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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的宣传思想与实践对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①

李　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宣传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宣传思想及实践是与党的方针政策紧密结合的，是与革命
实际斗争紧密结合的。这种结合，扩大了党的影响，凝聚了革命力量，维护了革命大局，对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形

成党的优秀传统与作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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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宣传工作高度重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
践中，宣传意识成为毛泽东从事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出发

点。青年毛泽东曾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比较系统

地接受了新闻学的理论教育。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创办

了《湘江评论》，主编了《新湖南》《湖南通俗报》等，发表了

很多文章，传播民主、科学及反帝反封思想，为他宣传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党初期，毛泽东积极为党中

央机关报刊《向导》《前锋》撰文，还于１９２３年主编《新时
代》月刊。大革命时期，主编《政治周报》。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主编过党的刊物，但是

经常为报刊撰写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新闻宣传文章，如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苏维埃

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等。延安

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办报是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

式、报纸是战斗的武器等宣传思想，先后为《八路军军政杂

志》《中国工人》《解放日报》撰写发刊词，并领导对党报的

指导和改造。毛泽东的宣传意识和宣传思想，是在长期的

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这对我党取得革

命的胜利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一　坚持宣传工作的组织原则性扩大
了革命影响

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始终把

宣传工作当作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强调，党

的宣传工作必须具有党性、组织性和战斗性，这是党的事

业成功的重要武器之一。他强调宣传工作要无条件地宣

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使群众了解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

以扩大革命的影响力。

大革命时期，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分共言论，毛泽东

着手规范宣传程序，加强宣传监督，使得共产党对国民党

宣传工作的影响不断增强。毛泽东认为，个人言论宣传自

由要服从政党的需要，服从民族解放的需要。他每天都花

很大一部分时间翻看各种报纸，审查来自出版社的最新期

刊，注意肃清国民运动中任何抵制国民革命政策的言论。

他还向国民党各部门发出指令，要求个人和组织在公众场

合发布的一切宣传材料都送交中央宣传部检查。１９２５年
１１月２７日，毛泽东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系列宣传
大纲，为北伐战争作宣传和动员。接着，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政治训练部制定了一套定期发布宣传大纲的制度，预

先安排好武装部队的各种宣传事务。通过宣传政策和宣

传思想对革命运动的整肃，统一了革命舆论，加强了革命

纪律。这是毛泽东对国民革命的特别贡献。

抗战时期，进一步增强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加强对

党和八路军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扩大

八路军的影响力，是党和毛泽东的一项重要宣传任务。毛

泽东将新闻宣传工作作为指导和推动其他工作的重要方

式，不但亲自撰写大量的新闻社论稿件，而且亲自对报刊

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审阅把关。为加大对八路军的宣传，

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５日，《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创刊号。毛泽
东对《八路军军政杂志》设什么栏目，每期发表一些什么重

要文章，都听取汇报，有的文章还亲自阅改［１］１６０。１９４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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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８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的电报中
强调要加强新闻宣传工作的组织纪律性：“整个通讯社及

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

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２］９８国共发生军

事摩擦后，宣传工作一度出现与党坚持国共合作抗日政策

不一致的现象，针对这些现象，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

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指出，这些宣传工作

与我党目前团结抗战的政策是不适合的，各地应改正过去

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

的领导，“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３］４５５，以符合团结抗

战局势的需要。

延安时期，中共开展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整风运

动，而宣传则成为配合整风运动的有力工具。毛泽东提

出：“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３］４０９

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１日，《解放日报》举行改版座谈会，毛泽东在
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要求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是利用

好报纸，因为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

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经过党报的鞭策和宣传，延安整

风运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毛泽东指出：“延安这样一搞，

搞得很好，消息传出去了，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传到了国民

党统治区域，各地的党组织都会跟着我们干。”［３］４１２毛泽东

对新闻宣传工作文风的整顿，对引导社会舆论和指导实际

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宣传工作要服务于

党的方针政策，要注重宣传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国共谈判

期间，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宣传武器的作用，他指出，党的

文化宣传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

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

之。”［４］２３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１日，毛泽东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
中的“左”倾错误》中指出：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正确地

反映和指导了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这些

伟大斗争，帮助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并且在宣传工

作中占着主要成分。然而，宣传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缺

点，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

社、各地总分社、各地报纸的工作人员都应“根据马克思列

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

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

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保障其获得胜利。”［５］１２８１－１２８２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

行，毛泽东要求党报党刊在宣传上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

设做准备。１９４８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的报告和结论中提出，全党要提出“学习工业和做生意”的

任务，“还要写文章作宣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

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６］１３８

在舆论的引导下，党员干部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

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地引导宣传工作服务于党

的方针政策，树立了党的形象，扩大了党的影响，使党的意

图和目标深入到广大群众心中，对推动解放战争的胜利起

到了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二　群众路线的宣传方式凝聚了革命
力量

舆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的支

持。毛泽东要求我党、我军的宣传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

要以群众为宣传受众，采取多种宣传形式以易于群众理

解、接受党的方针政策，从而争取民心，凝聚革命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严峻，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处

于极端困难时期，但毛泽东将武装斗争与新闻宣传工作相

结合，为党争取群众，恢复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

东指出，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光有人民军队是不够

的，必须注重宣传，以宣传凝聚人心。毛泽东在１９２９年１２
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红军决不

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

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

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如

果离开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

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

义。”［７］７９他强调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和任务就是“扩大政

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７］９６，只有实现了争取广大群众这个

宣传任务，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

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在注重武装斗争的同时，宣传工作

对争取群众和建立革命政权有着重要的作用。１９４２年３
月８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
谈。”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２日，他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
问题》中指出：“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

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

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教育群众

的一个武器。”［８］１１１宣传工作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取得了很

好的成效，《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可以组

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而《边区群众报》发行更

广，看的人更多，影响更大。

毛泽东曾指出蒋介石的基本弱点是“兵心不固、民心

不归”。为了争取民心，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要求在宣传

上支持开辟和夺取各个战场，扩大党的影响，发动人民支

援解放战争。为了开辟东北战场，争取军心和民心，毛泽

东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指示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
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的事实，以造

成民众反蒋热潮。在１９４８年４月２日与《晋绥日报》编辑
人员的谈话中，他要求报纸工作人员要“善于把党的政策

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

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

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５］１３１９毛泽东还以

宣传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和理解，以配合新解放区的土地

改革等各项工作。毛泽东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

话中曾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

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

众见面，因此，“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

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

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５］１３１８毛泽东结合革

命根据地实际情况对党宣传工作的指导，使新闻宣传成为

党组织、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工具，成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

器，为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提供了思想文化武器。正确的

舆论引导稳定了军心，获得了民心，争取到广大群众对革

命的支持。

三　维护联合战线的宣传方针推动了
革命发展

毛泽东历来注重将宣传思想理论服务实际工作尤其

是服务于统一战线工作，他维护统一战线的宣传策略在各

个时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革命和民族团结大

６１



局，推动了政治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发展。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和宣传思想萌芽于“五四”前

后，并在他的早期革命生涯中发挥了积极作用。１９１９年７
月２１日、７月２８日、８月４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连续发
表《民众的大联合》，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组

成小联合，进而形成大联合，以打倒强权政治。他号召群

众向俄国人学习，走民众联合的道路，“要求解放要求自

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

一个大联合。”［９］３７７－３７８毛泽东不但在思想文化上宣传民众

联合反帝反封建，还以统一战线的实际行动领导湖南工人

运动、爱国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等反帝反封建运动，取得

了显著的革命成效。

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７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
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广大工

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

线。但国民党右派不断提出反共言论和分共行动。为维

护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极力以宣传思想的统一促进国民

党内部思想意识的统一，使民众运动凝聚于国民革命这一

中心。毛泽东不断地向国民宣传革命，并进行阶级分析，

维护国民革命联合战线。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６年５月，毛
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在领导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期间，他不但撰写一些尖刻的文章论述革命运动内

部的政治分歧，还进行社会分析，并发起对反对派的进攻。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毛泽东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计划，准备创
刊并主编《广东杂志》（后来改为《政治周报》）。当时，国

民党右派正提出反对共产党，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企

图破坏国共合作。毛泽东意识到国民运动内部政治破裂

的暗流，从而强调清除革命运动中的敌对分子。他认为，

对敌对分子不能再放任了，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

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

责任。”［７］２２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政治周报》等重要刊物一

方面标志着国民党宣传的协调和纪律的转折点，标志着国

民党内政治权力平衡的进一步转变，另一方面揭露了国民

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阴谋活动，对反革命宣

传进行了宣传反击，维护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党在延安建立新

的根据地政权。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日益紧张，包括工人

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形成。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强调党的宣传要以

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及加强八路军抗战力量为主要目的

和任务，要团结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配

合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导党的

宣传服务于抗战大局。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毛泽东在中国
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

要从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

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

日。”［７］４６１国共两党的合作，打开了抗战的新局面。１９３７年
１０月，毛泽东指出，中共在抗战中的成绩之一是“指出了争
取抗战胜利的具体纲领，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在某些地

区实现了纲领的某些部分。”［３］５９他强调，党要实现“从苏区

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个

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在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发行网”。只

有加强宣传，才能扩大党的影响，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才能打败日本的侵略。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要求动员报

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

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

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

地执行团结抗战这一方针。１９４０年２月７日，毛泽东指示
《新中华报》的政治任务仍然是坚持党在１９３９年“七七”纪
念时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三位一体的方针，“以反对

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

利。”［２］５０他指出，如果只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

么所谓的“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１９４１年５月
１６日，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再次强调，中
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中国共

产党的使命就是《解放日报》的使命，即“团结全国人民战

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只要中国人民协力斗争，

“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

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３］３５２－３５３维护和巩

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使命和方针鼓舞了抗日士气，

使党的宣传成为党领导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斗争的有力

武器。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主张联合各民族、各民主阶

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

其他爱国分子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地方实力派

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

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人民民主国家。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毛泽东在宣传工作方面积极为营造全国范围的和平

氛围而努力。他为新华社等撰写各种重大消息、通讯和文

章，并通过讲话、指示和批文等方式指导新闻工作的开展，

通过舆论影响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毛泽东主张在舆论

上争取团结各派，宣传和平建国。他指示党的报刊杂志要

在舆论上采取恰当的分析，既反对反动派又积极争取中间

派。１９４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学习和宣传中
央“七七”宣言，要“引导党外人士在座谈会中讨论时局，争

取他们同意我党主张，团结一切进步分子及中间派和我党

一致行动。”［４］１４８毛泽东在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４日提出，对一切
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在宣

传方面“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

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６］１５为了实现和

平建国的方略，宣传必须注意策略，不能惊动老官僚、老军

阀及土豪劣绅。如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实行土

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

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因为乡村中的土地改

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否则，不利于大城市

的和平解放。毛泽东的这一宣传方针对解放各大城市起

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毛泽东

及时指导宣传工作为解放战争服务，争取了各派力量的支

持，促进了有关城市的和平解放，对建立独立、民主、富强

的新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灵活的宣传策略维护了革命局势
“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和我党历来坚持革命斗

争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毛泽东指导宣传工作的重要方

针。毛泽东的宣传思想是灵活的，他不仅强调宣传工作的

党性原则，而且非常注重宣传的方式、方法，根据革命形势

的需要调整宣传策略，有力地维护了革命大局。

新闻宣传工作是党和毛泽东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也是反击国民党反共摩擦的重要武

器，体现了毛泽东宣传思想的高度灵活性。面对国民党的

军事摩擦和舆论攻击，毛泽东要求报刊宣传服从团结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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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局。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５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指
出，在宣传方面，“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

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２］９６为此，还要注意克服宣

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倾向，因为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

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当然，毛泽东并不是盲目地

迁让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舆论进攻，而是适时地予以军事

反击和宣传反击。１９４３年７月，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胡宗
南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

央决定进行宣传反击，同时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毛泽

东高瞻远瞩地组织了这次宣传反击，以闪击之势出其不意

给以打击。毛泽东连续六次起草发动宣传反击的电报，要

求各地响应延安的宣传战略：“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

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

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

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

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２］１０５他要求将

各种宣传品分发各报馆、外国使馆、中间党派、文化人士，

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同

时，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等秘密发给社会各界。党的闪电

宣传取得预期的效果，内战危机得到克服。这是党和毛泽

东及时采取宣传攻势的成效，为国共继续合作抗战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５日，《解放日报》发表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毛泽东要求

各地立即广泛散发《解放日报》的这一评论，同时，他又指

示，《解放日报》、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从１０月６日起，暂
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

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但各地方报纸仍应继

续揭露国民党，特别是反特务斗争消息应不断地在报上登

载。毛泽东领导和组织的这场宣传反击战，既有力地揭露

了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又在舆论上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

共高潮，维护了继续团结抗战的局面。

在国共谈判过程中，毛泽东也特别强调要注重宣传的

灵活性策略。为防止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党在军事上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对外宣传上采取了低调的态势。毛

泽东在部署当时的宣传与谈判方针时指出，“目前可以不

公开自治军及全盘自治的宣传与要求，但战争是不可避免

的。”面对“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的复

杂形势，他指示我方的宣传“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

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４］６９在国民党发

动大规模内战之前，毛泽东一再要求党的宣传工作一定要

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既要揭露敌人的真面目，又要适可

而止，争取和平。随着国民党正式发动军事进攻，毛泽东

要求我党要从宣传方面及时揭露国民党的真面目。１９４６
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致信余光生，提出要适时揭露敌人的
内战阴谋：“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

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

闻予以揭穿。”［２］１３３－１３４９月２７日，毛泽东致信陆定一，要求
在社论中“强调我军必胜蒋军必败”。他指出，在 ７月以
前，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是必要的，但７月以
后则不必要了，因为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

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宣传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而

变化的策略，揭露和打击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使我军在

战略上处于有利的地位，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五　结　语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把宣传工作放

在重要位置，并指导全党同志善于运用报纸、杂志、通讯

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一切宣传舆论工

具，科学、正确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出去，深入广

大人民群众心中。他的这一思想高度和做法，对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对党的事业的发展，都起了极为重要的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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