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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新时代的“星星之火” 〔∗〕

———列宁早期党报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高金萍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列宁的党报思想经历了建党、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三个发展阶段ꎬ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

新与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重要思想资源ꎮ 列宁在«火星报»创办前后及期间撰写的经典文献与«火

星报»实践ꎬ生动展现了列宁全党办报思想的萌芽与实践ꎮ 列宁的早期党报思想来自于实践ꎬ又指导着实践ꎬ体
现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鲜明的实践光芒ꎬ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一脉相承ꎮ 时至今天ꎬ列宁早期党报思想对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业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ꎮ
〔关键词〕列宁ꎻ«火星报»ꎻ党报思想ꎻ实践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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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５ 日ꎬ李大钊为«每周评论»第

三期撰写的社论«新纪元»唱响了对俄国“十月

革命”的赞歌ꎬ这篇社论称“十月革命” “洗出一

个新纪元来”ꎮ 李大钊用抒情的笔调赞颂“这个

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ꎬ是人类觉醒的新纪

元ꎮ 我们的黑暗的中国ꎬ死寂的北京ꎬ仿佛分得

那曙光的一线ꎬ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

明星ꎬ照见新人生的道路”ꎮ〔１〕 “十月革命”给中

国送来列宁主义ꎬ送来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ꎬ从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

程ꎮ 追本溯源ꎬ是 ２０ 世纪初列宁创办«火星报»ꎬ
以办报实现思想建党和组织建党ꎬ以社会民主工

党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ꎬ最终开辟了人类无产

阶级革命的“新纪元”ꎻ是列宁创办«火星报»ꎬ促
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苏俄化ꎮ 本文围绕旧«火
星报»创办前后列宁“全党办报”思想的构想、实
践及深入思考的过程ꎬ以«列宁全集»为依据ꎬ重
读经典以阐释列宁早期党报思想对于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业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ꎮ

一、“全党办报”之构想:«工人报»时期

对党报功能及宣传策略的思考

　 　 «工人报»是俄国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秘密

报纸ꎬ１８８５ 年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党”的名

义在彼得堡创刊ꎮ １８９８ 年 ３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ꎬ«工人报»被指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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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机关报ꎬ当时该报仅出版过两期ꎮ 然而ꎬ仅
有 ６ 个组织共 ９ 位代表参加的党的“一大”刚刚

宣布党的成立、发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ꎬ
还未来得及制定党纲和党章ꎬ３ 人中央委员会就

被沙皇警察抓捕ꎬ«工人报»被捣毁ꎬ建党实质上

并未实现ꎮ １８９９ 年«工人报»计划复刊并邀请列

宁参与编辑部工作ꎮ 为此ꎬ尚在流亡中的列宁为

该报撰写了三篇文章(«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

前任务»«迫切的问题»)ꎬ因为复刊计划并未落

实ꎬ这三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ꎬ其中«我们的当前

任务»和«迫切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列宁对党报

功能及宣传策略的思考ꎮ
«工人报»时期ꎬ俄国经济派在党内占据着

优势ꎮ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派推崇

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ꎬ〔２〕 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

性ꎬ满足于分散状态ꎬ醉心于经济斗争ꎬ忽视无产

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ꎬ否认党的领导作用ꎮ 分散

和自发倾向助长了经济主义ꎬ经济主义思潮又加

剧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ꎬ严重

损害着蓬勃发展的俄国工人运动ꎬ使党进入一个

混乱、瓦解、动摇的危机时期ꎮ 此时ꎬ列宁和其他

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正遭流放或在国外ꎬ社会

民主党没有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ꎮ
列宁在流放地关注着俄国革命和社会民主

党的发展ꎬ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ꎬ列宁创

造性地提出ꎬ通过党的机关报广泛地组织和领导

工人运动ꎬ这是俄国革命与法国、德国革命的重

要区别ꎬ而这一区别是由俄国社会现实所决定

的ꎮ 列宁从克服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

性”、建立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政党出发ꎬ提出

“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

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

标”ꎮ〔３〕由此ꎬ列宁把办党报确定为建党之基础ꎬ
把办党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他认为当前

党的活动散布于工人运动的多种方式之中ꎬ如地

方性的鼓动、游行、罢工等等ꎬ只有通过全党机关

报把这些活动结合起来ꎬ这些斗争方式才能发挥

其真正价值ꎬ创造党的共同经验ꎬ形成党的传统

和继承性ꎬ“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

立ꎬ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

极大的影响”ꎮ 列宁引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

卜克内西的口号:“ Ｓｔｕｄｉｅｒｅｎꎬ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ｉｅｒｅｎꎬｏｒ￣
ｇａｎｉｓｉｅｒｅｎ”(学习ꎬ宣传ꎬ组织)ꎬ〔４〕 阐释了他对党

报功能的最初认识ꎬ党报就是党“学习、宣传、组
织”工人运动的中心ꎮ

在«迫切的问题»一文中ꎬ列宁认为ꎬ要完成

“我们的当前任务”就“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

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有的翻印

书报ꎬ有的从国外转运书报ꎬ有的把书报分送俄

国各地ꎬ有的在各城市分送ꎬ有的安排秘密活动

的处所ꎬ有的筹募经费ꎬ有的传送有关运动的通

讯和一切消息ꎬ有的负责联络ꎬ如此等等”ꎮ〔５〕 这

些专业化的活动具体可归纳为两类:一是收集各

地工人运动的情况(通讯和材料)ꎬ使党的机关

报与工人运动保持经常的联系、反映整个运动的

情况ꎻ二是把党的机关报发行到全国各地ꎬ学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红色邮政”的做法ꎬ实现党报

的国外出版、国内发行以避开专制政府的破坏ꎮ
换而言之ꎬ每个党员都被“编织”到党报活动中

来ꎬ“编织”到推翻专制政府的伟大事业中来ꎮ
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ꎬ党报的重大意义在于ꎬ“只
有把全党机关报创办起来ꎬ才能使革命事业中

‘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

行列’里行进ꎬ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ꎬ他是那

根一定要勒死俄国专制政府ꎬ即俄国无产阶级和

俄国全体人民的死敌的链条上的一环”ꎮ〔６〕 党报

工作赋予每个党员以身份意识和看齐意识ꎮ
这两篇文章是列宁最早关于党报功能和党

报工作策略的论述ꎬ从党报功能角度来看ꎬ列宁

敏锐地认识到党报能够通过新闻宣传对工人运

动发挥组织领导作用ꎬ一方面通过梳理和总结阶

级斗争经验指导工人运动ꎬ另一方面通过宣传鼓

动整合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把工人运动引向深

入ꎮ 从党报工作策略角度来看ꎬ他把每一个党员

的“专业化”党报工作视为党所领导的经济斗争

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ꎬ通过党报出版和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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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个党员团结起来、凝聚起来ꎮ 这就是列宁对

“全党办报”的构想ꎮ

二、“全党办报”之实践:«火星报»将
马恩办报思想与俄国实践相结合

　 　 «火星报»是俄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报纸ꎮ １８９９ 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就开始筹

划创建这份全俄政治报ꎬ希望通过报纸来统一社

会民主党人的思想ꎬ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

阶级政党ꎮ 从 １９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火星报»在德

国莱比锡创刊ꎬ到 １９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退出编辑

部ꎬ列宁一直主持«火星报»的工作ꎬ审阅和修改

国内各地工人生活状况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

通讯稿件以及许多揭发性材料ꎬ编辑国际事件的

通讯并撰写编者按和评论ꎮ 从给«工人报» 撰

稿、到组织创办«火星报»ꎬ列宁行动的核心都是

建党ꎬ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每时每刻体现

于办报活动之中ꎬ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的

办报思想与俄国实践相结合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ꎮ
列宁亲自撰写了«火星报»与国外“社会民

主党人”小组的合作协议草案等文稿ꎬ巨细无遗ꎮ
其中ꎬ１９００ 年 ８ 月下旬在«火星报»出版前三个

月撰写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一文ꎬ从微观

到宏观对报纸的出版进行了细致的谋划ꎮ 对于

报纸的出版方式ꎬ列宁提出每期 １—２ 个印张ꎬ不
定期出版ꎮ 对于编辑部成员和撰稿者ꎬ由来自

“劳动解放社” 成员 (格瓦普列汉诺夫、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
一些国内外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人士组成ꎮ 对于

报纸的办报方针ꎬ列宁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个方

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主张不断发展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思想ꎮ”对于如何将党的机关报办

成每个党员自己的报纸ꎬ列宁提出的办法是ꎬ“每
个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的消息ꎬ都来介绍

自己的经验ꎬ发表自己的看法ꎬ提出自己对文章

的要求ꎬ作出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的评

价ꎬ总之ꎬ每个小组都来谈谈它对运动的贡献和

在运动中的收获”ꎮ〔７〕列宁的“全党办报”思想在

«火星报»编辑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出来ꎮ
１９００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意见分歧严

重、思想混乱ꎬ读者被这些不同的主张所迷惑ꎬ工
人们受困于一时的经济利益也沉湎在“经济派”
的说辞中ꎬ民主革命这个中心任务被模糊ꎬ针对

这种情况ꎬ列宁认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

针加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思想上的统一ꎬ才能

为革命提供前行的强大动力ꎮ 为此ꎬ必须“建立

负责运动中心联络工作的组织ꎬ传递运动信息ꎬ
供应定期报刊”ꎮ〔８〕这是列宁结合俄国国情ꎬ从现

实出发的选择ꎬ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

方法ꎮ
在党内坚持批评自由ꎬ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的重大发展ꎮ 列宁支持在党报上公开进

行论战、合理表达不同观点ꎬ实质上为党内民主

讨论和舆论监督敞开了大门ꎮ 首先ꎬ这种论战既

是不同观点的竞争ꎬ也是撰稿人之间同志式的探

讨ꎬ列宁认为“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

工人面前公开展开论战是必要和适当的”ꎮ〔９〕 其

次ꎬ为推动党内讨论设定了框架———围绕党纲开

展讨论ꎬ以推动党内广泛的思想交流并最终形成

统一的思想认识ꎮ 在«我们党的纲领»一文中列

宁指出“为了使争论不致没有结果ꎬ不致变成个

人的争吵ꎬ不致造成观点混乱和敌我不分ꎬ在这

场争论中绝对必须加进纲领问题ꎮ 只有在

争论中加进纲领问题ꎬ只有争论双方明确地提出

自己的纲领性的看法ꎬ才能解答所有这些亟待解

答的问题”ꎮ〔１０〕心理学中的“潘多拉效应” (又称

“禁果效应”)认为ꎬ由于人的好奇心和逆反心

理ꎬ简单的禁止会让人产生怀疑、疑虑ꎬ进而反其

道而行之ꎮ 根据这一效应ꎬ告诉他人做什么或不

许做什么ꎬ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ꎬ否则可能适得

其反ꎮ 列宁主张党报上的公开论战ꎬ既是对马克

思主义的自信ꎬ也赋予读者以信任ꎮ 他相信只有

马克思主义才能改变俄国ꎬ相信党的纲领必能击

败经济派的主张ꎮ
虽然列宁对«火星报»的创办进行了高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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瞩的设计ꎬ但是实施过程中始终困难重重ꎬ党内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阻碍着办报ꎬ甚至编辑部

内部也有不同观点ꎮ 列宁从流放地返回后即远

赴苏黎世与“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

就办报事宜进行磋商ꎬ但是二人就是否应该在报

纸上展开公开论争等问题发生分歧ꎬ这一事件暴

露了编辑部内部的思想分裂ꎮ 列宁在«“火星”
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一文记录了他与普列汉

诺夫的争执:１８９７ 年“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

物司徒卢威在«新语»杂志上说自己的目的是想

推 翻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一 个 基 本 原 理 时ꎬ
“格瓦(作者注:普列汉诺夫) 没有起来反

对ꎬ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并且永远也不能了

解)撰稿人之间怎么能在一个杂志上进行论

战”ꎮ〔１１〕对于列宁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编
辑部声明草案»ꎬ普列汉诺夫不同意且不提出修

改意见ꎮ 争执进行了几天ꎬ编辑部的几位同志多

次争吵ꎬ又多次商谈ꎬ最后达成了妥协:六人编辑

部表决时ꎬ普列汉诺夫算两票ꎮ 这虽然让“火星

开始有希望重新燃烧起来了”ꎬ〔１２〕但是也为 １９０３
年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火星报»编辑部的分

裂留下了隐患ꎮ

三、党报三大功能的阐述:«从何着手?»

１９０１ 年春俄国工人逐步从经济罢工为主转

向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ꎬ工人运动进入新阶段ꎮ
与此同时ꎬ农民暴动遥相呼应ꎬ学生运动此起彼

伏ꎬ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统治的运动也活跃

起来ꎮ 但是ꎬ由于社会民主工党仍处于思想混

乱、组织涣散的状态ꎬ大大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

动ꎮ 没有党的集中领导ꎬ俄国革命的未来岌岌可

危ꎮ 面对建设一个真正统一、集中的政党组织的

迫切需求ꎬ列宁为«火星报»第 ４ 号撰写了社论

«从何着手?»ꎬ他从政治鼓动的性质与内容入

手ꎬ阐述了党的组织任务和建立全俄斗争组织的

问题ꎮ
列宁再次强调ꎬ“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

动的出发点ꎬ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

实际步骤ꎬ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

广发展的基线”ꎮ〔１３〕 报纸的任务ꎬ一是通过宣传

鼓动ꎬ把地方的运动合成全国性运动ꎻ二是通过

报纸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ꎬ不仅从事地方性工

作ꎬ而且从事日常的共同性工作ꎬ即教育党员密

切关注政治事件ꎬ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社

会各阶层的影响ꎬ拟定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

适当措施ꎬ这个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

体的鼓动员ꎬ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ꎮ〔１４〕

从 １８９９ 年列宁在为«工人报»撰写«我们的

当前任务»中将党的机关报视为“组织者”ꎬ到
１９００ 年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强调«火星

报»的宣传功能ꎬ再到«从何着手?»中明确提出

党的机关报的三种角色———宣传员、鼓动员、组
织者ꎬ至此列宁对党报功能的论述已经成熟ꎬ党
报三大功能即:理论阐释(宣传员)、广泛传播

(鼓动员)、组织领导(组织者)ꎮ
列宁在«‹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

案»中曾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定位进行

过论述: “ 杂志主要 是 宣 传ꎬ 报 纸 主 要 是 鼓

动”ꎮ〔１５〕在列宁看来ꎬ“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杂志

应该刊登“有关社会主义理论ꎬ有关科学、政治、
党的组织问题等等方面的东西”ꎬ即宣传ꎻ党的报

纸“必须把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具体事例和表现同

这些问题联系起来ꎬ必须从理论上阐明每一个事

件ꎬ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

和党的组织问题ꎬ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ꎬ
即鼓动ꎮ “宣传员”和“鼓动员”分别从理论阐释

(诉诸理性)和联系实际(感性激发)两个层面发

挥作用ꎮ 党报的组织领导功能体现在哪里呢?
列宁认为ꎬ“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ꎬ它搭在施工

的建筑物周围ꎬ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ꎬ便于各个

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ꎬ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

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ꎮ”依靠报纸并

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ꎬ这个

组织就是«火星报»的“代办员网”ꎮ 列宁认为ꎬ
“假如我们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办共同的报纸ꎬ那
么ꎬ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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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员ꎬ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

者ꎬ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ꎮ〔１６〕 可以说ꎬ列宁

是把“代办员”视为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未来

党的骨干和中坚ꎮ

四、列宁早期党报思想的实践光芒

在«火星报»影响下ꎬ１９０２ 年底俄国工人运

动的高潮逐渐显现ꎬ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城首先

开始全城罢工和示威游行ꎬ而后扩展到全俄 ２７
个城市ꎮ 列宁迅速把握这一革命发展形势ꎬ领导

«火星报»积极筹备党的“二大”ꎮ １９０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至 ８ 月 ２３ 日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

表大会举行ꎮ 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党章ꎬ这标

志着列宁主义的正式诞生ꎮ “二大”明确«火星

报»为党的机关报ꎬ并决定由列宁、普列汉洛夫和

马尔托夫三人共同主持«火星报»编辑部工作ꎮ
１９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列宁退出编辑部ꎬ从第 ５２ 号

起«火星报»变成了火星派少数派(孟什维克)的
机关报ꎮ 在 «我为什么退出了 ‹火星报› 编辑

部?»中ꎬ列宁坦陈退出编辑部的原因是在“二

大”上发生的火星派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歧ꎬ而
分歧中“真正原则性的争论ꎬ是关于党章第 １ 条

的争论”ꎮ〔１７〕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至“二
大”ꎬ列宁从建设一个统一、集中的政党这个目标

出发ꎬ积极筹措创办«火星报»ꎬ撰写大量理论文

章阐述«火星报»的办报宗旨、探索办报策略、培
养“代办员”ꎮ 在办报过程中他较为系统地阐述

了他的党报思想———全党办报、党报功能、办报

策略ꎮ 通览«火星报»创办前后及期间列宁的经

典文献ꎬ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列宁的早期党报思

想来自于实践ꎬ又指导着实践ꎬ体现着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鲜明的实践光芒ꎮ
其一ꎬ在不断斗争中形成和发展ꎮ 列宁的早

期新闻思想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ꎬ从
１９ 世纪末至“十月革命”ꎬ俄国工人革命始终受

到欧洲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影响ꎬ正如列宁在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一文中所分析的ꎬ“俄国

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一诞生(１８９５—１８９６ 年)ꎬ就

立刻划分成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ꎬ虽然这

种划分的形式、外貌等等不断变化ꎬ但其实质从

１８９４ 年一直到 １９１４ 年却始终不变”ꎮ〔１８〕 从党的

“一大”召开前后ꎬ列宁就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派

对工人运动的误导ꎬ他与普列汉诺夫就«火星

报»编辑部领导权的磋商ꎬ与火星派少数派在

“二大”上就党章的斗争等ꎬ都促使他深入思考

如何在沙皇俄国的严密控制下创建党报、办好党

报ꎮ
其二ꎬ于实践的调适中发展和成熟ꎮ 任何理

论和活动都是具体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ꎬ列宁早

期新闻思想是在与俄国革命形势的不断适应中

发展和成熟的ꎬ随着俄国革命形势的逐步变化ꎬ
他不断调整关注重点ꎬ领导«火星报»从传播党

的纲领ꎬ到培养“代办员”ꎬ再到组织全国党的组

织协调一致进行罢工游行ꎮ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

新闻理论的本土化运用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的内涵ꎮ
其三ꎬ创造性地运用党报的多种功能ꎮ 列宁

不仅重视党报的宣传功能和组织功能ꎬ而且主张

在党报上进行公开论战ꎬ在论战中消弭分歧ꎬ在
马克思主义下达成共识ꎮ 列宁主张编辑部发挥

沟通平台的功能ꎬ打破过去那种分散的“手工业

方式的”工作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ꎻ主张利用报

纸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ꎬ促进全俄工人统一行

动、反抗沙皇专制统治ꎮ 党报“要联合一切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把他们团结在一个党内
既要包括各种不同的观点ꎬ又要保持机关刊物编

辑方面的严整性”ꎮ〔１９〕 在这一总的宗旨下ꎬ党报

成为党铸造共识的中心ꎮ
从 １８９７ 年列宁被流放ꎬ到 １９０５ 年俄国资产

阶级革命爆发ꎬ期间列宁将制定党章、宣传党纲

作为建党的核心ꎬ而«火星报»就是列宁完善和

传播党的纲领和理论、争取更多革命者认同党的

纲领和理论的“窗口”和“展台”ꎮ 列宁重视实际

行动ꎬ同时也深刻认识到纲领和理论对于一个统

一的、集中的政党的重要性ꎬ“没有革命的理论ꎬ
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ꎮ〔２０〕 党报犹如鼓风机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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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ꎬ燃成熊熊大火ꎬ照亮新

纪元ꎮ
列宁生活在两个世纪的交汇点上ꎬ他的一生

经历了两个时代ꎬ既经历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黑

暗生活ꎬ又领导俄国人民迎接了社会主义的曙

光ꎮ〔２１〕列宁的新闻思想也经历了建党、夺权和建

设社会主义三个发展阶段ꎬ在此过程中列宁深化

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ꎬ并深刻地影响了中

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ꎮ 全面深刻把握列宁

早期党报思想ꎬ也是我们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党性原则的前提和基础ꎮ

五、列宁早期党报思想对于新时代的现实价值

２０２０ 年是列宁诞辰 １５０ 周年ꎬ站在这个节点

重温列宁早期党报思想ꎬ仍然能够感受到列宁燃

起的“星星之火”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现实意义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业的思

想启发ꎮ
(一)明确马克思主义是新闻宣传的根本指

导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过

程中ꎬ提出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政

治阵地ꎬ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ꎮ〔２２〕 列宁吸收并

践行了这一思想ꎬ他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火星

报»的办报方针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观察、分析和报道俄国社会发生的新情况ꎬ
把党的理论宣传融入具体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报

道和新闻评论中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火星报»
的读者ꎬ使之自然而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遵从社会民主工党的主张ꎮ
２０ 世纪初期ꎬ中国人民与俄国人民同样背

负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ꎬ在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苦苦寻找救国出路之际ꎬ“十月革

命”的胜利启示了他们ꎬ马克思主义给李大钊等

先进知识分子以前进的方向ꎮ 五四运动后ꎬ马克

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ꎬ中国共产党在共产

国际的帮助下正式成立ꎬ马克思主义从此写在中

国共产党人的旗帜上ꎮ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

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政治主张ꎬ以实事求是的

态度组织和领导中国革命ꎬ而且逐步接受了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ꎬ结合中

国实际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ꎮ
１９２５ 年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时就在该报发刊

词中提出:“用事实说话”ꎬ这是针对革命进程中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党指导思想的干扰

而提出的ꎮ １９４５ 年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报告中

提出要“讲真话ꎬ不偷、不装、不吹”ꎬ这是针对国

民党«中央日报»以及民营报刊«大公报»散布的

歪曲中共形象言论的有力回击ꎬ继承了马恩和列

宁对新闻真实的要求ꎮ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苏俄化之后进行的再发展ꎬ是中国共产党

人对列宁党报思想的理解、接受和转化ꎮ 在中国

完成了站起来、富起来ꎬ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ꎬ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化要求再次摆在

我们面前ꎮ 当下ꎬ平台媒体、社交媒体已成为信

息传播的主渠道ꎬ西方新闻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的博弈也转移到互联网上ꎮ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人在哪里ꎬ我们的阵地就在哪里”ꎬ要在

牢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之中继承和发

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优良传统ꎮ 在最近新冠肺

炎疫情中ꎬ各种虚假新闻和谣言此起彼伏ꎬ各种

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以高级黑、低
级红的方式冲击主流意识形态ꎮ 面对纷纷扰扰

的舆论环境ꎬ党的新闻从业者只有坚定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ꎬ才能“乱云飞渡仍从容”ꎬ做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ꎮ
(二)依托党媒组织和指导革命运动、开展

党的工作

列宁依托报纸进行宣传和鼓动ꎬ用党报组织

和指导运动ꎬ以唤醒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为推翻

沙皇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为改变自身状况

和获取应得利益而斗争ꎮ 在列宁眼中ꎬ党的机关

报犹如党手中的“指挥棒”ꎬ不仅将社会民主党

的纲领主张传播给大众ꎬ而且指引着大众将斗争

的矛头对准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ꎮ 这就是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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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没有革命的报纸ꎬ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

织整个工人运动”的根本原因ꎮ
中国共产党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中获

得重要启示ꎬ以革命的报纸、革命的宣传为取得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武器ꎮ 古田会议时期ꎬ毛
泽东就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

草的决议中指出ꎬ“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

个重大的工作”ꎮ〔２３〕红军宣传就是要扩大政治影

响争取群众支持ꎮ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ꎬ毛泽东把

报纸视为指导政治、经济和军事工作ꎬ组织和教

育群众的武器ꎬ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

会上ꎬ他要求党的干部“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

里ꎬ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ꎮ〔２４〕 把党媒

工作置于党的中心工作之中ꎬ这一做法延续至

今ꎬ切实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

的系列论述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等政策文本之中ꎮ

从建党初期到拥有 ９０００ 万党员成为全球第

一大党ꎬ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承担了“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要任

务ꎮ〔２５〕新时代中国新闻业如何做好举旗定向ꎬ发
挥凝聚人心的作用ꎬ当好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

者ꎬ必须契合当下传播格局的发展ꎬ全面客观地

传播信息、沟通情况ꎬ深刻阐释中国道路和中国

特色ꎬ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ꎻ围绕新闻宣传ꎬ
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做大“中国的朋友

圈”ꎮ
(三)坚持党内批评自由ꎬ力戒新闻宣传的

片面性

恩格斯认为能够进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

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ꎬ１８８９ 年 １２ 月

他给丹麦社会民主党领袖格尔桑特利尔的信

中写道:“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ꎬ工人运动

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ꎬ想要禁止争论呢?” 〔２６〕 列

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依靠党内批评进行党

的自我完善的传统ꎬ在«火星报»筹办过程中ꎬ他
与劳动解放社成员就是否在报纸上开展论争进

行了斗争ꎻ在旧«火星报»出版时期ꎬ他与党内经

济派就俄国革命究竟应是经济革命还是政治革

命进行过论争ꎻ在新«火星报»出版时期ꎬ他撰写

文章与孟什维克进行过斗争ꎮ 列宁身体力行呼

吁社会民主工党用党内批评增强组织凝聚力和

战斗力ꎬ壮大布尔什维克队伍ꎬ为革命胜利奠定

坚实的组织基础ꎮ １９０６ 年在社会民主党四大召

开后ꎬ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更趋激烈ꎬ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ꎬ列宁在«前“布尔什维克”派
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中仍然大声

疾呼:“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ꎬ就是力求使

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

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ꎮ〔２７〕 列宁希望以党内批

评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ꎬ强调民主集中制ꎬ
主张少数服从多数ꎬ但是他并不忽略少数意见ꎮ
从«火星报»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列宁始

终认真听取少数反对派意见ꎬ或者将其意见转化

成新的决策成果ꎬ或者与之进行公开的辩论ꎬ从
未想过要消灭他们ꎮ

解放战争时期ꎬ中国共产党把批评和自我批

评作为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纠正党的缺点错误的

自觉行为ꎮ １９４７ 年«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

促成了党的新闻战线的自我教育ꎬ从思想上、组
织上纯洁了党的新闻工作队伍ꎻ在维护新闻传播

的真实性原则、防止失实新闻的同时ꎬ丰富了党

的新闻理论ꎮ〔２８〕 坚持新闻真实性、坚持党内批

评ꎬ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ꎮ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ꎬ坚持以多种形

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ꎬ以文化政治的有机运动

推动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辨析ꎬ是中国共产党永

葆生机和活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凝聚力的重要

方式ꎮ 在新闻宣传中戒除简单化、片面化和绝对

化ꎻ把公开批评与“内参”相结合ꎻ把反映公众意

见与引导公众参与相结合ꎬ这是推进党内批评和

舆论监督ꎬ激发新时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活跃因素

的有效路径ꎬ坚持党内批评和舆论监督ꎬ不仅有

利于党的建设ꎬ而且有利于中国特色新闻业的发

展ꎮ
马克思主义光照百年ꎬ它强大的生命力在于

—３４—

照亮新时代的“星星之火”



其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统一ꎮ １８９９ 年列宁在给

«工人报»写的«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指出ꎬ“我们

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

圣不可侵犯的东西ꎻ恰恰相反ꎬ我们深信:它只是

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ꎬ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

于实际生活ꎬ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

进”ꎮ〔２９〕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开放的、创造

性的态度ꎬ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学习ꎮ 持续不

断地创新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ꎬ就
是对列宁主义的最好继承ꎮ

注释:
〔１〕方汉奇:«十月革命在中国报刊(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１)上的反

映»ꎬ«新闻业务»１９５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２〕伯恩斯坦主义ꎬ指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

党产生重要影响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ꎮ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

二战后欧洲各个社会党实行多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渊

源ꎮ 爱德华伯恩斯坦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治家ꎬ
在国际共运史中他充当了一个背叛者和分裂者的角色ꎮ 他直白

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ꎬ他的学说是苏联等社会主义

国家最重要的批判对象ꎬ也是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需要防

范的最大敌手ꎮ
〔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２〕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９〕

«列宁全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１６８、１６９、
１７１、１７３、３１７、３１６、３１６ － ３１７、１８７、３１０、２８７、１８６ － １８７、２８８、１６１
页ꎮ

〔１１〕«列宁全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２９４ 页ꎮ “格瓦”指普列汉诺夫ꎮ 列宁指的是彼别司徒

卢威发表于 １８９７ 年«新语»杂志第 ８ 期上的«再论自由和必然

性»一文ꎮ 在这篇文章中司徒卢威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

产阶级的学说ꎮ 列宁在 １８９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７ 月 ９ 日)写信给

亚尼波特列索夫说: “我真不明白ꎬ卡缅斯基 (普列汉诺

夫———编者注)怎么能对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发表在‘新语’
杂志上的反对恩格斯的文章置之不理! 您是否能给我解释一

下?”
〔１３〕«列宁全集»(第 ８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９７ 页ꎮ
〔１４〕〔１６〕«列宁全集» (第 ５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８、１０ 页ꎮ
〔１８〕«列宁全集»(第 ２５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９８ － １０６ 页ꎮ
〔２０〕«列宁全集»(第 ６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２３ － ２４ 页ꎮ
〔２１〕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读本»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５ 页ꎮ
〔２２〕项德生、郑保卫:«新闻学概论»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２１４ － ２１５ 页ꎮ
〔２３〕«毛泽东文选»(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９６ 页ꎮ
〔２４〕«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ꎬ北京:新华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

第 １１３ 页ꎮ
〔２５〕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

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ꎬ新华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８ －０８ / ２２ / ｃ＿１１２３３１０８４４. ｈｔｍꎬ２０２０ －０２ －１４ꎮ

〔２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７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１ 年ꎬ第 ３２４ 页ꎮ

〔２７〕«列宁全集»(第 １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３５８ 页ꎮ

〔２８〕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３６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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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１１学术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