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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夕，中共在军事战场上向国民党发起「三大战役」，势不可挡；在没有硝烟的新闻宣

传阵地上，中共的「火力」同样威猛无比。这在鼓舞人民斗志，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夺

取、建立和巩固新政权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中共在改造旧新闻媒体的过程

中，对旧有的一些符合新闻规律的办报、办刊及出版方式不加区别地予以改造废止，忽视了新

闻遗产的传承性；对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不能充分尊重和有效利用，挫伤了不少新闻工作者

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由此为新中国新闻宣传模式塑造了基本范型，即报纸国家化、报导宣传

化、新闻人治而非法治等办报方针，使新闻报导更多体现了官方的意图。 

严格新闻纪律 

  1949年前夕，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每况愈下，而国统区的「有限新闻自

由」则使国统区的新闻媒体不断公开批评当局的政策，影响着民众心态，在民心导向上无疑帮

了共产党的大忙。这连美国驻华大使都看得很清楚。1948年3月，美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汇报

时，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中国人民，无论官员或平民，都日益厌弃这个行政上无能或至多是迟钝的政府，普遍表现出对

于政府的严厉批评，同时，对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痛恨的情绪越来越高涨。这一方面

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另一方面，受共产党成功宣传的影响，共产党的宣传大大加强了一种信

念：事实上蒋介石正把中国引向毁灭和紊乱，如果不是美国政府的支持，他是不能这样的做

的。这种情况普遍存在。这种意见在政府控制下的报纸上是找不到的，然而它却在为那些供职

于报馆中的知识分子所具有，这就使得他们在与本问题无直接关系的其它的问题上攻击我们和

我们的政策。  

  1949年前后，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态度认真谨慎，制订的新闻政策细致严密，对新闻媒体

的控制卓有成效。1948年以后，随着夺取城市步伐的加快，舆论导向的作用日益受到共产党重

视。1948年下半年起，共产党中央、中宣部、新华总社总结了共产党在城市报纸宣传工作的经

验教训，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办报方针的指示。8月15日，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城市党报方

针的指示》，强调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服务；消息

以报导农村与工厂为主，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它地方；报纸副刊必须对读者进行教育。一切

内容是否有益，要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来衡量，也就是说，报纸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观

点。在新闻稿件的发表刊用上，共产党力图防止「无组织、无纪律」现象。1948年10月2日，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记者办好新闻工作的四项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

态度；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第四，要熟悉党

的路线和政策。把记者通讯员的政治立场提高到一个绝对的高度，特别强调，记者和通讯员要

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善于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办报。共产党要求新闻工作者坚持马列主义

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但过于强调以两条战线斗争方法办报，对今后新闻界过于偏重政治性，

忽视新闻的可读性、服务性和在宣传观念上非此即彼的倾向，具有相当的导向作用。  

  新闻内容的统一性是共产党最为重视的宣传纪律之一。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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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规定重要稿件或社论的发表必须经党委或党委主

要领导审批同意后，才能见报；内容与中央指示精神不符的不能发表，要求新华社向全国广播

全文的重要言论，在新华社广播以前，地方不得预先发表。1949年1月26日，中央又发出《宣

传约法三章，不要另提口号》、《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两项指示。这在非常时期，对统一党

的新闻纪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防止敌人的破坏宣传，起了积极作用。但共产党宣传媒体政

治味道过浓、过于注重正面报导、教育功能等的宣传风格由此固定下来。一旦出现与中央口径

不相吻合的新闻报导，就会受到严厉批评，即使是客观报导，也会被指责为「客观主义倾

向」。如1948年10月10日，华北《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灾害〉的长篇

报导。当年，华北解放区遭受大水灾，但广大人民团结战斗，生产救荒，仍获得了平均七成的

秋收成绩。但这篇报导没有更多地报导干群战胜灾害的行动，却用了大约2/3的篇幅罗列灾害

惨象，展现凄凉图景，并把这些归咎于「长期战争」及「土改政策过左」；没有再进一步挖掘

导致战争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说明人民战争的正义性；没有更多地从积极方面

去鼓舞人民。中央批评这种孤立地、表面地、机械地看待问题的客观主观主义倾向是缺乏党性

的表现。华北《人民日报》顶不住压力，不得不在11月8日登报检讨，承认「客观主义」的特

征是枯燥无味地罗列许多事实，没有思想，没有分析，没有目的，在思想方法上则是片面的，

不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主流和本质。也就是说，在对自然灾害的报导中，没有把新闻的政治

性提到应有的位置。 

  对一些中立态度报纸刊物，共产党也经常通过各种关系，「迂回」施加影响。如储安平的

《观察》杂志，曾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但它对共产党的批评也中肯尖锐。1948年底，共产党

在东北战场上已取得决定胜利，淮海战役即将打响，武力战胜蒋介石、争取全国胜利的时间日

程表也已出台。这时，一切要求和平的论调，都与共产党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解放全中国的

宏伟战略不相吻合，不受共产党欢迎。11月5日出版的《观察》杂志5卷11期却头条刊登了张东

荪〈呼吁和平〉一文，这显然与共产党战略意图不符节拍；对急于「备战求和」的蒋介石则正

中下怀。鉴于《观察》杂志的影响之大，共产党不得不派共产党员施复亮对储安平做工作。这

时，正是国民党政府准备向《观察》「动刀」的时候，储安平为了保存自身性命，更为了保存

他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这份杂志，对于共产党的请求做了一次妥协，在下一期刊登了施复亮的

一篇从经济管理方面抨击时局的文章：〈评最近官方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算是对共产党的

交代。杂志从此也不再呼吁和平。张东荪也因此文遭到民盟的责难。储安平这样一个「无党」

的新闻工作者最终还是留在共产党政权下做事。当然，在新政权下，《观察》杂志在被查禁了

11个月之后，于1949年11月被允许复刊。但读者却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主编当年那种天马行

空、独来独往，表现「民主、自由、进步、理性」风格的《观察》。  

抢占舆论阵地 

  1949年，共产党在相继夺取城市的同时，亦加强了对舆论阵地的占领。首先，迅速接管和

改造旧有新闻媒体。按照「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宣

传方针，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及反动军队的各组织

所出版发行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连同其一切社设与资财，一律予以接收；对凡属于反对帝

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予以保

护；对中间性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不禁止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出版；新解放城市所有继

续出版与新创刊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律向当地政府登记。这是共产党最为果敢、也是最

为有效的控制新闻的措施。  

  其次，在取缔收编旧新闻阵地的过程中，创办了一批地方党报，对私营报刊则实施严格的

管理监督。解放军进入南京之初，南京的报纸种类很多，军管会发出通告：「过去本市的报纸

通讯社一律重新登记，任何新建立之报纸通讯社，未经登记及批准者，概不予以承认和存

在」。经过审查整顿，取缔了一批反动报纸，并于4月30日出版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派

有办报经验的石西民主持工作。新闻稿件须由军管会主任刘伯承指定副主任宋任穷审定后，才

可以发排。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当天，上海军管会即接管了报史已近半个世纪的上海

《申报》，在该报的原址，利用其设备，于5月28日创办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

报《解放日报》。1949年10月15日广州解放，叶剑英到达广州，将一切非法投机分子包围缴

械，又逮捕了十多个新闻记者，进行再教育。国民党《中央日报》被接收，改为《南方日

 



报》，10月24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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