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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思考 

时间：2002-8-12 20:43:50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阅读1399次

  

今年 11月 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0周年纪念 日。笔者写作本文时，还无法预测人们

将会怎样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不过这些年来，国际进步舆论界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之所以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评论。许多人认为这里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近因也有

远因。从根本上说，苏联建国几十年，一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切实提高；

二是没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专擅，群众受压。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满，可又未

能正确解决，终于导致覆舟之祸。当然，这种反思尚未终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从

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挫折中领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训。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苏联人民曾经创建了宏大

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活跃着几十万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富于献身精神的新闻

工作者，他们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尤其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敌

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团结和鼓舞人民，为战胜法西斯入侵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卫国战

争结束以后，他们又以自己的劳动，恢复并建立起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新闻网络。这种网络以

党的机关报（台）为核心，包括众多的专业报（台），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级层层办报

（台），形成上尖下宽的金字塔形结构。截止1986年，全苏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

713种，期发一亿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这样宏大的苏联新闻业体系，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内，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哗啦啦似大厦

倾覆般地迅速瓦解。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再没有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了。原先的

党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他专业报更是在市场经济中

颠簸挣扎，各奔前程。几份全国性的机关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在改

为同仁报纸以后，影响和地位固然远非昔比，发行量也只有当年的一个零头，由一、二千万份

降为几十万、一百多万份。这一切当然都不足怪，旧的新闻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不

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世界新闻业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是报业生存的基础，政治是报业生存的条件，特定的经济和

政治制度支持并制约着特定的报业的生存和发展。苏联新闻业的瓦解只是再次证明了这一历史

规律而已。但是，世界新闻业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报业并不总是被动地受制于社会经济基础和

政治制度，它往往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这种反作用力有时还是十分强大的。且不说急风

暴雨般的革命时期报业在摧毁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作用，就说在既定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形

态之中，报业也常常会以自己的反作用力，促使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种种变化或调整，以适应

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潮流。本世纪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新闻界带动社会

舆论，扫除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弊端、障碍或危机，使之不至于发展为危及根本政治制度的爆炸

性局面，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有的是阻止执政当局某些不得人心的政策的实施，有的是制止

违背民意的某项条约的签订，有的是把营私舞弊的官员赶下台，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新闻业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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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对于及时调整政治运作，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长治久安，实在是

大为有益的。可是苏联新闻业在几十年的历程中从来没有可能做到这点，结果只好与生长它的

母体——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共存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苏联新闻业的这种悲剧命运当然并非偶然，这是由它的基本体制所决定的。自从列宁去世以

后，苏联新闻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样，逐步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高度封闭的体制。在这里

媒介完全工具化、报道完全宣传化、言论完全统一化、领导完全集权化。新闻媒介是执政当局

的驯服工具，完全按照当局的长官意志行事，报道内容视当局的需要而定，言论刊发一律传达

当局的声音，媒介的自主权利被限制到最小程度。这种体制在执政当局的路线政策正确的时

候，尤其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武装起义、国内战今和卫国战争时期），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

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就极大地限制了新闻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正常功能，一旦执政当局脱离群

众、执行错误路线的时候，它就只能为错误路线推波助澜，使执政者在背离人民利益的道路上

越滑越远而无可挽回了。 

众所周知，新闻事业作为社会大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其中

包括信息功能、舆论功能、宣传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广告功能等。这些功能的正常发

挥，就使它能在整个社会的运行中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一旦这些功能特别是它的基本功能受

到抑制、损害或扭曲，它就不仅不能对社会运行发挥调节作用，而且会给社会带来重大的损

害。 

传播新闻、提供信息，这是新闻媒介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功能，它是社会成员（个人或团

体）及时了解周围环境、正确地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保证。可是在封闭式的苏联新闻体制下，

新闻媒介的信息功能长期受到压抑或扭曲。新闻媒介习惯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报喜不报

忧。对于发生在国内外的重要新闻是否向公众发布，完全取决于执政当局的政治需要，只要被

视为对它不利的信息，一概秘而不宣。于是苏联公众闭目塞听，许多事情被蒙在鼓里，无法正

确判断国内外形势并作出反应，当然更谈不上据此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他们不知道苏联坦克

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镇压，不知道苏军在阿富汗的惨重伤亡，不知道国内发生的民族反抗、

厂矿罢工、农民闹事，甚至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犯罪事件、天灾人祸都不许见报。从1968年

起担任过《真理报》20多年副总编和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在苏联解体后所写的回忆录里曾经写

道：“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信息，然后让人们自己去辨别是非真伪”，可是，“《真理报》

并不总是能够这样做。我们往往不得不按我们主人的曲谱来演奏”，“虽然我们笔下写的全是

‘莺歌燕舞’，但我们心里却极为不安。我们常会感到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客气点说是脱离实

际。但是我们却束手无策，只能沉默，同时又忧心忡忡。”当时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

雅科夫列夫曾私下议论说：“总有一天工人阶级要为此而同我们算总账的。”①可见当时执掌

意识形态大权的人，也预感到一味粉饰太平未必真能维持太平、一味掩盖矛盾只会使矛盾愈积

愈深。可是深陷于特定的新闻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矛盾爆发的这一天

的到来而无所作为。 

反映民情民意、提供批评监督的论坛，这是新闻媒介又一个重要功能。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报

刊尚且能在特定的法制框架里实现这一功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更应该

充分做到这一点，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本来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苏联宪法也明确

规定了劳动人民享有完全的言论出版自由。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说过：“出版自由

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②当时俄共领导十分重视在报刊上反映民意、加强舆

论监督，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刊工作的决议就曾明确规定：揭露、批评苏维埃机

关和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是党和苏维埃报刊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可是这

些主张和决议在斯大林执政以后实际上并未得到贯彻实行。斯大林有个重要的观点，认为“党

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③在这

种观点的指导下，党内外不同意见的讨论、报刊上不同意见的发表日益受到限制，从中央到地

方日益以“党的利益”为口实压制“形式上的民主”，于是专横独断盛行，新闻媒介上只剩下

一个调子、一种声音，舆论完全一律。更有甚者，从20年代后期起，苏联新闻媒介秉承斯大林



为首的领导层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指名道姓，无限上纲，批判

的对象涉及整个文化界、知识界，以后又发展为全民肃反，使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干部遭

到逮捕、监禁或杀害，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就这样，苏联新闻媒介日益背离了反映民意的职

责，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不仅未能制约或帮助纠正执政当局的错误路线和政策，而且成了

错误路线的帮凶。前面提到的那位阿法纳西耶夫在回忆录中谈起他在七、八十年代曾经试图对

党内不良现象开展一些批评。当时改革的思潮正在涌动，但他不敢触动最高领导层，只是对州

委书记和部长们作过一些批评。即使这样他也是步履维艰、处处碰壁，因为这种批评的级别已

经不算低了。他感慨万分地说：如果这些工作能够如愿以偿地做下去，“那么伟大的苏联，世

界上三个最伟大的强国之一，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三极之一，就会存在下

去”，而不致于崩溃瓦解。④真是多么可悲，多么无奈！ 

那末，苏联这种高度集中封闭的新闻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么？显然不是。尽

管它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出现的，但是它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新闻思想实在很少共

同之处。关于这一点，需要有专文探讨论述，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稍有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生前

办过不少报刊，还曾指导过许多革命报刊，包括十九世纪后期在德国和西欧出现的无产阶级党

报。他们十分强调无产阶级党报应该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贯彻党的决议和方针，

他们亲手创办的《新菜茵报》便是这方面的光辉榜样。与此同时，他们又十分重视保持党内和

工人运动内部的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1889年丹麦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特利尔因反对党内

机会主义政策而被开除出党，恩格斯在写给他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

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

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⑤1885年，当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议会党

团准备给俾斯麦政府提出的航运津贴法案投赞成票时，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反映党

内多数党员的意见对议会党团（当时党的实际领导机构）提出批评。恩格斯明确支持报纸编辑

部的立场，认为报纸有权“把它（指议会党团——引者注）的行动交给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

‘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⑥1891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

代》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发表了马克思生前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党的领导人对此十分

恼怒，责令《新时代》编辑部作出检查。恩格斯为此致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批评说：“既然

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当时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内务大

臣——引者注）有 什么区别呢？”他奉劝党的领导人“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

普鲁士作风。”与此同时，他在写给《新时代》主编的信中又告诫说：“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

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

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⑦ 

至于列宁，他在1905年提出了报纸的党性原则，认为党的报纸应该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

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⑧但是几乎在同时，他也多次强调党的报

刊在保持行动一致的前提下，有“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党报要如实反映群众的批评意见，

甚至“要多写工人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满，他们的疑虑、需要、抗议等等”。⑨十月革命

初期，尽管阶级斗争激烈紧张，但他还是明确认为：“在新的秩序确立之后，政府对报刊的各

种干预将被取消。到那时，报刊将按照这方面所规定的最广泛、最进步的法律，在对法院负责

的范围内享有充分自由。”⑩在随后的新经济政策期间，他已开始实施放宽报刊出版的政策、

允许民办报刊存在，可惜这一进程由于他过早去世而被中断了。如此看来，苏联当年那种高度

集中封闭的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新闻思想的必然发展，正好相

反，它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新闻思想的背离，或者说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一

种异化而已。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消失了，但是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的壮举，始终在人类历史上闪耀着光辉，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吸取苏联的历史

经验和教训之后更加壮阔地发展下去。全世界进步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也必将以

史为鉴，应该也有可能避免苏联新闻业的悲剧命运，给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以真正积极的推动

和影响。 

 



注：①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167页。 

②《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5页。 

③《斯大林论报刊》，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38页。 

④ 同①，第20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页。 

⑥ 同上，第491页。 

⑦ 同上，第516—517页。 

⑧ 同②，第268页。 

⑨ 同上，第230页。 

⑩ 同上，第619页。 

 

文章管理：web@cddc.net （共计 2723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新闻史

· 如何把握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发展线索 (2006-11-5) 

·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 (2006-3-2) 

· 新闻史学研究：突破口在哪里 (2005-10-22) 

· 台湾新闻史上愕然一幕 (2005-8-3) 

· 《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正式出版 (2005-6-26) 

>>更多 

 

╣ 对苏联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思考 会员评论[共 1 篇] ╠

专制政权从来对是对待媒体采用一种器具论的态度，用于意淫或说谎什么的 [喜剧散场于2003-8-7发

表]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提交 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