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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对新闻工作者素质的洞见与局限

——学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有感 

作者：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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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延安整风运动，从本质意义上说是思想整风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整风，来强化党员的党性，改造世界观；反

对政治上的自由行动，组织上的自成系统；强调教条主义的危害，提醒全党要理论联系实践。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

的基本观点》深刻领会了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这次整风运动的核心意义所在，对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求他们通过整风改正思想作风不符合共产党的要求，放弃他们的新闻观念中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成份，培养自由

的无产阶级新闻观。  

[关 键 词] 陆定一 延安整风 思想素质 党性  

从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的发展看，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是全面整理时期。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一种新的新闻宣传理

论体系诞生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体系。而新闻的理论的建立和落实是需要掌握这一理论体系的人来完成

的，因此对新闻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指导思想的整风，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必然的议题。后文我们就透过陆定一的《我们对

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以下简称《观点》）[1] 来分析党对新闻工作者素质的基本观点。  

一、 延安整风的基本背景  

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毛泽东发起和组织的这次整风的真正意图。包括博古在内的党的高级新闻工作领导者也

没有真正领悟到毛泽东通过改造党报来改造党的精神所在。其实对于这一段历史，今天的史学家们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一

个完全清晰线索，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尤其是延安的社会现实情况的初步梳理，来追寻当时毛泽

东为什么要开展这一次对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文化意识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整风运动：  

一）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但毛泽东的工作并不是得心应手。皖南事变导

致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毛泽东认识到根本的原因，在于项英等人“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

策”，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的革命实际。因此，还在六届六中

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必须少唱，教条

主义必须休息”，主张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2]在皖南事变过后不久，毛泽东还公开批评

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

论’的研究上”，“言必称希腊”，“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3] 毛泽东的矛头所指是很清楚

的，就是那些赴过苏、留过洋，长于引经据典的领导人，尤其是留苏人员。这些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却非

常之大”，1944年整风临近尾声时，康生曾经公开讲过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是搞了整风运动，毛泽

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4]  

二）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有了大片的解放区，虽然国共合作抗日是当时的共产党的主要工作

任务，但至少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在未来的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会成为主导力量，完全有可能取得革

命的主导权（尽管他当时不可能想到后来局势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因此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自

然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能不能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对于共产党人而

言，不充分利用自己控制的传播媒介这种有效的宣传工具是不可思议的。而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非常熟悉中国农村的

情况，在延安这片根据地里，他运筹帷幄，游刃有余，他对新闻宣传鼓动工作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作为一个党的领

导人，他除了需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外（枪杆子），还需要的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笔杆子队伍，而不是书生们办的同仁

报，更不希望自己出钱办的报纸成天发牢骚、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他需要通过报纸来指导实际工作。这从他的讲话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

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 [5]  

三）那么当时我们共产党的党报能不能做到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呢？显然没有。抗战开始前后，毛泽东已接连写了《实

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和小册子，但都

没有得到负责理论报刊宣传工作的领导人的足够重视。《新华日报》竟拒绝发表他的《论持久战》！正如《解放日报》

在1942年4月1日在《致读者》的改版社论中承认的那样，“应该说，解放日报没有能够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

任的，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1941年、

1942年的《解放日报》的版面上安排的内容看，很容易看出当时党报上宣传国际的东西占了相当的比重，而对于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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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报道量相当少。更严重的是《解放日报》往往“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

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6]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对一些重要的事件，我们党的喉

舌并没有统一的口径。如皖南事变发生后，宣传口径就不统一，这给人一种共产党内部不团结的印象。所以，毛泽东对

当时党报的表现非常不满意。他抱怨说，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八路军，我们不宣传，靠谁宣传？  

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和办报人员思想作风不符合共产党的要求，他们

的新闻观念还带有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成份，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局势发展进程也没有毛泽东看得那么清楚。个别知识

分子干部在报纸、刊物、墙报上发表文章、漫画，揭露延安的所谓“阴暗面”。这些作品有的是由于环境的不适而发泄

牢骚和不满，有的是由于感情的差异而讽刺、挖苦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还有的则是由于立场的不同而攻击党的领导、否

定延安。他们不分延安与西安、成绩与缺点，哪一个是主流哪一个是支流，一概否定，一概批判。诚如陆定一在《观

点》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

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途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

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甚至是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

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

就此开始了。  

五）但由于延安的整风运动是从高层干部的整风开始的，一般干部对此并不理解，党报的领导和一般的编辑记者们并没

有比一般干部对整风运动有更深的认识。对此，《解放日报》在《致读者》的社论中也略有提及，该社论写道：“最近

中央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尽其应该的责任。一

方面，党报在这个时期没有能够成为这个巨大的工作的鼓手和先锋；另一方面，在党报本身还未尽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和党八股的余毒。”典型的表现是《鲁忠才长征记》这一由毛泽东亲自撰写按语的文章，党报居然分二次刊发，而且位

置也不突出（发在第二版）。即使到今天，在所谓的以受众为中心的今天，这样的情况发生大概也是不可能被容忍的。  

六）另外，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形势很紧张，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丁玲的《三八有感》都出现在这段时间里不

是偶然的。一方面胡宗南包围了延安；另一方面显然中央内部存在不团结的因素。在政治和军事形势都比较紧张的情况

下，毛泽东自然明白需要一个稳定团结的领导集团形象和一支听话的宣传队伍。如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

泽东在《解放日报》召开改版座谈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

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事实上，博古乃一介书生，对毛泽东决非言听计从；另外国民党将王实味、包括丁玲等的文章

汇编成册，作为反共宣传材料 [7]，对树立我们党和军队的形象不利。3月31日毛泽东的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表明，整风的

风向发生了变化：早期还存在的杂文已不行了，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已表明中央要反对放暗箭，反对冷嘲热讽。他说：

“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总体看来，延安整风是因为当时在全党，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路线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清理，

还没有完全认识产生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同时抗战后党内吸收了一大批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其中一些人思想

入党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新闻队伍中情况也是一

样的。[8]  

二、 陆定一对于党的新闻工作者素质的洞见  

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理论作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合，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无

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9] 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是建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党所领导的新闻

宣传事业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整顿的基础上完成的，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则是这次整风运动的最大的

成果之一。我们知识，当时在延安工作的报刊工作者，大多数是抗战以后参加革命的青年人，有的是从国外和国统区奔

赴延安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并没有充分理解战时农村分散环境下党报的特性和任务，甚至有人机械地搬用国内外

大报的具体做法，追求“城市化”和“正规化”[10] 。在这一文章中，陆定一对一些“书生办报”的错误思想和小资产

阶级情调和作风进行一次深入的清算，就党的新闻工作的素质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的内容：  

一）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陆定一在《观点》一文中表示，传统的新闻学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在陆定一看来，“传统的新闻学”都是不

老实的，是唯心论的。因此陆定一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也批判了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闻学观点。陆定一在文章中指出：“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

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他据此下出了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即，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

实的报道。  

陆定一指出，唯心论与唯物论在新闻学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的界限，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际中真正尊重

事实。所以他强调“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

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一定要认识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

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  



陆定一同志指出：“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它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它把“事实与政治

的关系，头足颠倒过来”，而“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应该说陆定一的这一观点，是相

当正确的，与一些人将“政治性”提高到第一位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 事实求是的工作作风  

陆定一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必须具备的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的观点，但又指出这是不够

的，因为这五要素还不能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还必须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才能

写出真实的新闻。他强调，记者报道新闻必须亲自到发生事件的地方去，要亲自参与这些事实，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不仅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实的真实，尤其要做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  

强调新闻工作者要事实求是，这一理念陆定一一生都没有改变，解放后，他多次指出，“写新闻一定要实事求是，就是

真实”，“办报，搞来搞去就这一条：真实、讲理、而且有事实”。“1942年我在延安办报，有两条主要经验：一条就

是新闻要真实。第二条就是要依靠党的领导”，“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违反真实性，新闻就失

去生命，写不真实新闻的记者，随之也会失去‘生命’。党和人民怎会相信说假话、写假新闻的记者呢？真实是记者必

须遵守的起码的职业道德。”[11]  

三） 旗帜鲜明的党性原则  

所谓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阶级斗争发展到高层次的必要产物。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党都要借助各种手段维

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从而体现出自己的倾向性、阶级性和党派性。从新闻史的角度看，最早提出党性这

一概念的是列宁。他从哲学的党性入手，指出“唯物主义本身所谓党性，要求对事变作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

站到一定的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2] 后来，他把这一概念移用到新闻工作上，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组织的一个组成

部分，是党的整部机器的螺丝钉，因此，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服从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个人而写作，不能容许超人

的、无党性的作者。一般认为，新闻的党性原则的内涵包括：1、以科学的世界观观察世界，对客观事件作出科学的解

释；2、正确宣传和引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3、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4、坚持真理，坚持真实

性，不说假话；5、坚定地同一切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进行斗争，而不是退缩和调和；6、服从党的组织领导，具有组织

纪律性。[13] 这些观点在陆定一的《观点》一文中都得到具体的分析。  

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陆定一指出:“记者是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真理的卫士，是建设新生活的战士，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新闻记者的岗位

是，生活在群众中，战斗在第一线。”在《观点》一文中，陆定一强调，党报工作者不能像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那样，

自称为“无冕之王”，而是老老实实自称为公仆，是党和人民这个大集体的公仆。他指出：“人民是记者们最珍贵的主

人，新闻记者应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在1946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对这一观点作了更清晰的阐述，他说，记者

有两种：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

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他指出：记者应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

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人民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

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14]  

三、两点不足之处  

陆定一在1943年9月1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观点》一文，确实是“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

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扛鼎之作”[15] 。他对新闻工作者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闻记者应该是政治家，经济

学家，法律学家，应该具有政治家的胸怀、眼光和气魄，善于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辨别真假，判断是非。”应该说，

他的观点是科学的、真诚的。不过诚如童兵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延安整风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党报理该理论尚

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对于党报的民主监督功能认识不足，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很少。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

主要强调后者而对于批评则重视不够，且对于批评者的态度又责之过严，令人有所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去做。第二，由

于向苏联学习中的片面性，致使新闻宣传中出现一些僵化死板的做法。……这就给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造成了隐患。

[16] 其实这些不足在陆定一的文章以及由他主持的《解放日报》的工作实践都有体现。我认为，陆定一对新闻工作者素

质的观点尚存在如下不足之处：  

其一，忽视了新闻工作者的批判性意识  

恩格斯指出新闻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而不是一种置于两者之外的独立力量，但同时，恩格斯还强调要保证新闻的

“形式上的独立”，这样新闻便具有一种抵制错误思想路线和思潮的能力，使之不至于成为某一权力集团为所欲为的工

具。[17] 关于党的报刊对待党的态度，恩格斯提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同时，《社会党人

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18] 他说：党“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而这种刊物是肯定要出现

的，不过，如果你们不能使它一开始就在你们的道义下问世，而不是在违背你们的意志的反对你们的情况下出现，那就

更好。”他还认为，如果报刊“国家化”走得太远，会产生很大的缺点。因此“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

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政策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

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 [19]他甚至还强调：“要使人们不要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



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显然恩格斯并不赞成把党

的报纸都变成党的机关报，即使是党的机关报，也应该有对党的领导进行批评的权利。  

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在陆定一的文章得到体现，也显然没有引起党的领导人的注意。[20] 1942年8月8日，

陆定一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的总编辑。9月5日他在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强调报纸对于政策问题的宣传，

必须经常向中央请示报告。他指示以后凡是重要新闻，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必须与中央商量。不能闹一字一句的独立

性。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

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这一方面的

认识我们还可以从彭真于1947年在《改造我们的党报》中看得更清楚，彭真指出：“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

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在

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谁还敢发表批评性的东西呢？我们最后见到的批评性文字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21] 。很快王就

因为这些文字吃尽了苦头，并最终掉了脑袋。不允许批评性的东西，事实证明，严重束缚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手脚，极不

利于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限制直到1956年的《人民日报》的改版才有所改变。  

其二，忽视了新闻工作者独立思考的精神  

在《观点》一文中，陆定一指出：“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

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为

“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

仆，应该恭勤的态度。”[22] 所以“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

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23] 这些话当然都很对，不过我认为，新闻工作要想真的发现真理，揭露真相，最重要的是

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不唯上品质。可惜这些观点并没有在陆定一的《观点》中得到体现。他一再强调的是新闻工作

者不能有任何的独立性。  

当然陆定一的思想是与当然的整风形势的一致的。中共在整风时期强调党的报刊要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在思想言论上

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

新闻等，不能说发表这样的新闻没有党派意识，但因为不符合当时党中央的策略和斗争原则而受到批评。对此毛泽东指

出：“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要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

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24]  

为了在组织上保障党的观念上的加强，党对党报的改造花了大量的心血，一方面要求用党性的原则改造党报的新闻工作

人员，清理整顿党报工作队伍。另一方面还从制度的建立上下功夫，如《解放日报》就在内部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

度：1）编委会的每一个成员分工联系一个党政军领导机关，使党的观念落实到实处；2）建立审查稿件制度，规定重要

社论、消息、通讯、文章由党中央审定；3）建立检查报纸制度，实行领导人看大样制度。从此后，一套完整的事前检查

制度就逐渐形成了，而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对事前检查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看，事前检

查制度是不利于思想的起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的。  

注释：  

[1]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后所引陆定一的观点,未注明出处者,皆见此文。  

[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2-523页。  

[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797-802页。  

[4]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台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3页。  

[5] 毛泽东语，见《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  

[6] 《致读者――＜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7] 黄昌勇编：《王实味 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8] 党中央规定了22个学习文件，其中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

三风的报告，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

党的民主》，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这22个文件，对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

八股，对于扫除教条主义的迷雾、认清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源，对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

合，对于增强党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  

[9] 根据丁淦林先生的梳理，我国的党报理论有如下基本有发展线索，即建党时期强调指导性――长征时期注重组织性

――延安时期主要讲党性――1956、1957年讲政治家办报――1989年以后则重于舆论导向。我认为丁淦林先生的分析是

有道理的，问题是我们党报理论的发展以及每一时期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内驱力是什么？当然明显的一点是党的现实

政治斗争的需要，但除了政治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因素，譬如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而新闻事业作为一种

普遍的社会事业，它自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那么这种内在的发展规律在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作用的

呢？依笔者个人的观点看，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传播观念的演进应该有三种最主要的作用力，或者说内驱力。其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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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力量，或者说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驱动；其二为经济的力量，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需

要经济的支持，没有经济支持的传播组织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当然更谈不上发展了。因此求利就成了传播组织必须看重

的一种内存的张力；其三为职业理想，人是一种有目的的生物，而一种组织的出现当然更有其基本的理想追求，这种理

想的追求可能在有些时候并没有得到彰显，但一旦其它的作用力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之下时，对于理想的追求便会

突显出来。新闻传播组织当然有其职业的理想与职业的追求，这一基本的内驱力正决定了此组织之为新闻传播组织而不

是其它什么组织的根本所在。  

[10]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5页。  

[11] 转引自盛沛林：陆定一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贡献，载《新闻爱好者》1996年第10期。  

[1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63页。  

[13] 甘惜分主编：《新闻为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4] 陆定一：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创刊八周年

纪念文章。  

[15] 盛沛林：陆定一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贡献，载《新闻爱好者》1996年第10期。  

[16] 童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17] 参见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1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0页。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7－518页。  

[20] 也许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对于报纸功能方面的论述见不到，或者是因为马恩的东西对于中国

革命不实用？反正当时党内流行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这从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一个专栏可见

一般，在这个专栏中刊登了“列宁论党报”、“真理报介绍”、“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等方面的内容，但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却没有一点介绍。我认真翻阅了整风时期的《解放日报》，发现当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鲜有

介绍和论述。  

[21]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创作的杂文集，分两次刊发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文艺》副刊上。  

[22] 见1942年《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  

[23] 见博古：《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1944年）  

[24] 参见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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