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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华东前线新闻报道的开创者 

 
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在回忆《陈毅同志的亲切教诲》文中，给这位元帅加了一个头衔：“华东前线新闻报道的

开创者”。这个头衔用在宣传部门领导或新闻机构组织者身上并不罕见，可给了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是否

得当？有没有夸张之嫌？熟悉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的人士认为：贴切，不妄言，应该把陈老总在新闻工作中的

贡献记入史册。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7年第10期) 
  
  

新华社前线分社的首次出现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军事宣传首当其冲，大批地方记者涌向前线。 
在苏皖战区（后来的华东战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率领山东野战军到达淮北，抗击沿

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分路东犯之敌。这时候，新华社淮北分社负责人戴邦带着三个记者、一部电台来了，

山东《大众日报》、新华社山东总分社派出的记者也到了，加上部队报纸的记者和前来体验生活进行创作

的文艺工作者，使得前线报道力量虽然加强了，但组织无序，一些主力团和英雄连队记者云集，应接不

暇，稿件也多重复。 
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戴邦和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康矛召商量建议：成立新华社前线分社，统一指挥

宣传报道，地方记者参军入伍，列入部队编制，实行新华总社和军区政治部双层领导的管理体制。这一建议立即

得到政治部主任唐亮的支持，报告到陈毅那里，他十分赞同，当机立断地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予以批准，并

定名为新华社淮北前线分社（后与华中前线记者团合并，改称华东前线分社），任命康矛召为社长，戴邦为副社

长。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既开创了在军队设置新华社机构的先例，又开始了战时宣传报道实行双重领导的先

声。 
前线分社成立后，在连续进行的朝阳集战斗、泗县战斗、两淮保卫战和宿北战役等报道中，由于组织

指挥的统一集中，记者深入部队能和战士打成一片，发稿及时充分，鲜明突出，并有不少优秀之作，屡屡

受到总社表扬。几个月后，新华社副社长陈克寒长途跋涉，前往这个分社考察，他对陈毅司令员和其他军

政首长对宣传报道的重视和关怀十分感动，对前线分社这种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亲自

写了一份长达4000多字的《华东前线分社工作的介绍》，传回总社，由总社加按语发往各地。 
 解放战争开始，各大战区对外宣传机构不尽相同，有的成立了前线记者团，有的设前线记者组，还有的只有

特派记者。西北野战军在我军撤离延安后成立了西北前线分社，东北民主联军在夏季攻势前组建了东北前线分

社。在这以后，类似华东前线分社组织形式的前线分社在各大战区陆续建立起来了。这样，新华社在军队不仅有

了一批垂直的分支机构，而且拥有了一支庞大而有战斗力的军事记者队伍。 
1949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为按序数排列，对全军进行整编的决定。3月5日，中央军委、

总政治部、新华总社发出《关于野战军各级新华社名称、任务的规定》，要求“现有各野战军新华分社应即扩充

为野战军总分社，各兵团设分社，各军设支社。” 
这不仅壮大了新华社军事报道力量，而且正式肯定了这种军事宣传体制。建国以后，大部分前线分社虽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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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扩充新区地方分社而撤销，但这种组织形式、管理体制依然存在，仍保留着一支双重领导的军事记者队伍，

出色地完成了朝鲜战争、东南沿海作战和发射导弹、卫星等报道任务。当谈起当今世界通讯社中这种独一无二的

组织形式时，常常忆起陈毅元帅当年的果断决定和创新精神。 
  
  

不拘一格的新闻报道 

 

淮北前线分社成立不久，陈毅司令员指挥部队打泗县，初战顺利，歼灭了外围之敌，攻城部队也攻入城内歼

敌一部。他要分社记者到司令部写战报。在记者赶往司令部途中，战局突然发生变化，攻入城内的部队因伤亡过

大，撤出战斗。当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发脾气，忘了发新闻的事，就说：“你们来干什么？”记者了解了战况

返回驻地时，又接到电话：“军长要你们来发消息。”这次见面，他十分和气，带有歉意地拿出自己写的新闻

稿，要记者看看有无不妥之处。记者看了以后，建议改动两处，他欣然同意。消息全文是： 
（新华社淮北前线十一日电）沿津浦路东犯之蒋军第七师于上月下旬分路侵占淮北解放区灵壁、五河、泗县

等地后，仍继续窜犯不已。新四军某部于七日举行自卫反击，经四日战斗，至十日将侵占屏山集（泗县北廿里，

七月九日被占领）、姥山集、长直沟（泗县西北廿余里，七月廿六日被占）等地三个营全部歼灭，并于泗县城南

歼灭增援之蒋军一部，此役共俘蒋军千余人，缴获正清查中。至此于上月廿七日占据泗县城内之蒋军已陷入重

围，新四军正促使其自动放下武器。 
这条消息看似平常，但很难写。仗没打好，又要撤退，发不发消息？怎样发法？历来是难题。发，无辉煌战

果；不发，敌人会大肆造谣。这条消息处理得比较得当，用平和的语气如实反映战况，既正视听，不给敌人造谣

之机，又适当地宣传战果，维护士气，以利再战。所以，这条消息被称为“撤退新闻”中较成功的一例。还应该

指出的是，这一仗没打好，陈司令员承担了全部责任，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在这复杂紧急时刻，他亲自动手写

新闻，成了激励战地记者的无形力量。 
1947年1月底，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的前夕，一年前起义被我任命为华中民主联军总司令的郝鹏举率部叛变

投敌。这是一件震动内外的大事。国民党宣传机构乘机发起了一次宣传攻势。这一严重事件报不报道？何时报

道？怎样报道？前线分社的同志正在费神思考，并准备请示的时候，陈毅叫秘书送来了他写的消息： 
（新华社临沂二日电）前华中民主联军总司令郝鹏举，率部叛变，背离人民，于上月廿七日就任蒋介石“四

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及所谓“鲁南绥靖区司令官”，在此间人士中所引起的反应极为淡薄。因解放区人士对任何

军队参加民主事业，全抱自由宽大政策，即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绝不加任何勉强。但郝氏这种翻云覆雨阴谋，

对人民对其部下民主爱国官兵毫无信义的举动，除自绝于人民和自绝其部下官兵外，对山东解放区人民解放事

业，及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爱国自卫战争，并无任何值得重视的影响。郝本人及其官兵一年来在解放区人民宽大

政策之爱护教育下，在中国人民民主解放事业上，原有极光明的前途。现在他又毁灭了这个前途，而投入他自己

仅仅两星期以前发表的“华中民主联军‘一九’义举感言”中所唾弃的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的道路，实自取灭

亡。至于叛变后照例要来一套对中共对解放区军民的污蔑谩骂和反动的“宣言”等，这种可耻行动，则更不值识

实者一笑和一驳了。 
这是篇高屋建瓴之作。郝鹏举图谋叛变时陈毅已有所闻。他曾带新华社前线分社社长康矛召去见郝鹏举，婉

言劝其悬崖勒马，并暗示其图谋已为新闻界所关注。郝鹏举率三个师之众投敌，他虽愤慨但并不意外，他以政治

家的气度、轻蔑的态度在消息中说，此事“引起的反应极为淡薄”，对我事业“无任何值得重视的影响”，其污

蔑谩骂同样是不值得“一笑一驳”，而对其毁灭了“光明的前途”“自取灭亡”倒有点惋惜之意。这种大气魄、

大肚量曾引起了强烈反响。所以当时就有人猜测，这种消息非一般记者能写，而是出自大家、大手笔。十天之

后，郝鹏举部被歼，郝本人就擒，陈司令员又写了消息送来： 
（新华社鲁南十二日电）郝鹏举于上月廿七日叛变投蒋后，即就任蒋介石“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及所谓

“鲁南司令官”，并率部在陇海东段白塔埠以北担任鲁南蒋军右翼，向解放区进攻，当于七日为华东人民解放军

生俘，郝部二、四两师及其总部于六日至八日间全部就歼。郝鹏举之被俘距其投蒋时仅十一日。 
这条消息也很平和，既无厉言重话，也无喜形于色之语，而是以大家风度、客观手法，让人们去高兴，去体

味我军的威力、叛变的下场和我党的政策。随后，陈毅赐见了郝鹏举，新华社发了一篇长达4000字的“赐见

记”，文章开头说： 
“背叛人民的郝逆鹏举于二月十三日，被押解至临沂附近某村，要求谒见新四军军长陈毅将军，陈军长仍以

宽大态度赐予接谈。记者在旁参加。兹将谈话经过报道如下：“郝鹏举见着陈军长就说：‘万分对不起人民，对



不起军长！今天能见军长一面，虽死无憾。不知军长能原谅我吗？’陈军长答：‘请坐下，慢慢谈。’郝此时手

足无所措，感愧交集，眼泪夺眶而出。陈军长问：‘你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吗？’郝：‘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只

谈了两小时。’陈：‘你见着蒋介石吗？’郝：‘没有。’陈：‘你与陈诚谈什么？’郝：‘谈战局，薛岳亦在

座。’……” 
随后，陈毅质问郝鹏举为什么投降？为什么杀害我方联络人员？告诫他人民力量不可侮，投机取巧必身败名

裂，他的下场要听候人民发落。这篇文稿是陈毅根据秘书的记录整理成文的，是脍炙人口的新闻名篇，至今还为

新闻界所乐道。 
陈毅作战时有个习惯，战斗部署完毕后，他让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等在作战室的电话机旁指挥作

战，而他则在作战室外屋与人对弈，坐镇处理重大问题。在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中，同他对弈的是康矛召。

这样，新华社前线分社的负责人不仅了解了作战的全过程，还能从边弈边谈中获知战役的意图、特点和报道意

见。战役一结束，他能立即写出战报，交陈毅审定，还能听取陈毅对战役的评论，拟出草稿，交陈毅修改。鲁南

战役的评论，陈毅修改后定题为《华东权威军事评论家评鲁南大捷》，莱芜战役评论的题目是《陈毅将军谈鲁中

大捷》，孟良崮战役又用了《华东权威军事评论家评沂蒙山战斗胜利的伟大意义》。这些评论题目很有气势，文

章剖析透彻，挥洒自如。当时，人们称它是“陈老总的口述稿”，并作为学习材料，广为传播。 
陈毅还不时写诗。孟良崮大捷后，他非常兴奋，拿出几首诗要前线分社发稿，新华总社破例地用消息

形式发了他的诗。 
陈毅的消息别具一格，他的评论敢于用“华东权威军事评论家”名义出现，他的诗词也首次用消息形式发表

了。他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感染着新闻队伍，活跃了华东前线的新闻报道。就宣传报道而言，他确是开辟了新领

域，开拓了新形式。 
  
  

新闻工作的良好环境 

 

陈毅有句名言：“打仗，就是要宣传，不宣传，等于没有打仗。”这是他针对有的部队不让记者进作战室，

不热情向记者提供情况，在一次大会上讲的。他把打仗与宣传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从政治高度把两者辩证统一

起来。他经常表扬重视宣传工作的部队，批评那些把宣传看作“可有可无”、总爱“打哑巴仗”的指挥员。他亲

自写稿，带记者外出视察，时时关注新闻报道，以身作则带动部队重视和加强宣传工作。总之，他为华东前线新

闻事业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陈毅十分关心前线分社工作，他为分社确定了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和反映部队情况的三大任务。在形势变化

关键时刻和重大战役前后，他给分社讲政治形势、宣传方针和宣传策略。在记者集中学习时，他常当面勉励记者

深入连队，了解连队生活，体会战士的思想感情，发掘千百万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报道出一些出色的人物和工作

经验来。在送审稿件时，他还常在改稿之后，向记者谈新闻写作。有这样一件事，泰安战役中俘虏了川军两个旅

长杨本固、李则尧，陈毅接见后，记者送稿给他看，他加了一段话： 
“杨氏为四川南充人，与罗瑞卿将军同事于顺庆中学，他曾询问罗将军在晋察冀的近况。李氏为四川温江

人，民国五年在成都华阳中学求学，彼时陈毅将军亦在成都就学，彼此回忆往事，纵谈甚欢。” 
这段话生动体现了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他说：“记者要有知识，要懂历史，要敢于把富有人情味的事实写

到消息中去。”这些事实说明，陈毅在华东前线不仅为新闻工作开辟出良好环境，还为前线分社创造了优异的工

作条件，为记者成长酿出了肥沃的土壤。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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