的拳拳之心和弥天大勇的魄力,更重要

的是通过大造舆论和声势为重庆谈判本身以及战后

政党地位争取民心。 毛泽东是受邀来渝共谋和平

的,那么国民党集团也就没有理由去限制《新华日

报》的中共宣传,这也成就了《新华日报》一个大力

宣扬中共领袖的大好契机。
1945 年 8 月 30 日《新华日报》刊载了著名诗人

徐迟用“史纲冶的笔名发表的《毛泽东颂》,全诗极其

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毛泽东;1945 年 8 月 31 日又有

《我歌颂他,是太阳,是鲜花》的文章,文中写道“在
我们的时代里有一个毛泽东是幸福的冶;9 月 1 日

《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群女工致毛泽东同志的信》,
信中写到“亲爱的毛泽东———我们人民的领袖冶,
“我们晓得中国人有了一个大救星,这个救星就是

您冶;9 月 8 日《我所知道的毛泽东先生二三事》写

到:“毛泽东先生为了国际未来的安全,为了国内的

和平、民主、团结来到了重庆,这消息对我这小小的

公务员真是有说不尽的兴奋和快乐冶,“的确,(毛泽

东是)这个中国抗战人民真实的代表冶。
9 月 9 日著名诗人臧克家以“何嘉冶为笔名发表

了《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毛泽东,你是一颗大

星,不亮在天上,亮在人民的心中,你把光明、温暖的

希望带给我们,不,最重要的是斗争!冶,“从你的声

音里,我们听出了一个新中国,从你的目光里,我们

看到了一道大光明!冶,“毛泽东,你是全延安,全中

国最高的一个人!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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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0 月 9 日有爱泼斯坦等著的《毛泽东

印象》一书的头版头条大广告,10 月 11 日又在头版

头条刊登《毛泽东印象》一书的大广告,同时旁边有

有小标题 《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访问毛泽东》、《毛泽东会见记》、《毛泽东先生访问

记》,《毛泽东先生访问记》:附录《毛泽东先生到重

庆》、《中苏文协庆祝会上的毛泽东》。
《新华日报》还通过点燃重庆谈判期间追捧毛

泽东的诗词的热潮来塑造毛泽东的“风流人物冶形

象。 8 月 30 日,刚到重庆不久,毛泽东就宴请柳亚

子等人。 席间柳亚子赠毛七律一首,诗中云“弥天

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冶9 月 2 日,《新华日

报》发表了这首诗。 10 月 7 日,毛泽东手书《沁园春

·雪》回赠柳亚子,顿时重庆人们争相传诵《沁园春

·雪》。 一阕《沁园春·雪》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博大

胸襟和出众才华的形象。
这次新闻策划的手段既有贤达名流的直抒胸

臆,又有无从考证的普通百姓的“心声冶,无疑这些

正面报道远超出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的初衷

范畴。
借他人之口言喻法是指《新华日报》巧妙利用

中共高层的重要活动或言论的契机,借他人之言来

赞颂中共领导人,如朱德六十寿辰,中国共产党决定

开展祝寿活动,《新华日报》就大量刊登了关于祝寿

的文章,如董必武的《赋祝寿诗二首》:虎略龙韬尽

革新,半生戎马为人民。 河山改碎劳收拾,田土纠纷

要试均。 欲挽狂澜于既倒,不随流俗与同沦。 存雄

是谓能行健,合有春秋似大椿. 革命将军老踞鞍,豺
狼当道敢偷安. 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样宽。
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 乌延黎庶欣公

健,此日江南一例欢淤。 再如何香凝的《画梅花一幅

贺朱总司令》:将军花甲寿,敬贺一枝梅. 凌霜兼耐

雪,铁骨占花魁。 春到和平日 新生万物回于。
每逢著名人士生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负

责人、社会名宿、旧交纷纷为诗声张其事,但即便不

逢重要时日,《新华日报》也会“制造冶焦点。 据董必

武在一首自寿诗序中回忆:“一九四四年一月,友好

为我六十生日称筋,多赐祝寿诗。 当时重庆政治空

气恶劣,友好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免效网之

一法。 文则彼时我距六十尚有两年。冶 [1] 可见,发动

祝寿与借此题诗酬和,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意愿表达

方式,更是塑造中共形象的一种巧妙方式。
《新华日报》借他人之口,刊登非中共人士的友

好言论更能体现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如《新华

日报》曾转载了著名外籍人士爱泼斯坦的《这就是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是我们这个

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冶,“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正确的。 在一九三五年,他
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的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

关于游击战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卡尔生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冶 [18]

一个政党形象的重新成功塑造和推介应该是一

个系统复杂的循序渐进的大工程,我们无法详细得

知中共宣传的哪篇或哪些报道对读者曾拥有的质疑

不惑乃至反感的思想起到了决定性的触动作用,也
不能单凭一直被压制的发行量就评估该报的影响

力,但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是《新华日报》在宣传中

共高层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及基于这种努力所达

到的宣传效果。 一篇篇展现具有高尚品质、超群智

慧、远见卓识、以民族大义为己任的中共领导人的形

象的文章赫然在国统区的出现势必会对国统区的舆

论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淤本诗发表于《新华日报》,1946 年 12 月 1 日,第 2 版。
于 本诗发表于《新华日报》1946 年 12 月 1 日第 2 版,系

作者为贺朱德六十寿辰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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