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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众传媒发展与
马克思主义传播
——以《人民日报》《学习》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考察

 徐建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载体即大众传媒，

“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如宣传员网、报纸、刊物、出

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广播、学校等，要把这

些宣传工具都搞好、都加强、统统动员起来、运用起

来”。[1]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传媒主要以报纸、刊物以

及广播电台为主。大众传媒是思想传播、理论宣传的重

要载体，拥有方便、快捷、高效、直观的传播优势，具

有信息获取、意识灌输、文化传承、精神弘扬、价值塑

造、观念培育、思想论争、精神动员、舆论监督、休闲

娱乐、交流沟通等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

央一方面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禁止外国新闻媒体在

华报道，防止西方媒体价值观念的误导；另一方面注重

大众传媒的建设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

供路径选择。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的发展与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 改进工作，提高质量，增加发行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便强调

报纸的重要作用在于其以最迅速、最快捷、最有效、

最生动的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邓小平也有同感：“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

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

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

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

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纸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

决自己的问题。”[2]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收反动报纸，

保护进步报纸，对于中间性报纸允许登记备案后出版发

行。一系列整顿措施，使得当时公开发行的报纸主要以

从国民党没收的报纸，各解放区创办的报纸以及私人创

办的报纸为主。为更好地发挥报纸舆论宣传的功效，改

进报纸编撰工作，提高报纸的服务质量和水平，1950年4

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4月21日，出版总署发出《关

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文件指出报纸行业存在的问

题，提出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其

理论性、思想性、通俗性、生动性、大众性的特质，使

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读物。由此，

报纸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共中央机

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年底的发行量是90550

份，1950年3月为92832份，到年底发行量增加一倍多，

达19万多份，1951年上升到33万多份，1952年上升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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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份，1953年上升到55万多份，1955年增加到71万

份，1956年猛增到90万份。[3]此外，各级党委创办的党报

和军队报纸在区域范围内的发行量也很大。

2. 借助报纸传播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参与思想文化论争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新中国成立

后，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灌输社会主义建

设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重点介绍了以社会发展史为重心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连载了以《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为主要内容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前，其已开设了

学习社会发展史专栏，围绕“为什么要先学习社会发展

史”展开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又着重对各部门、各

地区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相关情况做了介绍。如1949年11

月2日，刊发《平原干部读完社会发展史，省委提出一

年学习计划要求负责干部以学习领导学习》。此外，从

1949年10月9日到12月31日，连载了王学文的《政治经济

学教程绪论》，详细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

系，分析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运动规律；

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与意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内在的特性。其次，以毛泽东的《实践论》

和《矛盾论》为主线，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12月29

日，刊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和行的关系》，该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

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1952年4月1日刊载了毛泽东另一

篇巨作《矛盾论》。1951年2月1日，刊载李达的《“实

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1951年3月26日，

刊发冯友兰的《学习实践论的收获》，向读者介绍了学

习《实践论》的深刻感悟与体会。再次，积极宣传党的

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从1953年到1956年，发表

了近百篇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1954年1月1日，发

表社论文章《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九五四年

元旦献辞》，鼓励全国人民拥护党中央领导，学习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早日实现总路线的宏伟目标。关

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从1953年三大改造伊始到1956年

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共发表关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多达139篇。这些文章着重

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迫性与重要意

义，为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建言献策。1953年11月27

日，刊发了《我们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文中

对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对社会主义三

大改造的相关情况也及时予以报道。如1954年4月14日，

开辟专栏，刊发《积极稳步领导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

造》；1954年9月26日，刊发《为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努力》，增强了广大人民群

众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最后，还积极配合当时社会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参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三次论争，引

领舆论导向。如从1951年5月20日到7月底，共刊发关于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章120多篇。此外，关于《红楼

梦》的研究，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

的信》，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

想，对“消极、腐朽”的社会思潮予以匡正和引领。与

此同时，对全国上下开展的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刊发回

应支持，如1953年1月31日，转载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

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期刊与马克思主义

传播

1. 期刊的建设与发展

期刊是阐释、宣传研究成果，表达、交流思想观点

的重要载体，是承载信息的重要平台，“是大众传播的

一种媒介，是提供大众阅读各门各类知识材料宝库的一

种工具，它是介于新闻（报）与著作品（书）之间的一

种产物”。[4]民主革命时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限制和束缚，中国的期刊事业发展缓慢，可供阅读的杂

志极少。“据1950年3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统计，我国

仅有期刊229种（社科期刊149种，科技期刊80种）。”[5]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注重发展期刊事业，恢复了被国民

党封禁的期刊，引导私营刊物健康发展，创办了一批传

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新期刊。为保

证期刊顺利发展，中央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出版总署，

设立期刊司，召开专门会议，推动期刊事业蓬勃发展。

1950年9月15日至2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要求

各种期刊健全组织机构，团结、组织广大群众，注重

民族地域差异，增加各种性质的通俗期刊。随后的10月

28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

示》，把期刊事业的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求

“政务院责成出版总署会同各有关方面将现有期刊逐渐

调整，并改善其编辑状况。与这些期刊有关的机关团体

也应重视期刊的工作，把出版期刊当做指导工作的经常

性的和锐利的武器，按时给以具体的指导”。[6]1951年12

月21日，政务院颁布的《期刊登记暂行办法》中再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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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期刊管理的规章制度，引导期刊健康发展。“1952

年期刊总数已达354种，到1956年期刊发展到454种，比

1950年增加一倍多，总印数达3.53亿册，出现50年代中

期期刊繁荣发展的可喜景象。”[7]当时，一大批期刊竞

相创刊，如政治性、综合性期刊《新华月报》《新观

察》《时事手册》；学术性期刊《文史哲》《历史研

究》《哲学研究》《新建设》；文化教育期刊《人民教

育》；文艺期刊《人民文学》《文艺学习》《文学遗

产》《人民戏剧》《大众电影》；青年与妇女期刊《中

国青年》《新中国妇女》；译介性期刊《学习译丛》

《哲学译丛》《政法译丛》《经济译丛》；科技期刊

《科学通报》《中国科学》等等。

2.依托期刊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批评落后的

思想观点，创新思想理论宣传的手段

《学习》杂志由中宣部主办，1949年9月创刊，由三

联书店出版发行，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张用历史与具体的

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反对各种封建的和

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杂志虽不能与《人民日

报》并驾齐驱，却与《人民日报》共同发挥了理论传

播的功能。首先，传播了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当

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热潮，在《学

习》第1卷1至6册期刊中刊登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论文9

篇。如君麟的《生产力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杨献珍

的《谈谈群众路线问题》等。这些文章详尽地论述了社

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其第2-3卷《论文》栏目

中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有20篇，第2

卷《问题解答》栏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

题有20个。[8]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

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劳动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学说具体展开，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会被共产主

义取代的历史规律。其次，着重介绍了毛泽东《实践

论》与《矛盾论》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1951年1月

16日出版的《学习》第3卷第8期转载了毛泽东的《实践

论》，1952年4月10日出版的第4期转载了毛泽东的《矛

盾论》。同时刊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实践论》

和《矛盾论》的解读和读者学习“两论”的心得体会，

如第4卷第12期刊载内蒙古区党委宣传部闫素的《学习

〈实践论〉的一点体会》。再次，积极宣传过渡时期总

路线，详细向读者介绍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重

点阐释了“一化三改”的主要内容。为此，《学习》杂

志摘选了1949年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列宁、斯大林论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中的相关文章，并由专业理论工

作者解读分析；阐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

九章至第十二章中的有关经济建设的问题；挑选推荐了

一批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书籍。中共

中央颁布《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

习和宣传提纲》后，该杂志则重点宣传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不完全统计，杂志

的《论文》栏目刊载的关于工业化的论文有13篇；关于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有18篇；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

改造的论文有3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论文有6篇。最后，当全国上下掀起了思想文化论争的热

潮后，《学习》杂志也紧跟其后。针对电影《武训传》

的批判，《学习》第4卷第4期转载了1951年5月20日毛

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应当重视电影〈武圳传〉

的讨论》的社论，同时发表了胡绳、郑昌、袁肖的批判

性文章。当批判达到高潮时，第4卷第5期又开设了批判

《武训传》的专刊。对于国内关于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

批判，主要从胡适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两个方面加以

展开。如1955年《学习》第1期发表艾思奇的《批判胡适

的实用主义》，解释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虚伪与荒谬； 

1955年第6期刊发了韩树英的《揭露胡适历史唯心主义的

反动政治思想》重点批判了胡适虚无的政治思想。1955

年1月，中共中央开始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将毛泽东与胡

风的文艺思想对比研究，从多位视角加以检视。1955年5

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

一些材料》，对胡风思想的论争从文艺批判向政治宣判

的蜕变。7月，《学习》杂志刊发了批判胡风专刊——

“为帮助读者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

警惕，把暗藏在革命阵营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清查出

来，本刊本期以全部篇幅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供读者

阅读”。[9]

《学习》杂志除介绍一般性理论和国家既定方针政

策，参与思想论争外，还具体向读者介绍了学习马克

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如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

习要尊重规律，先掌握基本的观点，夯实理论基础，然

后再渐进提高。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从头学起》

一文，提出：“不求读太多的书本，不由得要听很多的

讲授报告，不急于马上获得马列主义的理论、政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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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方面的知识，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

的学习中，较有系统地建立起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观点：（1）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2）阶级斗争的思

想；（3）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10]一年后，又刊文

《前进一步》，强调“经过了初步的学习，学完了社会

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后，应该按照干部学习能力以及

工作条件，从干部必读十二本书中，再选择几种作为进

一步学习的课程，如列宁主义基础、共产党宣言、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又如在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的干部

中，不妨选读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以便容易联

系自己工作的实际”。一些理论工作者也通过《学习》

杂志向读者介绍宣传教育中的方法手段。如第1卷第4

期，介绍了孙定国在北京市委干训班给工人讲授历史唯

物主义的教学方法。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1. 完善播音系统与收听系统，建设广播信息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广播电台事业

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四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了要发展人民群众的广播事业，建

立一套遍布全国，辐射乡村、工矿的播音系统和收听系

统，通过广播电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送到千

家万户。

在播音系统建设上，中央投入大笔资金，优化机构

设置，改善播音设备，扩大播音范围，建成以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为主体，地方广播电台联动的全国宣传网。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中南等

地也陆续建立人民广播电台。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

体、各级地方行政广播电台为支柱的播音网络初具规

模。到1950年底，全国广播电台的数量达到65座，1952

年发展到70座，发射功率达到181.05千瓦，到1956年总

发射功率达到760千瓦。

在收听系统建设上，1950年4月14日，新闻总署颁布

《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1951年9月，新闻总

署联合中华全国工会发文《关于在全国工厂矿山企业中

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1955年3月29日，国务院颁

发《关于在农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合作社重点建设收

音站的指示》和《关于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

音站的通知》等等。1951年4月，全国有2155处收音站，

11194名收音员，12859个收音小组。到1955年，“已建

立了将近25000多个收音站和800多个中小城镇和农村的

广播站，培养了5000多个受过初步训练的工作人员和约

10000个收音员。全国现在已有40多万公里的电话线路可

以利用”。[11]到“1956年初全国已有县、区、乡收音站

1.1万个，农、林、渔、牧业合作社收音站1.7万个，边

远少数民族地区收音站1500个，人民解放军收音站2万

多个”。[12]

2. 利用广播电台举办知识讲座，宣传科学的思

想理论，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利用广播电台，邀请国内的

知名专家学者，开办知识讲座。从1950年4月10日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社会科学知识讲座，重点讲解

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艾思奇讲座后的第二天，

《人民日报》刊发《艾思奇播讲社会发展史》的报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会发展史讲座已于昨（十）日开

始。艾思奇昨晚播讲第一讲‘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和

方法’。首都各机关、学校、团体收听者甚为踊跃。本

周内这一讲座的节目尚有‘劳动创造人’和‘劳动创造

世界’，均由艾思奇分别于十一日、十二日两天晚间七

时至八时播讲。”[13]艾思奇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社会发展形态、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先后讲

授23次。于光远和王惠德回答了听众关于列昂节夫著的

《政治经济学》晦涩难懂的问题。各地机关、部队、学

校、团体都组织收听讲座，许多单位学习很认真，如中

共怀来县委50多名干部，按时收听，勤做笔记、定期讨

论，并规定将收听学习情况每月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

告一次。[14]1950年10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郭大

力每周三的上午6时到7时、7时30分到8时30分、晚上7时

到8时三档时间讲播帝国主义论。此次讲座围绕列宁《帝

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阐释了“怎样学

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怎样着手去分析帝国主

义？（讲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第一

章“生产集中与垄断”）”“银行的新作用和财政资本

（讲解同上书第二章“银行及其新作用”及第三章“财

政资本与财政寡头”）”“资本输出（讲解同上书第四

章“资本输出”）”“国际卡德尔和帝国主义战争（讲

解同上书第五章“各资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及第六

章“列强分割世界”）”“列宁怎样批判机会主义者考

茨基（讲解同上书第七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

阶段”及第九章“对帝国主义的批评”）”“资本主义

的腐朽性（讲解同上书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与腐

化”）”列宁的科学预见（讲解同上书第十章“帝国主

义的历史地位”并作全讲座的简单总结）”等问题。[15]

从1955年10月31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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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晚上7时30分到8点，广播“政治经济学”的讲座。从

1955年11月16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三晚上7时

30分到8点，广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座。

同时，广播电台还及时宣传“一五计划”“总路

线”“三大改造”，积极配合社会主义建设。从1955年

7月8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关于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讲话，向听众解答“为什么要实行第一个

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工业建

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农业任务”“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商业工作

任务而奋斗”“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私营工商业改

造的任务”“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地质工作者

的任务而奋斗”“厉行节约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长

期任务”。[16]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从1953年12月到1954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各部门的领导撰写讲稿，举办

《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讲座》，详细阐释总路线的具体

内容。

另外，广播电台还结合社会实际，传播先进的思

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1951年3月21日，邀请赖若

愚宣讲贯彻婚姻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67

座人民广播电台，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普及

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现在正紧张地准备以各

种广播形式，在4月下旬进行突击，来推动抗美援朝运

动”。 [17]1951年4月26日到4月29日，开播“保卫世界和

平、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特别节目”，控诉美、日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蒋匪特务罪行。[18]为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连同天津、上

海等市的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惩治反革命的录音。

结　语

从大众传媒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无疑是一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大众传媒与不同历史语境

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历史时

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具体概况都能通过大众传媒得以

呈现和展示，大众传媒则记录下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马克

思主义的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

传播路径、传播成效的具体实景，为充分研究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提供了素材。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民日报》《学习》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可以再现当时生动具体的历史图

貌。如当时语境下中国首先选择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

发展史，然后学习政治经济学；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主

要是围绕《实践论》《矛盾论》具体展开；大众传媒积

极配合了党制定的总路线，开展了关于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宣传；同时还积极参与思想文

化的论争，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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