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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媒体的出路 

 
2008年上半年，笔者对某省的调查发现，老百姓对当地媒体的满意度只有24.4%。中国的新闻媒体正遭遇空前

的公信度危机。中国新闻媒体的出路何在？笔者认为，昔日的《新华日报》堪作中国当今新闻媒体的楷模或者说

取向。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的机关报。作为

“抗战号角，大众喉舌”，当时的《新华日报》让进步人士振奋昂扬，让反动分子胆战心惊。“国统区”人民称

之为“灯塔”“北斗”，国民党反对派则恨之入骨，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新华军”。

可以说，当时的《新华日报》对推动中国革命进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继承和弘扬当年《新华日报》

的优良传统，对于提升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对于促进中国的“和谐发展”与

“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华日报》简史 
 

《新华日报》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背景下问世的。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１９３８年

１０月武汉失守后，于１０月２５日迁至重庆。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上海设总馆，在南京、重

庆设分馆。１９４６年５月，重庆《新华日报》改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该报被国民

党当局封闭。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上海馆和南京馆的出版计划夭折。 

 

二、《新华日报》宗旨 

 

《新华日报》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创刊的。所以，抗战和民主是《新华日报》创

刊之际的两面旗帜。当时“国统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还比较陌生，所以宣传中共的抗战纲领和方针，及其实行

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就成为《新华日报》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创刊前夕，董必武在报社全体职工大会上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爱国将领冯玉祥为《新

华日报》创刊题辞：“大众喉舌”。《新华日报》发刊词详细阐述了其宗旨：“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

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战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为一

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将尽其

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于是，“暮鼓晨钟，大众喉舌”就成为新华日报的真实写照。 

 

三、《新华日报》方针 

 

《新华日报》在创刊之际在其它报刊发文说明《新华日报》的任务：“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

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当时的中共力量较弱。为赢得“国统区”人民的理解与支持，

《新华日报》确立了“为人民讲话，让人民自己讲话，讲人民自己的话”的宣传方针，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 

 
为此，《新华日报》除刊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还发表国民党政

要和将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文章。《新华日报》为包括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在内的社会各界人

士开辟“友声”、“副刊”、“读者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生活的海”等栏目，鼓励读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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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我们的信箱”栏目曾发表编辑部文章称：“凡是看本报的人，都是给本报写文章的人。”报社设有读者服

务部、读者联络电话，并成立读者俱乐部，组织读者讨论会。报童还义务为偏远地区的读者代购生活品。 

                                                                                
1942年9月“延安整风”期间，《新华日报》按照“增强党性，反映群众”的方针进行改版。1947年1月，

《新华日报》在创刊9周年之际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系统阐述“人民的报纸”思想，办报思想得以发

展。 

四、《新华日报》内容 

       

《新华日报》自创刊之际就受到国民党反对派的阻挠破坏。这就决定了《新华日报》必须在高扬民族旗帜、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而斗争。主要策略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中共争取自由

民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和特务统治，介绍美国的建国理念和民主思想。马寅初就曾在“友声”

专栏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的腐败专制，呼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 
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要建设中国民主政治，“今后的努力方针在于：第一，加强民

意机关的发展，把现在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正筹备中的参议会，逐渐变为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第二，切实执行

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于抗战期间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

之充分保障’”。 
借美国民主思想讥讽国民党党当局是《新华日报》的一大斗争策略。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同日发表

三篇社论。其中“民主颂— —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指出，“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

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

正、诚实。” 
韩辛茹的研究揭示，“《新华日报》的魅力还在于说出了读者心中想说而未说出的话”，“道出了老百姓

压在心头的话。” 

 

五、《新华日报》影响 

 

《新华日报》犹如暮鼓晨钟，激励民众奋起抗战，对抗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新华日报》自创刊之日，

蒋介石便每期必看。“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日报》百般仇恨，实施捣毁报社、扣发稿件、禁售报纸、殴打报童

等种种迫害行为。”另一方面，“国统区”人民十分喜爱《新华日报》，街头经常有市民争购《新华日报》的场

景。每当有报童被特务扣押，市民就纷纷向报社报信，使报社能及时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中共领导人对《新华日

报》的作用给与充分肯定。毛泽东曾说，“它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六、《新华日报》启示 

 

今天，认真总结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成功经验，对于提升党报的公信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认

为，《新华日报》的成功经验在于： 
第一，它顺应民意，高扬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两面大旗。 
第二，它服务大众，真正办成了“人民的报纸”。 
第三，它深得民心，拥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 
上述三条可概括为一句话，“执民意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便是昔日《新华日报》的成功秘诀，

也是我们今天必须铭记的施政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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