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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

创办的一个半公开性理论刊物，至1921年停刊，前后共

出版了7期（目前所看到的只有1至6期）。16开本，每期

50页左右，不标明编辑、印刷、发行地址，但每期都在《新

青年》上刊出广告启事和要目，假称在广州发售，实际上

编辑部就设在上海法租界辅德里 625号，即主编李达的

住所中。《共产党》月刊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五千多份。

《共产党》月刊的作者多为上海发起组成员，如陈独

秀(TS)、沈雁冰(P·Y)、李达（江春、胡炎）等，全用化名写

作。创刊号刊发的陈独秀执笔的《短言》，表达了上海发

起组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心思想。他指出，中

国劳动者无论在国外还是本土，都是资本家的奴隶，“要

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

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

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这个新方法，就是“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

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

《共产党》月刊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宣传有

关共产党建设的知识，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情况、文献资料，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

著作。二是论述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的纲领策略，论证

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主张无产阶级联

合起来，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手

段夺取政权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批驳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三是向工农兵

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军阀政府反动统治的年代，《共产党》月刊旗帜鲜

明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对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起

到了宣传、组织和推动作用。由于该刊是适应建党需要

的产物，所以它一出刊，就受到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热烈

欢迎，当时曾被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列为必读材料，在大批

革命者中间广为流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个刊物。

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共产主义者学习《共产党》的同时，还

把其中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章推荐

到长沙《大公报》发表。1921年，毛泽东给在法国勤工俭

学的蔡和森写信谈到建党问题时，曾热情赞扬“上海的

《共产党》杂志，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 韦磊 据《北京日报》

《新中华报》改版以后，“政治责任更加严

重了”，表现在“代表中共中央政策主张等社论

专论之增多，将表现在国内国外重要新闻的增

加，将表现在对全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业绩更广

泛的表扬，将表现在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领

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抗战经验更有系统的介绍，

将表现在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教育各方面生活更有系统的反映”。

1939年2月至1941年5月，《新中华报》

除延续前期的办报风格外，报道内容逐步增

多，社论、代论、专论、短评、时评、专载、转

载、特载、通讯、特写、专访、三日国际、三日

战况、国际简报、国内要闻、边区消息、边区

生活、党内批评、批评与建议、读者信箱等栏

目诸多，其他如选举运动、宪政运动、生产运

动、救国公粮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新文字

运动、学习运动、守时运动、防疫运动等特色

栏目，皆见诸报端，栏目设置相对固定。

《新中华报》的中缝，内容丰富。物价变

动、卫生科普、代购代邮、寻人访问、失物招领、

离婚声明、鸣谢启事、遗失声明等均时常刊

发。此外，售书售物、餐饮住宿、储蓄收购、金

融借贷等广告也可在中缝找到踪影。这不仅

便利了边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使该报具有较

强的吸引力，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另外，

《新中华报》每个版面的两侧皆刊有标语口号，

以呼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开展的中心工

作。为推广新文字运动，该报的报头既有汉字

书写的“新中华报”，也写有新文字“Sin

ZhungXua Bao”，表明该报对新文字身体力

行，也吸引了新文字学习者对报纸的关注。

毛泽东评价《新中华报》为“全国报纸中最

好的一个”。《新中华报》的“好”不仅体现在内容

上紧随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表现在

形式上的灵活性、多样性、大众性，更体现在读

者群体的广泛性、报纸与读者联系的密切性。

《新中华报》大量刊登中共中央和边区政

府的文件、规定、指示、条例、纲领、党政军领

导人的文章著述，刊发新闻评论，创办各类

副刊、开设多种栏目，报道典型事例，并综合

运用歌曲歌谣、诗歌诗词、标语口号、漫画木

刻画、戏剧话剧、谜语秧歌等大众化的形式

传播并解读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的各项政

策，版面设置多样且趣味性、可读性较强，数

量颇多的“声明”“探访”等，又为该报增加了

浓厚的人情味，新闻报道简单直白，贴近群

众生活，符合边区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因

而，读者覆盖广泛，党政军民学皆以阅读该

报作为日常工作生活的一种习惯，说明读者

对该报的关注度较高。

《共产党》月刊：党领导下的第一份理论刊物

《新中华报》：“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刊号延续《红色中华》，

为第325期，五日一刊，承担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的职责，至1938年12月

25日，共出版146期。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进行改版并以“刷新第1号”复刊，由五日刊

改为三日刊，四开四版，使用“中华民国”纪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

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至1941年5月15日，共

出230号。次日，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 ■ 林绪武 据《人民政协报》

《新中华报》先后由中共中央党

报委员会、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管

理，用纸是延安振华造纸厂生产的马

兰纸，印刷所用油墨来自延安石油厂

油矿的废渣油燃烧提取出的烟灰，并

由中央印刷厂承印，最高生产量“每

月约排一百九十万字，到一九四一年

秋，已提高到每月排三百万字，印张

三百二十令”。发行工作先后由陕甘

宁边区政府收发科、光华书店、新华

书店负责，发行范围覆盖陕甘宁边区

23个县与各敌后根据地以及部分国

统区、敌伪区，在海外一些地区也能

看到《新中华报》的身影。

《新中华报》的编辑部最初设在

延安南门外西山上的三孔窑洞里，

1939年改版后的几期时间内，该报的

编辑是在清凉山上一孔大石窟内完

成。随后，编辑部迁至杨家岭，1941

年5月，再次迁回清凉山。初始时，编

辑只有向仲华一人，既是《新中华报》

社社长，也是该报编辑，“还要自己校

对，早先还得兼管发行名单……遇到

警报，他把稿子往皮包里一放，爬上山

头躲警报，坐在地上编稿子”，至1937

年9月，该报改为铅印时才调来一个助

手——左漠野，初期的《新中华报》便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编辑出版，成为

传播国内外重要消息的号角。

之后，编辑人员增至四五人，有

向仲华、秦芙、柳风、柳毅、辛平，后陆

续又从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干部

训练班、陕北公学等处调进10多名

工作人员，充实了该报的编采力量。

艾思奇、柯仲平主编副刊，徐行白、沙

可夫、白苓、唐起、黄药眠、徐懋庸、高

敏夫等都曾为副刊写稿；中共中央和

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均在《新中华报》

上发表过题词、讲话和文章。

改版后的《新中华报》先后由李

初犁、曹若茗担任主编。郁文、王辑、

张映吾、叶澜、于敏、刘力夫、吴一摼

等为该报编写人员。主要撰稿人有

毛泽东、王明、任弼时、王稼祥、谢觉

哉、徐特立、李富春、高岗、朱德、陈伯

达、寒冰、周扬、丁玲、胡考等，荟萃了

中央领导层、延安学术界、教育界、艺

术界等多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新中华报》拥有大量的通讯员。1939

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边区通讯

网问题的通知》指出：“延安的党、政、军、民、

学各机关须由党支部指定一定数量之同志

担任《新中华报》通讯员。”同时，也有专人负

责组织边区各地工农通讯员为该报写稿，曾

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缪海棱就多次“组织延

安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各县

通讯员为《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写稿、改稿和

回信；定期召开通讯员小组座谈会，谈当前

报纸宣传报道要求和写作的基本知识”。

1940年6月，《新中华报》参加了边区新闻业

务刊物《通讯》的编委会，进一步提升了该报

通讯员的思想修养和采访写作水平，增强了

《新中华报》新闻报道的规范性和思想性。

《新中华报》改版之前,版面多有变化，

初期为两版或三版，1937年11月4日后，定

型为四版，逢纪念日还会有增版。第一版有

大量针对国内、国际、边区热点事件的“社

论”“短评”，以及“国际新闻”“抗日消息”“前

线抗战捷报”“要闻简报”“战局一览”“五日

国际”“五日时事鲜剖”，主要内容有反映日

军侵华和日本国内动态，介绍抗日战争战

况，报道国共两党军队抗战战绩，分析国际

政治、战争形势。

第二版载有“日本政潮”“最后消息”“战

地速写”“战地通讯”“老实话”“五日延安”

“边区短讯”“小评”“来件”等栏目，该版内容

较杂，分类不定，有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也

有对边区民众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反映。

第三版为边区内部消息，有“陕甘消息”

“特载”“老实话”“边区短讯”“延安短讯”“读者

来信”等栏目，重点突出边区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教育发展状态，展现边区各项建设成果。

第四版为副刊，先后开辟有“青年呼声”

“教育”“工人之路”“特区工人”“特区文艺”

“边区文艺”“边区文化”“国防教育”“动员”

“经济建设”栏目，“青年呼声”则最具特色，

每期的报头字体均不一样，吸引了青年儿童

的关注。

《新中华报》的报道特色

“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在艰苦环境中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