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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课题。《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加

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采取扩大发行范围和增加发行数量，利用“读者来信”栏目加

强与群众的互动，通过读报组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等举措，进一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突出了“源”与“流”、
“学”与“用”和“同”与“异”相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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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七年

之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乡村到城市，从局部到

全中国的大众化。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

报》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举措和历史经验进行梳理，以

期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所启示。

一、《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开展了

“共产党员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知识分

子进行思想改造，对广大农民、工人进行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等活动。这些教育

活动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引导广大民众掌握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人民日报》结合当

时党的中心工作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 一) 连载政治经济学教程，传播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内容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面临

着缺少合适教材的现实问题。于是，马列学院教

授、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为了满足广大党员干部

和群众的学习需要，编写了一本比较详细、通俗且

联系实际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课本《政治经济学教

程》。由于课本的编写和印刷需要较长的时间，且

广大民众急需学习教材，《人民日报》对《政治经济

学教程》的初稿进行连载，以便于大家学习。在正

式刊载之前，《人民日报》进行了广而告之的宣传。
如，在 1949 年 10 月 6 日第 1 版中预告如下: 马列

学院教授、经济学家王学文近著“政治经济学教程

绪论”，将于本月八日起在本报第五版连载，同时

强调指出这本政治经济学课本的特点突出体现在

内容比较详细，表达比较通俗，并且与中国实际有

着很强的联系。此后，《人民日报》从 1949 年 10
月 9 日 － 12 月 31 日，持续 62 天在报纸第 5 版分

章节连载了教程的全部内容。可以说，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报纸连载《政治经济学教程》为广大人

民群众有针对性和系统地学习政治经济学起到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
( 二) 利用纪念日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利用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诞辰或逝世纪念日以及

经典著作发表若干周年纪念日，来传播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有关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回顾经典作家的生平帮助读者了解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况。如，《努力钻研马克思列

宁主义———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三十六周年》《学



习列宁著作〈卡尔·马克思〉》《列宁———不朽的

领袖、导师和朋友，为纪念列宁逝世二十六周年而

作》等文章，帮助读者从宏观层面认识马克思列宁

主义; 二是在中心工作的推进中加强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的运用。如，《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

主义的斗争中学习伟大列宁的遗训———纪念列宁

逝世二十八周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们

的国家建设工作———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

周年》《恩格斯论工农联盟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

题———纪念恩格斯逝世五十八周年》等文章，帮助

广大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开展相关工作的理论根

基和源流所在; 三是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如，《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加强与实践结合的理论学习》《马克思的工作方

法》《学习恩格斯的伟大哲学著作》《列宁论哲学

工作者的战斗纲领———读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

义底意义”》等文章，帮助广大民众树立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 三) 开辟栏目进行学术讨论和问答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通过开辟“学习

生活”、“人民园地”、“学习问答”及“经济”等专

栏，就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进行问题解

答。一是在“学生生活”专栏开展了“关于社会发

展的动力是什么?”和“社会发展历史观点问题”两

次讨论。由于当时不同群体对学习的把握能力和

理解能力各不相同，通过讨论之后，广大民众加深

了对社会发展史的深入认识和深刻理解，营造了

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讨论氛围。二是利用“人民园

地”、“学习问答”和“经济”专栏公开回答民众在

学习政治经济学中遇到的问题，不仅进一步扩大

了政治经济学传播的广度，而且也使读者对政治

经济学进行了深入思考。如，《人民日报》刊载《关

于政治经济学教学问题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就介

绍了作者进行自我批评的心理历程，很有教育和

启示意义。该作者曾写《政治经济学上的第五纵

队和左倾幼稚病》一文，写作之初虽然感觉文中有

两个名词不妥当，但是没有认真考究，现在为了面

见真理，还是觉得应当对此重新解释一遍，以明个

人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明确的态度。［1］

( 四) 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出版情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外源性理论，要想在

中国传播、发展和运动，其前提是必须要实现经典

文本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欧洲语言”
转换成“中国语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

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编译和

传播。据统计，从 1953 年 10 月到 1956 年底，中共

中央编译局先后翻译了《斯大林全集》《列宁全

集》，出版《斯大林全集》中译本 12 卷、《列宁全

集》中译本 29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和《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在这一时

期对马克思经典文集选集以及经典作家的单篇著

作的编译、出版和发行情况及时进行宣传，以满足

广大民众的学习渴望。一方面是加强对马克思主

义经典全集选集的宣传介绍。为了达到宣传预告

的最佳效果，《人民日报》常常将选集的出版消息

预告及其主要内容介绍一同发布，并且还经常配

发理论学者对全集选集的学习导引。如，《人民日

报》对《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2、3、8、9、10、11、
12 卷主要内容的出版消息及时进行了预告，还先

后刊登胡绳和孙定国关于介绍和宣传斯大林全集

第 1 卷和第 2 卷内容的文章。此外，《人民日报》
还及时转载《真理报》有关文章，传播介绍俄文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主要内容。另一个方面

是《人民日报》通过公布单行本的发布情况、单行

本在民众中的需求状况、刊发部分单行本的主要

介绍等方式，及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

单行本的出版发行等情况。如，1956 年针对列宁

《哲学笔记》中译本的出版，《人民日报》先后刊登

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学习“哲学笔记”的一

本参考书———介绍“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等

文章，既介绍了《哲学笔记》的主要内容，也介绍了

如何学习好《哲学笔记》。
( 五) 与其他媒介联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做好在更

大范围以及更深层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宣传普及工作，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广大民

众传播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借助学术刊物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人民日报》
在这一时期，凭借着广泛的宣传网络，对广播电台

节目进行预告，对杂志刊物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

原理相关内容进行宣传介绍，很好地推动广大民

众和相关人员及时有效地利用不同媒介进行学

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对广播电台

开播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讲座的宣传推动，

《人民日报》及时预告讲座消息，刊载广大群众收

听讲座的效果并与广播加强联动，从而使广播能

够根据群众需求来及时调整播报进度，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如，根据各地与中央广播电台建立联

系的情况以及根据听众反馈的意见，中央广播电

台于 1950 年 5 月决定延缓播讲进度和增加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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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播讲的频次。另一个方面是选择《学习》《新

建设》《中国青年》等刊物中比较典型的文章在报

纸上进行公开发表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引导和讨

论。如，《人民日报》在《学习》杂志创刊的第二天

转载了其创刊号上发表的《艾思奇论学习马列主

义的初步方法》一文，介绍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

以及初学时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再如，针对

青年中存在的超阶级观点，《人民日报》介绍了《中

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超阶级”思想为什么不

对?》《为什么要工人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为

什么有“超阶级”思想?》《我克服了“超阶级”观

点》《谈知识与知识分子的阶级性》《到底是不是

上帝创造世界?》等文章内容，帮助和引导广大青

年树立正确观点。

二、《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和全国

范围内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教育活动，宣传毛泽东

思想，介绍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用以指导实际工作和推进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

业。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如

下三个方面:

( 一) 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方法论，其重要精神

主要体现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之中。为了推

动党员干部和广大民众认真学习和运用好《实践

论》和《矛盾论》，掌握这一开展工作的思想武器，

《人民日报》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全文刊发《实

践论》《矛盾论》，并刊发社论来号召学习。《人民

日报》在刊发《实践论》《矛盾论》的同时还加注毛

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说明，强调指出: “毛泽东

同志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

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2］ 之

后，《人民日报》编发社论着重介绍了《实践论》的

创造背景、主要观点和学习《实践论》的重大意义，

号召大家积极学习。二是宣传对《实践论》和《矛

盾论》的通俗化解读。为了深入推进对“两论”的

理解，《人民日报》选登了李达、艾思奇、陈伯达、胡
绳等理论学者对“两论”的解读文章，着重宣传毛

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对帮助党员干

部和知识分子的深入学习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如，1951 年 2 月，李达的《“实践论”———毛泽东思

想的哲学基础》一文，从四个方面对《实践论》进行

详细解读，强调应当把《实践论》作为一个革命行

动的指针来学习。毛泽东对李达关于《实践论》的

通俗化解读非常满意。他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

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

青年 学 生 的 迫 切 需 要，希 望 你 多 多 写 些 文

章。”［3］( P． 375) 1952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介绍了

胡绳撰写的题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和

革命性———学习〈矛盾论〉笔记》一文，该文指出学

习《矛盾论》必须把握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个是

阶级性，另一个是它的实践性。三是宣传《实践

论》和《矛盾论》对推动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学

习理论的目的就在于运用。《人民日报》积极宣传

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运用理论之后的感想与收获

体会。如，1951 年 2 月 16 日，《“实践论”开辟了

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的社论指出:《实践论》
是我们宣传唯物论的伟大旗帜，只要我们真正能

够领略它的深刻思想并认真地转化为学术的实

践，中国学术界将出现伟大的成果是完全可以预

料的。［4］又如，1952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

表赖若愚的文章，介绍《矛盾论》不仅是一篇博大

精深的哲学著作，在推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理

论指导实践方面更有着巨大作用。再如，1951 年

2 月 16 日，党内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的《由“实践

论”说到经济工作》一文，从毛泽东经济思想入手，

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经济思想有它的哲学理论基

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强调我们只要

努力学习，深入钻研，运用其观点与方法到工作中

去，将会极大提高工作效率。此外，《人民日报》还

介绍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国外的传播和被关

注的有关情况以及国内各阶层的学习情况。
( 二) 宣传《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相关著作

在《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前，学习毛泽东思想

就是学习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人民

日报》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利用纪念建党 30
周年的契机集中宣传毛泽东著作。1951 年 6 月

28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陈伯达的文章《毛泽东

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文章强调学

习毛泽东思想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

日，《人民日报》在第 5 版上还介绍了毛泽东选集

出版委员会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通知。之后，

《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在不同时期的

著作，以便学习。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积极刊

发了理论学者介绍毛泽东著作内容的文章以及各

地干部、知识分子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收获等情况，

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引向深入。如，195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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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李达在《读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六年至

一九二九年的四篇著作》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工人

阶级领导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建立工农联

盟理论、武装革命只有先在农村建立工农政权和

革命根据地然后夺取反革命所占据的都市以及统

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革命中 战 胜 敌 人 的 三 个 法 宝 等 理 论 的 形 成 过

程。［5］1951 年 9 月 10 日，柳青的《毛泽东思想教导

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
一文，详细介绍了该文对其带来的启示和开展艺

术创作的帮助等等。二是利用相关著作发表纪念

日的时机来宣传毛泽东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策略

思想。如，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陈漫远提出，贯

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

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

前利益结合起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只有充

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切实做好; 必须反对

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发扬实事求是

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正值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之时，《人民日报》通过刊发社论和宣传报道

相结合，非常好地推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

和普及。郭沫若指出: “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把

书本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移到群众中去，学习工

农兵，熟悉工农兵，从而表现工农兵、鼓舞工农兵、
教育工农兵，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

成部分。”［6］三是宣传《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信息以

及民众需求和各地开展学习部署的情况。从 1951
年 10 月到 1953 年 2 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二卷、第三卷陆续完成出版，这不仅是全党全国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受到了广大党员干

部和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人民日

报》从三个方面做了工作: 一个方面是对《毛泽东

选集》各卷的出版发行信息进行了及时预告并简

要介绍主要内容，以便学习和选购。第二个方面

是及时报道各界民众对《毛泽东选集》的欢迎。
如，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英雄赵占魁说: “中国工

人必须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领导全国人

民建设自己的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到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农民干部王耀东决定，每日

抽出休息时间阅读《毛泽东选集》一小时。西北大

学教务长岳劼恒说:“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首先自

己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教育祖国下一代青年成

为国家的建设人才。”［7］新疆人民出版社和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分别将《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单篇翻

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蒙文单行本。第三个

方面是报道各地部署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情况，

营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浓厚氛围。华北局、东北

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都纷纷发出指示，要求

做好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组织工作，其中有些机

关还做 了 学 习 时 间 和 学 习 形 式 上 的 具 体 规 定。
如，内蒙古各机关规定: 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选

集》时间为六个月。［8］青海党政机关规定: 高级干

部每周学习时间至少六小时，参加学习的人员在

学完每一单元后，要写学习心得或论文并组织讨

论。［9］

( 三) 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关于过渡理论在新中国的具体化应用，是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渡理论的新发展。《人民日报》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是

积极号召为实现总路线而奋斗。党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刚刚提出，《人民日报》立即发表《认真地学

习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文，介绍全国

各地学习总路线的热潮，介绍学习总路线的具体

方法，强调指出学习总路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954 年 元 旦 社 论《一 切 为 了 实 现 国 家 的 总 路

线———一九五四年元旦献辞》明确提出，要把对总

路线的贯彻融入到国民经济发展之中，一方面要

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另一方面努力对

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发表《民政工作应积极为

国家总路线服务》《中学教育工作要积极为过渡时

期总路线服务》《贯彻总路线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

导的原则》《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根本保证》等社论和文章，号召为实现总路线而

奋斗。
同时，推进对农民、工人和干部的学习教育。

《人民日报》围绕着“为什么要开展总路线教育、怎
样开展总路线教育和需要接受哪些内容的教育”
等问题，编发社论和刊载文章，澄清和统一大家的

思想认识，提高农民、工人和干部学习宣传贯彻总

路线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如，《人民日报》从 1953
年 11 月 26 日起陆续发表“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等

一大批文章作为向农民干部和农民开展教育的重

要资料。《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总路线》的社论提

出要面向工人群众把个人和国家、眼前与长远、日
常劳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道理讲清楚，把工人阶

01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1 期



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的重要性讲清楚。《进一步

学好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社论，肯定了各地

干部在学习总路线过程中的成效，指出还存在的

问题，强调要进一步有系统地钻研总路线的内容，

并用总路线作为方针来检查和改进自己的工作。

三、《人民日报》不断增进与群众的紧密联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利用自身作为

党中央机关报的重要平台，通过多种举措，增进了

与群众间的联系。
( 一) 扩大发行范围和增加发行数量，满足群

众需求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人民日报》社积

极进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增加发行量和扩

大发行覆盖范围。一是实行了采编合一和编委会

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

等内容重新划分了工作部( 组) ; 二是在大城市先

后建立了私人代销处、办事处或营业处以及发行

站; 三是与邮电部邮电总局签订了“邮发合一”，全

国邮电局 ( 所) 全部开展了《人民日报》的订阅。
报纸的发行量从 1950 年底到 1956 年底翻了近 5
番，总量达到 90 余万份; 四是针对有民众反映经

常不能及时看到《人民日报》的问题，积极协调邮

政部门解决报纸发行速度的问题。如，1952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与北京邮电局签订“关于报

纸出版、发行时间联系合同”规定: 《人民日报》每

天 5 点半前开印，开印后的第一小时交邮局报纸 6
万份，以后每小时交 8 万份。邮局保证: 城内读者

在上午 9 点前全部看到报纸，郊区读者在中午 12
点看到报纸。1954 年为了使外埠各省、市广大民

众更快地看到报纸，发行处还先后用飞机空运纸

型，在沈阳、上海、重庆、广州、哈尔滨、长春、济南、
南京、西安、成都、昆明、乌鲁木齐、南昌、杭州、南

宁、武汉、拉萨、长沙、海口、福州、贵阳、兰州等地

印航空版或传真版。这就大大缩短了读者看到

《人民日报》的时间。凡有航空版或传真版的城

市，市内当天上午，市郊当天下午，就能看到报纸，

省辖市、县的报纸第二天、第三天，边远地方四五

天也就能看到报纸了。［10］( P． 369)

( 二) 利用“读者来信”栏目，增强与群众互动

《人民日报》在 1951 年 1 月将《人民园地》组

改为《读者来信》组，专门负责处理读者来信来访，

将来信专栏升格为专版，并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

整栏目名称和增设栏目，加强与读者的广泛互动。
据《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林晰回忆: 处理读者来信

是党报与群众加强联系最直接的重要环节。在这

里充满了群众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正是党报无穷

无尽的信息源泉。读者用写信或来访的方式，及

时地向党报反映情况，对于改进和监督国家工作

是有重大作用的。来自劳动人民的书信，有些字

迹歪歪扭扭，甚至连句子也写不清楚，也许是反映

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正是这些表现着社会利益

的小事情，汇集到编辑部来，积成了一些影响国计

民生的重大问题。我们运用各种方式争取公开见

报，使党报和人民群众的距离缩短了。我们的记

者、编辑善于依靠这些信息来源，使报道工作不断

丰富，引导更多的群众去关心和进入“四化”建设

中去。［11］( P． 352 － 354) 与此同时，为贯彻落实《关于在

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人民

日报》先后公开发表的批评性的报道或文章近

6000 条。这些批评意见突出体现了群众对报纸的

信任、群众对新中国建设的热情、群众对中国共产

党以及对新社会的热切期盼。
( 三) 建立读报组，夯实群众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还积极借助读

报组的形式，让更广范围的工农群众及时了解党

和国家的各项主张和政策等。仅就读报组的数量

和范围而言，在当时都是相当可观的。据统计，

1951 年 8 月，全国共建立了读报组 6 万多个，参加

读报组的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市民等达 68. 38
万人。陕西、绥远两省村村几乎都建立了读报组。
宁夏中卫县二区四乡 80% 的成年人都参加了读

报，平均每 10 家就有一份报纸，已做到“村村有

报，家家读报”。在云南、西康、青海等边疆地区，

也普遍建立了读报组。［12］为了进一步指导各地成

立读报组，《人民日报》还开辟《读报组反映》、《读

报组活动》等栏目及时传播读报组建设的有益经

验。如，察哈尔省阳高县三区南沙岭读报小组就

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该村原来就订一份报纸，但

是很少有人去看它。后来村里有个文化较高的阎

进文，他有时就拿着报纸在街头上看。有一天村

里的人见他看报，有的人就要求他读给大家听。
大家很感兴趣。从此以后，就经常有许多人自动

的集合在一起，在上午歇晌时间听阎进文给他们

读报。当时村里中共支部看到群众这种听报的要

求，马上便召开了村支委会，讨论决定组织读报小

组的问题，并在党、团员会上做了思想动员，首先

号召党员要积极参加读报小组，以带动群众参加

听报。［13］建立读报组的一个重要成效就是使报纸

开始深入到工农群众之中。群众称报纸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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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钥匙”、“百宝箱”、“千里眼”。如，鞍钢重机厂

第八分场工人说，以前该厂“虽然每月订了很多

报，但发到车间里也不及时，工人不爱看陈报，就

这里那里的乱丢一气”。建立了读报组之后，这种

现象就没有了。山东盐山县流谭区南流舍村干部

收到报纸放在家里，老婆用来剪了鞋样子，经农民

提出意见之后成立村的读报组。通过这种有组织

的群众读报工作，自然就制止了那种报纸只在干

部中打圈圈的现象。［14］江西省南昌县胡安乡胡坊

村的读报组在读报后，选择重要新闻写在村的黑

板报上，并规定组内每人都要向群众做口头宣传。
石家庄市三区三街的程爱民在晚上领导大家读

报，白天又把全街 50 多位老太太组成一个宣传大

队，进行宣传。［15］

四、《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

代启示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体现出了

鲜明特点，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

进有着积极的启示。
( 一) 突出“源”与“流”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

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过程”。［16］( P． 149) 但

具体到中国场域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

指向，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源”，是

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著作和论述等，也包括理论界和学术界

一直以来对此进行研究所形成的新的共识。从这

个角度来看，大众化就是这些原理以及对此的新

研究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宣传普及。另一个

方面就是“流”，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

果以及在其指导下形成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众化就是对其的宣传普及，尤

其是最新理论成果以及在其指导下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的宣传普及。这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

系: 首先，在中国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不会出现，当然更不能形成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同样，若没有在不同

时代都能发挥指引作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就会无的放矢。其

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大众化，有

助于进一步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理

论渊源，帮助人民群众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重要价值，而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是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

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展现。最后，二者统

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实践探

索之中。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内容会有

所不同。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宣传的重点就是毛泽东思想以及在其指导下形

成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于是，在这一时期《人民

日报》宣传内容的选取既有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内容，但更多的是毛泽东思想、党在过渡时

期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以及党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实现了“源”与“流”相结合，引导群众不

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 二) 突出“学”与“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体系，必须

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一方

面是通过理论来指导实践，另一个方面是通过实

践来检验理论和丰富发展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刚刚

执掌政权便在全国范围内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党员干部、知识

分子、工人、农民等广大民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为了指导报

纸做好理论宣传与指导实践相结合的工作，指出:

报纸的理论宣传首先是联系实际的问题; 其次是

干部教育中的联系实际问题，报纸要把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宣传同干部的教育工作密切结合起

来。《人民日报》在 1951 年就成立了理论教育组

( 后来陆续改名为理论宣传与书评部、学术文化部

等名称) ，结合根据地办报经验和学习苏联报刊经

验，筹划推进理论宣传工作。时任总编辑的邓拓

兼任理论部部长，亲自领导理论宣传工作，他十分

强调与实践结合。他说:“理论部的编辑要定期到

下面去跑跑，接触生活，看看社会是什么样子，多

交一些朋友，了解理论界的动态，能做点社会调查

当然更好。这样才能开拓眼界，活跃思想，扩大稿

源，就是对个人的学习和提高也很有益处。这是

理论部的编辑联系实际的一个途径和方法。你们

要防止思想僵化，绝不能老坐在办公室和书斋里，

光同 稿 子、书 本 打 交 道，从 抽 象 的 概 念 到 概

念。”［17］( P． 37)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充分体现了

“学”与“用”相结合，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任务积

极推进理论宣传并与指导实践相联系，在国民经

济恢复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刊发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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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既宣传理论又报道在

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实践活动，形成了理论指导实

践，实践检验理论的正向反馈机制。如，每逢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诞辰，发表社论或纪念

文章，发表专稿，介绍陆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并对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加以论述; 配合干部

的理论学习，对一些著名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加

以介绍; 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对党的重大方针政

策加以解释和论证。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发

表了许多文章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及

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以论述和介绍; 开展一些

学术讨论和批判，［18］( P． 290) 这些都取得了明显效

果: 一方面帮助民众学习理论，引导民众领会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指导意义;

另一方面通过挖掘、宣传和报道广大民众中发生

的典型事件，帮助民众分析并找出事件背后蕴藏

的深层次原因和规律性的内容，从而帮助民众认

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

伟大; 第三方面通过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既

检验了理论的正确与否，也在实践中为丰富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积累了鲜活经验。
( 三) 突出“同”与“异”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就是实现理论能够

由少数人掌握到为多数人掌握，能够被人民群众

所理解、接受、认同和运用。《人民日报》在推进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突出了“同”与“异”相

结合，“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效果之中，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能够由少数人掌握到为多数人理解、接

受、认同和运用，在思想上接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毛泽东思想并成为内在的行动指南; 二是在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能够积极回应和关

切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宣传内容坚持与群众的

切身利益相结合，不断增强报纸对群众的吸引力

和影响力。如，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

反”、“五反”、整党整风等民主运动和抗美援朝爱

国主义教育等载体，帮助和引导人民群众通过新

旧社会的对比，正确认识到贫穷和落后的根源是

由于旧社会的制度造成的，让人民群众明白，只有

新社会才能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异”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体现在不同群体接受教育后

所表现出的具体形式不同，因为不同群体受教育

的层次和对理论的接受理解程度不同; 二是在推

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针对党员干部、知
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等不同群体，结合党在不同时

期的中心任务，针对新老解放区、农村和城市等不

同的领域，以及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

社会建设等领域，具体举措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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