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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创办、主编党报党刊的主要活动

张秋实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主编《新青年》《前锋》，宣传马列主义，指导国民革命 

  1923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决定恢复出版《新青年》，创办《前锋》期刊。陈独秀把筹办、

主编这两个党刊的重任交给了瞿秋白。这与瞿秋白具备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 

  对于办刊，瞿秋白在此以前已经有了一番经历和经验。五四时期他与好友郑振铎、耿济之和叔父瞿菊农受北京基督

教青年会的委托，以社会实进社的名义创办和发行进步刊物《新社会》和《人道》。这是瞿秋白通过创办报刊宣传革命

思想、鼓动社会改造的开始。瞿秋白是中国较早派驻外国的新闻记者。1920年他和俞颂华、李宗武一起成为北京《晨

报》、上海《时事新报》驻俄国的特派员。在驻俄两年多的时间里，瞿秋白深入采访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社会各

界人士，参加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会议和活动，三次见到革命导师列宁，夜以继日地撰写通讯和《饿乡纪程》、

《赤都心史》两本报告文学集，生动具体地介绍了苏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现实情况，成为“最早

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瞿秋白在旅俄期间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陈独秀的赏识和

器重。1922年11月12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这次会

议。正在苏俄采访和调查的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译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的活动，主要为陈独秀做翻译。瞿秋白旅俄之前

曾经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陈独秀的课，也拜读过他在《新青年》上写的文章，十分敬佩陈独秀的思想和学识。而瞿秋白精

熟的俄语翻译水平，新生苏维埃国家对瞿秋白的革命熏陶和他旅俄通讯的社会影响，使陈独秀对瞿秋白十分赏识并寄予

厚望。因此，共产国际会议一结束，陈独秀要求瞿秋白同他一道回国工作。瞿秋白欣然从命，告别驻俄特派员的生涯回

到祖国，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创办和主编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和《前锋》。 

  《新青年》原名《青年》，1915年创刊于上海，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青

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第8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

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党中央决定恢复出版，并改为季刊。6月15日，《新青年》季刊

创刊号问世，主编瞿秋白亲自题写了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监狱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中间伸出，手中握

着鲜红的绸带。铁窗下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创刊时，编辑部几乎只有瞿秋白一个人，他不仅

组稿编稿写稿，而且担任美术设计、校对等工作，此外还要经常跑印刷厂。瞿秋白主编两期后由于工作变动暂离主编岗

位。1924年7月后，《新青年》由陈独秀、彭述之主编两期，再次休刊。1925年4月，中共四大决定《新青年》由季刊改

为月刊，仍由瞿秋白主编。但由于人力和经济上的困难，未能按月出刊，实际上成了不定期刊物，一共出了五期，至

1926年7月，因忙于北伐战争而停刊。在《新青年》恢复出刊的三年九期中，瞿秋白主编了其中的七期。 

  瞿秋白主编《新青年》，始终坚持党的办刊原则，以马列主义作为编刊的指导思想。他把列宁、斯大林关于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作为编发文章的突出内容，这方面的文章多达22篇。他特意把创刊号办成“共产国际号”专刊，编发

的15篇著作和译文都是关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新青年》改为月刊后，瞿秋白把第1期编成“列宁号”特大刊，

更集中地宣传阐释列宁和列宁主义理论。到《新青年》终刊号时，瞿秋白又推出“世界革命号”特大专刊，有20余万

字，分量相当重。从中可以看出瞿秋白坚持马列主义的编辑导向，用世界革命的宣传推进中国革命的胆识与气魄。瞿秋

白主编《新青年》还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两种主观唯心主义论调，即梁启超、张君劢的不可知论和胡适的实用主义

展开了论战和批判。他组织编发一系列论辩文章，尖锐批判了种种唯心主义思潮，澄清了思想战线上的混乱，使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更加深入人心。瞿秋白又把党的三大、四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与国民

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形成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以及有关国民革命运动等一系列大政决策作为组稿编刊的一个重点，

正确论证和阐释了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主张，使后期《新青年》真正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在此期间，瞿秋白创办并主编的中共中央另一理论刊物《前锋》于1923年7月1日创刊。该刊为16开本，原定为月

刊，实际上出刊时间较短，前后7个月只出刊3期。《前锋》创刊号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刊行，为了蒙

蔽敌人，刊物假托“广东平民书社”作为出版者。与《新青年》相比，《前锋》编发的内容不同。当时党中央规定它的

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三大确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导和推进国民革命。因而《前锋》的编辑特色主要表现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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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注重实际，较多地运用调查材料和统计数字剖析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共同本质和不

同手法，揭露军阀政府的独裁统治，论证中国社会革命问题，介绍苏联的建设经验和亚非殖民地情况，对党的建设和工

作有一定指导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前锋》完成使命而停刊。 

  瞿秋白主编《新青年》和《前锋》，正是中国大革命由兴起到发展的时期，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非常激烈复杂。瞿秋

白在编刊过程中，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形势出发，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分析国民革命形

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和阐明革命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充分发挥了党报党刊在传播马列主义、指导和推进中国革命

中的作用。 

  创办和主编《热血日报》和《向导》周报，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界民众在外国租界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和暴行。英帝国主

义竟下令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5月14日顾正红被枪杀到30日惨

案发生，当时设在上海租界内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大报纸不敢揭露事实真相。当时党的机关报《向

导》周报，定期出刊，周期较长，对正在发生的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斗争显得很不适应。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

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开展反帝斗争；同时决定出版一份

由党自己主办的日报，以便及时对运动进行宣传、指导、组织和推动。这份日报就是1925年6月4日正式出版的《热血日

报》，由瞿秋白主编。 

  中共中央还从宣传部、上海《民国日报》编辑部抽调郑超麟、沈泽民、何味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张日报。这份通俗的政治性小型报纸，每天出版8开4版一张，约12000

字。创刊号上“热血日报”四个极有鼓动性的报头字是瞿秋白题写的。瞿秋白不仅负责报纸的主编工作，还是报纸的主

要撰稿人，他除了写社论、编新闻、看大样，还担负编辑部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当时他处于地下状态，经常秘密地来往

于中央机关、编辑部和寓所之间。报社设在上海闸北宏昌路的一个弄堂里，房间狭小，陈设简单，灯光昏暗。瞿秋白拖

着肺病之躯，常常和其他同志围坐在一张白木长桌上，挥汗工作，通宵达旦。 

  在瞿秋白主持下，《热血日报》特色鲜明。它设有《社论》《专论》《本埠要闻》《紧要消息》《国外要闻》《汇

志》《舆论之裁判》《外人铁蹄下之中国》《外人铁蹄下之上》等栏目，还辟有《呼声》副刊，刊登时评杂感、大众文

艺作品和读者来信等。《热血日报》在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及时宣传报道上海和全国各地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爱国运动，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战斗性的同时，还注重文章的通俗性、群众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让一般的工人和市民群众都能看

懂。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热血日报》办得生气勃勃，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以其内容丰富、编排新

颖、体裁多样、语言通俗、战斗性强等特点深受广大爱国群众欢迎，出版至第10期时，销量即达3万多份，每天有上百

人投稿、来信或亲自到报社接洽，远在江西、山东的读者也纷纷寄来信函和稿件。《热血日报》像锐利的投枪匕首刺中

了国内外敌人的心窝，只出了24期，6月29日就被租界巡捕房查封而停刊。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 

  从1927年4月起，瞿秋白开始主编《向导》周报。《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重要的机关报，创刊于1922

年9月13日。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1925年6月，蔡和森因病离职，由中宣部主任彭述之兼任《向导》主编，在陈独秀、

彭述之的控制下，《向导》一度改变了编辑方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不支持、不拥护，导致党内思

想不统一，使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削弱。192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汉口，中宣部及《向导》编辑部也

一同西迁。当时，彭述之因故未能西行。中宣部主任和《向导》主编便由瞿秋白代理。瞿秋白实际上是《向导》周报的

第三任主编，他为《向导》端正方向、正常出版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在编辑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继续出版了8期，

直到汪精卫叛变革命，不得不于7月18日出至201期时停刊。 

  瞿秋白编辑和主编的《向导》周报，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关于侧重评论当前政治形势和重大政治事件，为革命政治斗

争“导向”的指导原则，表现出四个方面的鲜明特色:第一，办刊宗旨和主编思想十分明确，集中力量宣传党的三大提

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把中国建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第二，十分重视对革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和

政治事件的分析评论，指导全党和革命群众认清形势，正确开展革命斗争；第三，密切联系读者，瞿秋白常以《向导》

记者的名义答读者问，通过答问释疑，阐明党的立场和观点，宣传真理，教育群众，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第四，重视

报道各地革命运动。 

  创办《布尔塞维克》，主编《红色中华》报，宣传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指导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 

  192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工作，兼任中央宣传部长。鉴于党的宣传阵

地《新青年》《向导》等均已停刊，10月2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创办新的综合性的中央机关

刊物，定名为《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等组成编委会，瞿秋白任主任。经过紧张



 

筹办，两天后《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发行。 

  瞿秋白十分重视党对报刊的领导。1927年11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由瞿秋

白、罗亦农、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罗章龙、王若飞等26人组成，瞿秋白兼任

总编辑(主任)。中央还于12月1日发出18号通告，要求每个编委每周至少要为《布尔塞维克》撰文一篇，各地省委每周

提供一篇本地通讯。瞿秋白每周去编辑部一次，代表中央常委会主持召开编委会议，传达中央意见，研究指导编务工

作。他又代表党报编委会，向中央汇报机关报工作，听取常委会的指示意见。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创刊号上发表了

《〈布尔塞维克〉发刊布露》。这篇发刊词在总结国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党的领袖已经一批一批背叛革命、背

叛三民主义后，强调了刊物“在革命思想方面，比《向导》时期尤加十倍的必须有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布尔塞维克主

义的领导”。本着这一办刊的思想原则，《布尔塞维克》以大量篇幅宣传党制订的实现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

针，报道我党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英勇斗争，总结经验和教训等。还及时刊登了党中央的许多决议、指示和

其他重要文件，发表探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转载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使《布尔塞维克》成为党的最重

要的思想机关、政治喉舌和宣传舆论阵地。 

  作为中共中央综合性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不仅旗帜鲜明，而且内容也极为丰富。刊物设有《国内政治》

《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寸铁》《读者之声》等专栏。开始

为16开本，每周出版1期，每期30－40页，3万字左右，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刊物先后改为半月刊、十日刊、日

刊，每期字数增加到5万至8万左右。1928年4月出到第19期时，瞿秋白离开上海去苏联主持召开中共六大，会后因担任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此后李立三、张闻天相继担任该刊主编。但瞿秋白一直关心和指导着该刊的工

作，并坚持为其写稿。1931年以后，白区工作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日益遭到破坏，1932年7月1日，《布尔塞

维克》出版了终刊号。总计出版了52期。 

  1933年8月7日，已离开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瞿秋白在另一份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50期上发表了《关于〈红色中

华〉报的意见》，在肯定该报“能够反映苏区各方面的生活”，“产生政治上的领导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

见。半年后，瞿秋白被中央调到江西“红都”瑞金，于1934年2月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 

  《红色中华》报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是我党在红色根据地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报社设在瑞金叶坪。在瞿秋白之前担任社长兼主编的有周以

粟、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等人。《红色中华》是一份4开报纸，一般出4至6版，有时增至8至10版。设有《社论》

《要闻》《专电》《小时评》《苏维埃建设》等栏目，发表社论、专论、短评、通讯、报道、文件和其他文章，还设立

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刊登革命文艺作品、木刻版画等。红军在反围剿获胜时，报纸还特发“号外”，作专题报

道。该报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发行量最高时达到4万份。 

  瞿秋白接任《红色中华》主编后，积极热情地投入工作，虽然由于王明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他的办报思路

无法完全付诸实施，但他还是力所能及地对该报做了不少改进。在他主持《红色中华》报的一年中，报纸的质量和宣传

功能有所提高，办报方法也有较大改进，报纸在根据地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扩大。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

被留在苏区，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局宣传部长，继续主办《红色中华》报。这时有一部分编辑、记者跟随红军长征走了，

瞿秋白和韩进、袁血卒、谢然元等人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事务。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报仍

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版，社址、版式、印刷一切照旧。报纸内容仍以战争方面的通讯报道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

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在编委谢然元被捕叛变后，瞿秋白带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报纸的正常出

版。这样，一直坚持到1935年1月中央局决定撤销后方办事处，开展游击战争转移突围时为止。瞿秋白一直忠于职守，

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红色中华》报办到了最后一期，即1935年1月21日出版的第264期。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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