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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宣传思想的科学承继、对时局深度研判以及争取舆

论支持的现实思考、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经验的提炼升华和对毛泽东个人精神品格及其宣传实践的主观映照。

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实践意涵主要包括坚持党性原则指导外宣事业、形成聚焦议题争取国际认同、巧用鲜活话语寻求

海外共情、通过“窑洞外交”借力多元传者、实行立破并举丰富外宣渠道及根据受众立场调整外宣策略。以历史映照现

实、远观未来，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效能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８－０９

一、问题的提出

对外宣传是党和国家一项全局性战略工作。相较于“对内宣传”更多聚焦于组织内部的共识凝聚，

“对外宣传”则注重发挥宣传主体的作用，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向目标国家传递信息，最终影响和改变

国际受众对信息发出国的态度看法①。就“对外宣传思想”而言，其内涵指关于对外宣传的理论总结和

时代精华总和，其外延既包括对外宣传的系统理论体系，也包括对外宣传的主体、议题、话语、渠道和受

众等具体实践表现。本文从对外宣传思想的外延所涵盖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旨趣出发，以延安时期毛泽

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其领导全党开展外宣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实践经验为抓手开展

研究。

当前学界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研究有以下代表性成果：其一，外宣原则与技巧研究，

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坚持内外有别等原则，通过讲述个人故事等技巧实现外宣效果最大化②。其二，外

宣话语与叙事研究，通过使用共情词汇等手段，展现毛泽东讲述延安故事的话语策略③。其三，来华记

者与载体研究，探究毛泽东与来延安的外国记者的互动规律④及记者生产红色图书的国际传播效应⑤。

其四，外宣实践与经验研究，强调延安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形成了“宣传出去”与“争取过来”的总体性

经验⑥。其五，中共领导人国际形象塑造研究，指出延安时期外宣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形象和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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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海外传播①。整体来看，学界多基于外宣本身内部结构与特定功能的共时性视角开展研究，但对于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生成与发展逻辑的历时性视角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将历时性与共时性融

通考察，揭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动态发展与实践意涵。

基于以上概念界定与文献述评，本文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遵循怎样

的生成与发展逻辑？立足于对外宣传活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具体呈现出哪几个维度的实

践内涵？这对于新时代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有何启示？通过系统性

建构和学理性分析，用发展观念、创新思维、世界眼光总结历史经验并深化相关研究，对于加强新时代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生发逻辑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并遵循着一定的生发机制，延安时期毛

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成熟发展亦遵循历时性发生逻辑。

（一）理论沿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宣传思想的科学承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宣传思想，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源泉与真经。马克思恩格斯从生

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宏观视野”，突破宣传表层的媒介信息传播释义，强调世界历史发展及精神交

往下对外宣传的客观必然。从革命运动中媒介建设的“微观视野”，提出报刊要遵循和阐述党的纲领和原

则、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等论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指出报刊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并能反映和表达

历史人民精神②。此外，马克思认为报刊作为人民的“喉舌”应坚持真实本质，即“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

实的基础上，并且竭力做到只是概括地表明这些事实”③。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结合苏维埃社会主义

建设实际继承并发扬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思想。如系统性提出党报作为集体的组织者的党性原则，指出

“如果党性基础（纲领、策略规定、组织经验）十分缺乏或者薄弱、动摇，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危险可能是

很严重的”④。此外，他认为机关报应“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

的材料出发”⑤，其旨归应充满生气且能充分发挥党报党刊对群众的引领与教化作用。

（二）现实呼唤：时局深度研判及争取舆论支持的现实需要

延安时期时局具备突变性和急转性，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是在中共国际形象建构面临内外双重困

境的特定时局下发展成熟的产物。第一，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新征程的出发点备受海外人士

关注，但“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⑥。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

段后，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及“防共”“限共”等方针出台，新闻管制日益严格，以政治污蔑为主的

舆论甚嚣尘上，导致外界对中共的认知多是间接、虚假甚至污名化的。如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１年５
月间，《新华日报》原稿有２６０件被免登、１５０次被删改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查封或关闭了我党一批
进步媒体机构，甚至拒绝大批外国记者进入解放区的申请。另一方面，世界迫切希望廓清认知迷雾，更

深入地了解红色中国。如在美国，人们经常提出幼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追随者”，还是西

方所说的“民主派”⑧？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更是谜一样的人物。因此，如何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共的

政策立场及革命根据地的实情，并最大程度争取国际认同和支持，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实践承接：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经验的提炼升华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国际的办报办刊的实践经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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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深化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一，创办各级刊物并参与国际无产阶级报刊

的宣传活动，逐渐形成早期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办报思想。如１９２４年周恩来任主编的
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在法国创刊，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

注重宣传刊物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不断探索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规律。如李大钊在译介马克思主义

理论方面用语简练通俗且富有文采，对毛泽东外宣风格产生了深厚的影响。第三，重视对实际问题的调

研考察并提出根据事实说话的宣传导向，“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

谈空洞的大道理”①。如毛泽东１９２５年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运用马克
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论并结合工农群众生产生活实践，把新闻宣传的真实性、通俗性原则贯彻到报刊宣

传全过程，也使得其成为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基本原则。

（四）主观映照：毛泽东的个人精神品格及其宣传实践积累

探讨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嬗变，还须关注主观条件的内推作用。一是前期专业化的新闻训练。

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１９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参加了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和研究新闻学的团体———
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新闻教育第一人徐宝璜及中国报业奠基人邵飘萍等导师开设的办报经验、新闻采

访课程，丰富了毛泽东个人宣传知识。二是卓越的宣传工作才能。毛泽东曾在１９１９年主办《湘江评论》，
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年主编《新湖南》月刊，指导过《湖南通俗报》的编辑工作，１９２３年参与《向导》编撰，１９２５年
主编过《政治周报》②，依托这些报刊发表大量宣传类文章及社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宣传经验。三是坚

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及马克思主义文风。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中

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问题的必要性③。他坚持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性、表

现方式的丰富性及问题导向的明确性，并娴熟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和话语体系等，推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形成发展锚定了方向。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实践意涵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立足外宣工作从议题聚焦、话语鲜活、传

者多元、渠道丰富及受众细分维度，呈现深厚的实践内涵。

（一）原则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并提倡外宣工作为革命事业服务

坚持党性原则，是保证对外宣传工作路线正确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始终倡导报刊宣传要坚持党性

原则，指出“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④。还强调舆论

宣传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错误观点、负面舆情进行及时纠偏，“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

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⑤。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基本担当起“革命政策和革命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

者”的重任，服务于党的外宣事业。

坚持党性原则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是对外宣传工作的本质要求。毛泽东强调外宣工作要坚持新闻

本质论，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

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⑥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出发点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而是坚

持实际调研并占有翔实资料基础上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以提升对外宣传内容客观性与方式针对性，

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党外宣信息的信任度。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对外宣传工作的基本立场。１９４２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
入群众，不尚空谈”，希望宣传工作者始终坚持办报办刊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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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向全党发出通知，明确指出，真正的党报就是要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坚持受众思维，反映群众生活，

才能在外宣工作中贴近海外群众的信息需求与情感，实现更好的引领与传播效果。

（二）议题聚焦：战时议题设置有效聚焦以争取国际支持和认同

高度重视扩大长征胜利的国际影响。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长征故事及长征精神具有重

要的外宣功能。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和杨尚昆联名征稿，旨在动员红军将士讲述长征中的战斗经历和奇闻轶
事，并于１９４２年组编印制出《红军长征记》。埃德加·斯诺也对长征做过专题介绍，使“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孤胆英雄的形象在英语读者当中深入人心”①，让国际社会看到不可战胜且拥有坚定理想信念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聚焦于“两条战线联动”的统战政策宣传。毛泽东通过各类媒介号召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预见全球性反法西斯斗争对抗战所具有的潜在价值②，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求解放斗

争相联结，希望“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③。此外，毛泽东

开始将关注国际事务作为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如倡导成立时事问题研究会，进行国际问题研究并有

计划地向海外供给适当素材。

聚焦于全面宣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及实施状况。冈瑟·斯坦因指出：“在国民党的封锁线后

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④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向世界学联代表团介绍边区抗日
根据地的性质。１９４７年，董必武通过国际场合编写散发《中国解放区实录》英文资料等展开宣介。随着
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共对敌宣传聚焦揭发内战真相、遏止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宣传重点是“以斗争求团

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方针，强调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等主张。

（三）话语鲜活：巧用生动鲜活的外宣话语与修辞寻求认知共情

生动活泼、表现实际、为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风格，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之一。如毛泽东运用“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等，揭示党八股的危害性。同时，依托民族革命典

型等，将革命乐观主义等精神寓于鲜活的外宣话语表达中。以上经验带来的“生动鲜活、引人入胜”的

话语新风及“理从事出、借典助理”的文风，同样适用于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如１９４６年《解放日报》刊
发《介绍新华社英文广播》一文，提出英文广播内容及话语“要生动活泼、富于趣味性，对人物地点事物

的历史、背景、风俗、人情、特色加以解释与介绍”等要求⑤，坚持内外有别以推出更多喜闻乐见的作品，

提升国际受众对我党外宣话语的接受和共情。

积极运用政治修辞并做好话语转换，提高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理解度。面对文化异质的海外

受众对中共抗战政策、政治前景及国共关系一知半解的情况，毛泽东通过灵活的话语技巧，将意味较浓

的政治话语巧妙转换变通。如１９３８年，他用“水桶和水”做喻，向美国军官卡尔逊深入浅出地分析中国
抗战形势。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毛泽东在接受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由于英语中没有纸老虎这个组合词，译者用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稻草人）来代替，毛泽东
得知后将此翻译纠正为“ＰａｐｅｒＴｉｇｅｒ”。毛泽东紧抓人民语境激发社会大众革命的潜能⑥，也使英文组
合词ＰａｐｅｒＴｉｇｅｒ随着这一著名论断在海内外广泛传播。

（四）传者多元：通过“窑洞外交”巧借社会各界力量进行外宣

毛泽东通过“窑洞外交”动员多元传播力量（见表１），指出对外宣传“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
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⑦。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阿兰·鲁林：《毛泽东：雄关漫道（上卷）》，毕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７６页。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插图本）》，何宇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９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４６页。
冈瑟·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６月４日。
“新华社对外新闻传播历史溯源研究”课题组：《新中国成立前新华社的对外新闻传播和历史贡献》，《中国记者》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陈佳怡，张涛甫：《“以人民为中心”的意义生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逻辑》，《新闻大学》２０２３年第８期。
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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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延安时期对我党外宣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国际友人

类别 到访者姓名 初访时间 到访者身份 备注

新闻

记者

埃德加·斯诺

（ＥｄｇａｒＳｎｏｗ）
１９３６．０７ 《纽约日报》等驻华记者

首位采访红色延安的西方记者，著有《西行漫

记》等

艾格尼丝·史莱特沫

（ＡｇｎｅｓＳｍｅｄｌｅｙ）
１９３７．０１ 《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

著有《中国在反击：一位跟随八路军的美国女性》

《中国的战歌》等

霍尔多·汉森

（Ｈａｌｄｏｒｅ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３８．０３ 美联社记者

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论持久战》主要观点的西

方记者，著有《中国抗战纪事》

瓦尔特·博斯哈德

（ＷａｌｔｅｒＢｏｓｓｈａｒｄ）
１９３８．０４ 《新苏黎世报》等记者

首位采访毛泽东的欧洲记者；报纸《在共产主义

中国》；黑白无声纪录片《通往延安之旅》

罗曼·卡尔曼

（ＲｏｍａｎＫａｒｍａｎ）
１９３８．１０ 苏联《消息报》记者兼摄影师

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与《在中国》；影像集《在华

一年———苏联电影记者笔记（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哈里森·福尔曼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Ｆｏｒｍａｎ）
１９４３．０６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

著有《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北行漫记》）；画

册《西行漫影》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ＩｓｒａｅｌＥｐｓｔｅｉｎ）
１９４４．０５

美国合众社记者；中外记者西

北参观团成员
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

冈瑟·斯坦因

（ＧｕｎｔｈｅｒＳｔｅｉｎ）
１９４４．０５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

著有《８６００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红色中
国的挑战》等；报纸《远东民主的种子》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ＡｎｎａＬ．Ｓｔｒｏｎｇ）
１９４６．０８ 美国记者

著有《中国人征服中国》等长篇报告文学；《中国

的黎明》首次在世界上传播了毛泽东关于“帝国

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专家

学者

马海德

（ＳｈａｆｉｃｋＧ．Ｈａｔｅｍ）
１９３６．０６ 美国医学博士

最早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外国医生；中共中央外事

组顾问；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

托马斯·阿瑟·比森

（ＴｈｏｍａｓＡ．Ｂｉｓｓｏｎ）
１９３７．０６ 美国籍亚洲研究专家

《１９３７年的延安———同中共领导人的几次谈话》
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原清子

（原清志）
１９４１ 日语广播员 在延安的日语播音员，中国对外广播第一人

迈克尔·林赛（林迈可）

（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ｉｎｄｓａｙ）
１９４４．０５ 燕京大学教授

在延安架设大功率无线电台；培养红军无线电操

作员

西德尼·李敦白

（ＳｉｄｎｅｙＲ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
１９４６．０９ 美国学者

编写新华社英文广播稿；向美国发出的电讯稿被

几十家美国报刊、电台录用

共产

国际

及各

国共

产党

代表

武元博

（洪水）
１９３６．０６

越南籍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

少将
曾在晋察冀边区任《抗敌报》第一任社长

野坂参三

（のさかさんぞう）
１９４０．０４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前名

誉主席

曾以笔名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创立在华日本共

产主义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

（孙平）
１９４２．０５

共产国际代表，塔斯社随军

记者
著有《延安日记》等

军方

官员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ＥｖａｎｓＦ．Ｃａｒｌｓｏｎ）
１９３８．０４

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罗斯

福总统密使

第一个访问延安的美国官员；著有《中国的双

星》等

戴维·包瑞德

（ＤａｖｉｄＤ．Ｂａｒｒｅｔｔ）
１９４４．０７ 美军观察组组长

将大量军事政治报道上报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

和美国国务院

　　（资料来源：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官网、陕甘宁边区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及作者本人整理。因篇幅限制，仅选取了部分极具
代表性人物，按首次访延时间排序）

第一，巧借他者力量，向国际社会塑造中国共产党正面及善治的国际形象。毛泽东愿意花数小时用

实事求是、言简意赅的术语与素未谋面的外国人交谈①，鼓励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新闻投稿及政策报送

２１
①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３页。



第２８卷 陈积银，等：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生发逻辑、实践意涵与时代观照

等做人民代言人，如实客观宣介中国共产党。如斯诺深感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不可征服的精神，以

客观立场、极大激情和热爱，出版中英文版纪实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引发红色中国报道热

潮并在国际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１９４４年，美军观察团成员在延安考察并陆续写成军事政治报道上
报，使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此类斡旋也有助于改善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

第二，部分国际友好人士和侨胞在海外开展救亡宣传和争取援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提

出“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政策，设立海外工作委员会、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等侨务机构，鼓

励侨胞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１９４０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海外华侨欢迎会上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
安，并报告自己在延安的见闻。此外，华侨抗战救国统一组织等侨务团体创办了《纽约新报》《星洲日

报》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刊，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等还在海外散发抗日传单和小册子数十万份，有力

推动了我党政策的国际宣传。

（五）渠道丰富：建立专业化阵地与打破单一化困囿“立破并举”

建立专业化外宣阵地以整合零散化资源，把握对外宣传的话语权和舆论斗争的主动权。１９３９年，
根据机构调整和战时形势变化，毛泽东指示各地方党组织建立外宣机关开展工作。如国际宣传委员会

通过座谈会与在华外国人探讨中共外宣问题。再如创办国际报道社，不定期向外国发送外文刊物宣传

我党事迹。１９４４年，毛泽东提出“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
及记者来延，并给以各地访问之便利”①。抗战胜利后，新华社在欧洲及亚太地区筹建分社，扩大新闻稿

的国际传播力。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基础上加强了传播力度与国际合作，对外宣传体系也逐步走

向专业化、规范化。

打破单一化的信息对外传播困囿，运用好各种传播媒介尽可能地向海外广泛传播我党的政策主张

（见表２）。一是毛泽东认为报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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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如《救国时报》《中国通讯》《晋察冀杂志》等，都是中共外宣的重要窗口。二是毛泽东

支持《论持久战》等英译版著作出版，“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

事”③，帮助世界人民更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是推动外语广播等其他外宣渠

道建设。如１９４４年８月，新华社英文广播部成立，尽管早期信号较弱，传播广度有限，但美国西部等地
仍能收到并发布相关英文电讯，是外宣的关键渠道。

表２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对外传播媒介

类目 名称 时间 刊期 负责机构 备注

报纸

刊物

《救国时报》 １９３５．１２
周刊

（后改为五日刊）

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机关报

在巴黎创刊，发行 ４３个国家，是当时中共海

外报刊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

《新中华报》 １９３７．０１ 三日刊
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

央机关报

宣介党的统战策略和边区抗日实录；揭露国

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反共阴谋

《译丛周刊》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３９ 周刊 上海译丛周报社

发表中英双语版时政文章；第４２期发表《论

持久战》（Ｈｏｗ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Ｗｉｎ）中英文版

《中国通讯》 １９４１．０３ 月刊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设的国

际宣传委员会

英、法、俄三种文字向海外宣介，是中共在根

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外文宣传刊物

《解放日报》 １９４１．０５ 日刊
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央西北

局机关报（１９４２年９月始）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

宣介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及方针政策

《晋察冀画报》 １９４２．０５ 不定期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第一份以刊登照片为

主的综合性画报

《晋察冀杂志》 １９４３．０５ 不定期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
英文刊物，向海外报道晋察冀边区的抗战

情况

３１

①

②

③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１６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８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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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类目 名称 时间 刊期 负责机构 备注

英文

译著

《论持久战》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Ｗａｒ）

１９３８．１１—

１９３９．０２
连载

《公正评论》

（ＣａｎｄｉｄＣｏｍｍｅｎｔ）

抗战时期《论持久战》有四种英译稿；杨刚将

其英译稿编成单行本予以发行

外文

广播

日语口语广播 １９４１．１２ －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标志着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创立

英文文字广播 １９４４．０９ － 新华社英文广播部
将《解放日报》和记者电讯稿选编成英文广

播稿

英语新闻节目 １９４６．０７ －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 最早开办英语广播节目

英语口语广播 １９４７．０９ －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英文广播业务不断改进，规模不断扩大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延安革命纪念馆及作者本人整理。因篇幅限制，仅选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按

时间排序）

（六）受众细分：根据对象的立场态度以适时分类调整宣传技巧

毛泽东指出，对外宣传“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

人听的”①，即根据对象特点适时调整外宣策略。

针对国际上保持中立或支持立场的中国人民之友，全面真实地宣介沟通。如毛泽东在同中外记者

西北参观团等谈话时，直言不讳地剖析国共关系、战时形势及根据地民主问题。同时，我党借此类双向

沟通了解海外人士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以及优化外宣策略的有效建议，获得了海外民众对中国人民的真

正同情。

争取友好国家支持，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

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

然是我们的好朋友。”②尽管莫斯科领导层对中国革命设想经常转变③，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真

理报》《消息报》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仍通过报道时评为中共提供舆论支持。

针对侵略势力及敌对势力，向世界有力宣传中共及全体人民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和必胜信念。抗

战时期，毛泽东指出：“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④揭露日本军国

主义严重罪行及非正义性，粉碎灭华宣传及欺骗谣言。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英文广播及时对外报道人

民解放军的胜利进程，如《人民军队收复十个陕北城市》《胡宗南在陕北的三十六师被歼灭》等稿件⑤，

以激活海内外抗敌卫国的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

四、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新时代观照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成熟发展立足于深厚的现实根基，多维度实践意涵彰显出强大思想

伟力。立足新时代境遇，“对外宣传”逐步向“国际传播”概念转变，反映更深层次的战略调整⑥。因此，

要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统筹规划我国国际传播工作，实现新时代

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一）原则坚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

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尽管“自塑”与“他塑”博弈影响着我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但坚持党性原

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展外宣工作的根本保

证。新时代，要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的政治优势，明确复杂环境下国际传播的政治导向、群众导

向、价值导向、规律导向，增强国际传播顶层设计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持续性，为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

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９１页。
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插图本）》，卿文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０４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８页。
“新华社对外新闻传播历史溯源研究”课题组：《新中国成立前新华社的对外新闻传播和历史贡献》，《中国记者》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丁柏铨：《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国际传播———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中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新闻春秋》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第２８卷 陈积银，等：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生发逻辑、实践意涵与时代观照

和斗争提供根本遵循。同时，从多语种、多主体、多渠道、多平台、多业态等维度推进国际传播工作落实、

落深、落细，帮助国外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①，把党的执政成就转化为话语优势进而实现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复合型建构。

（二）题材延展：挖掘多维立体题材，提升内容品质与传播温度

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主要围绕长征故事、统战政策、边区故事等议题展开，相对聚焦“硬性议题”传

播策略，在战时取得良好的效果，为我党争取到更多国际支持。而在“两个大局”交汇的当下，须实现硬

性议题向柔性、微观议题转向。第一，挖掘更多可亲可爱的素材及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提升议题的品

质表达与情感温度。如２０２１年“大象奇游记”引发国际媒体关注，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成为外
国群众的热捧对象，这些成功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第二，既设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代表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议题，也用微观叙事映照历史进程中独立个体命运以激发共鸣②。如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上爆火的“李子柒”“滇西小哥”等博主，将中国故事以见微知著的生活化方式呈现，深受海外
受众喜爱。

（三）风格优化：亲民化的情感动员，用技术赋能话语表达创新

延安时期，毛泽东注意了解海外受众的话语习惯和信息需求，借助鲜明朴实的文风、生动活泼的语

言、深入浅出的论述，有效推动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更容易让世界人民看得懂听得明。新时代，国际传

播仍须通过亲民生动的话语实现情感互动与情绪动员。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国际场合，巧用东南亚

的“水涨荷花高”、非洲的“独行快，众行远”、欧洲的“一棵树挡不住寒风”等典故和妙喻③，拉近与海外

受众的心理距离并激发情感共鸣。此外，根据叙事传输理论，多样化媒介的沉浸式叙事能增强受众的注

意与情感响应，放大叙事效果。因此，ＡＩＧＣ为中国故事的多模态生成供给提供技术支撑，如国内首部多
语种文生视频ＡＩ动画片《千秋诗颂》等，拓展了国际传播话语空间并激活传受之间共享表征。

（四）主体再塑：塑造多元传播生态，助力中国故事在地化传播

发挥来延安的记者群、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等多元主体的对外宣传力量，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带领中

国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成功经验之一。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主体更趋

多元，除了官方主流媒体外，“我是郭杰瑞”“阿福 Ｔｈｏｍａｓ”等头部“洋网红”凭借其民间身份和跨国背
景，天然扮演起“他者叙事”角色。其作为行走的符号代言和流动的叙事载体，正利用海内外社交媒体

以真实、立体、精准的跨文化视角，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此外，全球范围内关心祖（籍）国发展的华侨

华人，依然具备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的鲜明特征与时代责任，正通过中餐、中医、中国传统节庆等载体，

实现自我与他者文化的在地化调适，使得海外受众直观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魅力。

（五）阵地耦合：重视运用间性思维，促进智能传播平台间联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带领全党利用外文报刊、外文译著、多语种广播等传播渠道开展对外传播，在战时

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信息封锁与传播壁垒，将我党的声音传播至全球。新时代，智能环境形成万物皆媒的

媒介景观，国际传播渠道更多地转移到智能平台。因此，要运用间性思维（即联系思维）促进各种平台

渠道交织互联，尽力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既要发挥海外社交媒体账号集群优势，用成熟平台使优质国

际传播内容“借船出海”，如《人民日报》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在传播模块和风格各有联系与侧重，利用

Ｔｗｉｔｔｅｒ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平台的不同特点进行定制化传播，又要联合研究院、传播机构、高校等多方资源合
作共建，打造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新型专精、自主可控、有影响力的国际传播平台“造船远航”。

（六）受众精准：分层分类分群传播，增强精准与共情传播效能

毛泽东指出对外宣传不能作“留声机”，要避免机械的生吞活剥式的误区与倾向。延安时期，毛泽东针

对国际友人和敌对侵略势力等的不同特点，有的放矢地采取不同传播策略，取得一定实效。新时代，要由

５１

①

②

③

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
陈积银，陈靖怡：《以西方视角驳斥西方观点：约翰·皮尔格作品的叙事策略及其国际传播启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

报）》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５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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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粗放传播向精准国际传播迈进，即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

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①。全球化表达即创设具有共建共享、世界

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全球性议题，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区域化表达即在多元场域有针对性地

传播中国特色，兼顾传播内容差异性和核心观点讯息一致性②。分众化表达以精准用户画像为抓手，最

大限度满足受众分层、分类、分群传播需求，有效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精准国际传播。

结语

回溯历史发现，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成熟发展，彰显出真理力量的实践伟力，展现并振

奋起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和“红色中国”故事的精气神。当前，面对国际传播新

形势新任务，须从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和实践中总结经验、观照现实，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

导加强国际传播理论与能力建设，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

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以应对好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Ｌｏｇｉｃ，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ｉｍ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ＹａｎａｎＰｅｒｉｏｄ

ＣＨＥＮＪｉｙｉｎ１，２＆ＬＩＵＪｉａｘｕａｎ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Ｙａｎ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ｓ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Ｍａｒｘｉｓｔ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ＰＣｓｅａｒｌ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ａｒｔｙｓｐ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ａｕｓ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ｔｏｇ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ｍｐａｔｈｙｂｙ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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