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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红星报》 

时间：2004-12-27 0:17:49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李贞刚 阅读3114次

  

  《红星报》是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在艰苦的

革命战争岁月里，邓小平曾主编过《红星报》，这是邓小平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生动活泼的《红星报》30年代初，邓小平战斗在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因为他支持以毛泽

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打击和排挤。1933年4月，在江

西宁都七里村召开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

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的领袖”而遭到批判。一度被撤消领

导职务，下放劳动“改造”。1933年夏，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不久便担任了

《红星报》主编。  

  邓小平同志到编辑部后，首先抓的是报纸的质量。当时除了一名助手外，邓小平既要采

访、组织稿件，又要编排版面，负责校对。尽管编务繁忙，条件限制，他还是竭尽全力把《红

星报》办成了红军一流的报纸。为使报纸适应部队建设的需要，加大信息量，及时反映红军的

战斗生活，努力体现《红星报》的办报宗旨——“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

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

务。”从1933年8月至1934年9月，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报纸一共出版了七十几

期，版式也由原来的32开油印改为42开铅印5日刊，大大地缩短了报纸的出版周期。  

  第二件事就是把《红星报》办出自己的特色。邓小平用他长期在党和军队搞政治工作的丰

富经验，以其敏锐的观察思考能力和生动朴素的文字风格，对《红星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

改革。他在《红星报》上先后开设了“列宁室”、“捷报”、“前线通讯”、“铁锤”、“法

厅”、“卫生常识”、“俱乐部”等栏目和副刊17个。其中“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

专栏，开展过“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法厅”则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

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这也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俱乐部”则有“客家山

歌”、“红军歌曲”、“猜迷语”等。《红星报》由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

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例如这首1933年10月第9期，该报发表后方群众写给前线红军

的客家山歌：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

城。该报第15期接着发表了前线红军战士写给后方姐妹的山歌：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

我们；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枪十万谢你们。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称《红星

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和“红军俱乐

部”。该报在当时红军队伍中的影响之大，受欢迎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邓小平才调离《红星报》，跟随毛泽东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邓小平向毛泽东约稿在邓小平主持《红星报》期间，毛泽东也十分关注这份报纸，曾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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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报撰稿。  

  一天晚饭后，忙碌了一天的邓小平，信步来到几里外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元太屋，

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办报的情况，同时说了自己对如何办好报纸的看法。临别

时，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主席，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想请您为我们的《红星报》写一篇关于

红军战斗事例的文章，不知主席有没有时间？”毛泽东故意问道：“我写的东西与有些人的想

法不一致，你这个主编就不怕？”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话中的意思，便坚定地说：“您敢写，我就敢用，有什么可怕的！”  

  “好，你明天就来取稿！”毛泽东慨然应诺。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第2期（邓小平

主持《红星报》后，重新编了号）第4版“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

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尽管毛泽东撰写此文时，这位红

军和中央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已被“左”倾领导人完全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只保留中

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职，但是，毛泽东仍然关心党和军队的工作，关注《红星报》的出版。毛泽

东在《吉安的占领》一文里，用2000余字，详细地回顾了红一方面军1920年10月4日成功地占

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深刻地总结了攻吉战役的重要经验。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

敌”等运动战、游击战的军事思想，与当时“左”倾领导人硬拼蛮打的错误军事指挥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够了打所谓“正规战”

苦头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纷纷怀念起“游击专家”毛泽东，盼望他早日回到党和红军队伍的领

导岗位上来。  

  1934年2月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来到瑞金的叶坪，为红军烈士纪念塔举行揭幕典

礼仪式。典礼结束后，周恩来和前来参加典礼的邓小平谈话。临别时，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

邓小平，以便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之用。对于周恩来的赠物，邓小平十分地珍惜，特地找来红

洋漆，用笔在马灯油壶的底部写下了“1934年邓小平用”几个字。这盏67年前邓小平使用的马

灯经历了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如今已成为邓小平创办《红星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

物。  

  长征中唯一的《红星报》号外1931年至1934年，王明把持着中央的领导权，在党内推行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破坏党政、军政、军民关系，忽视党内干部

教育和群众利益，造成党内部分同志纪律松懈，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在红军队伍中时有发

生。为了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教育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保护群众利益，1934年11月7

日，《红星报》在这天出版了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份号外报。这张号外报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它不是报道重大新闻和消息，而是刊登了加强党和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内容。全文如下：《红星

报》号外本报号召创建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为着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与群众密切关系，

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实现赤化白区的任务，本报提出下列号召：（1）不乱打土豪，不乱

拿群众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

的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

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

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  

  我们要求各连队用革命竞赛的方式来完成上列各项工作，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

模范连队；大家起来向破坏红军纪律的坏蛋作斗争。  

  这是在保持红军纪律上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负责组织和领导这

一竞赛，并向本报常通信。  

  如今，《红星报》的这份特殊号外，已成为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

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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