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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社会动员框架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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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扫盲运动兼具现实需要和政治目的。 为了有效动员人民群众

参与扫盲，中国共产党通过框架整合，将“人民”“翻身”“卫国”“改命”四种框架架构进扫盲运动社会动员的话语

体系，触发了大规模的学习热潮，使得新中国扫盲教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人民日报》扫盲运动社会动员框架

是根据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立足于人民主体性原则的中国本土化新闻宣传实践产物，其中所体现的“沟通”和“教
化”精神，为新时代媒体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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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 ５. ５ 亿的人口中，文
盲占比达 ８０％以上，广大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

９５％以上。［１］（Ｐ１）为了扫除新生政权文化建设方面

的阻碍，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

动。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

的开幕词中这样表述：“工农教育在目前的基本

任务是‘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文盲。’”并指

出，“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是
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２］（Ｐ５８） 可

见，通过扫盲运动提升全员的文化水平，增强国

力，服务新生政权的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

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扫盲工作，是这一时期

扫盲运动的现实需要和政治目的。
对扫盲运动的既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史

和社会史两个领域。 教育史方向侧重于对扫盲

运动过程的客观梳理。 马云系统描述了我国农

村扫盲运动的开展情况，［３］ 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扫盲运动的教材进行过分门别类的整

理。［４］杨方聚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女性

的受教育情况，对苏北农村妇女的扫盲情况予以

陈述。［５］社会史方向则着重强调扫盲运动的政治

意义。 满永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角度，分析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扫盲文献如何构建

社会认同。［６］张建晓以“文字下乡”为切入点，探
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农村开展扫盲运动

带来的社会效应。［７］ 范兴旺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

的十年里，三次扫盲运动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意

义。［８］对于社会运动的考察，目前学者多从宏观

角度注意到宣传、动员、理论准备等因素起着关

键的作用。［９］（Ｐ２１０）但是，却鲜有关注社会运动的动

员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微观动员过程。 本文基于

框架分析的研究视角，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人民日报》相关报道文本为考察对象，洞悉了

中国共产党在推行扫盲运动时的动员策略，是如

何最大规模地调动起全民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并
将攸关治国安邦的政治诉求，转换成人民易于理

解、可以接受的集体行动逻辑的。

一、框架分析：
观察扫盲运动的一个切口

　 　 框架分析是由戈夫曼提出的一个微观社会

学观念。 其中框架是指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

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能够让他的使用者定

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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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１０］（Ｐ２１）斯诺和他的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框架

整合，用于社会运动微观动员过程的分析。 它是

指把若干具有相近意识形态、价值或目标的组织

通过运动策略和目标改造联合起来的过程。 也

可以理解为，通过运动策略和目标的转换把社会

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价值和目标与动员对象的

切身利益及情感联系起来的过程。［９］（Ｐ２１１） 媒介研

究领域将分析媒介文本作为框架研究的核心内

容。［１１］（Ｐ５５ ～ ５６）通过对媒介话语框架的分析，可以

解释社会动员者如何通过建构话语来动员有着

相似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参与者。［１２］（Ｐ６８）

《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生动而全面地

记录下了中国共产党推行扫盲运动时的社会图

景。 新闻框架和事实逻辑的对应性提供了新闻

活动正确反映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和基础。［１３］（Ｐ９１）

话语实践的过程都是社会性的，都需要关联到话

语从中得以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１４］（Ｐ６６）

基于此，要想深入理解扫盲运动社会动员策略，
必须结合历史语境予以观照。

二、兼具识字教育和政治动员的
框架整合过程

　 　 要想在经历几千年封建文化专制统治的新

中国开展识字教育，不仅要面对很多旧观念、旧
风俗的顽固抵抗，还要克服老百姓畏难的厌学情

绪。 在那个文化水平低下、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

数人口体量的时代，为了最大规模地调动起全社

会的学习热情，必须整合出一套老百姓可以理

解、易于接受，并且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而

服务的社会动员话语体系。
框架分析是进行话语解读的常用方法，甘姆

森的“诠释包裹”理论认为，框架是一组议题单元

的中心组织思想，它是话语包的核心，能够赋予

事件意义，暗示议题的关键。［１５］（Ｐ３） 基于此理论，
笔者试图发现隐藏在《人民日报》扫盲运动报道

文本中的动员密码。
据《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 记载，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年代，新中国的扫盲教育形成了三次高

潮。［１６］（Ｐ２２）本文以第一次高潮历程为时间脉络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了

尽可能准确地界定《人民日报》中有关扫盲运动

的报道文本，笔者以“扫盲”“人民教育” “识字教

育”“扫盲教材”“识字教材”“冬学”作为关键词，
在人民日报数据库分别对此时间区间内的新闻

主体内容进行检索，由 Ｐｙｔｈｏｎ 采集数据剔除重复

后，获得文本 ７１５ 篇。 同时，由于读报组和黑板

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基层信息传播渠道

和教育阵地，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将扫盲运动与其

结合，笔者继续以“读报组 ａｎｄ 识字”“读报组 ａｎｄ
扫盲”“黑板报 ａｎｄ 识字”“黑板报 ａｎｄ 扫盲”作为

关键词分别对新闻主体内容进行检索，进行剔重

处理后，与前一次结果相加，共获得和扫盲运动

相关的报道文本 ８４７ 篇。
笔者对 ８４７ 篇《人民日报》扫盲运动的报道

文本进行梳理和编码，与另一位编码员进行编码

协商后，经分析研判得出动员框架如下：
表 １　

动员框架 操作定义 编码规则 总数 百分比

人民框架

以“人民教育”学说理念为根基，扩大学

校招生范围，尽可能最大规模地动员人

民参加识字教育，体现人民性原则。

出现“人民教育” “教育普及” “学校扩

大招生范围”等体现新中国将全民特别

是工农及其子女纳入教育对象的词句。
２３１ ２７. ２７％

翻身框架

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的反帝

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为根基，扫盲的同

时，肃清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号召人

民通过学习文化知识翻身做主人。

出现“翻身” “诉苦” “地主” “资本家”
“剥削”等体现旧社会底层人民由于没

有文化，遭受不公待遇的词句。
２２８ ２６. ９２％

卫国框架
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为根基，
一切扫盲教育围绕抗美援朝运动展开。

出现“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美帝”
“杜鲁门”等体现爱国情怀或者仇视侵

略者的词句。
２７９ ３２. ９４％

改命框架

以推进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为根基，强
调扫盲教育对推进妇女进步和社会进

步的重要意义，倡导知识改变命运。

出现“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 “妇女解

放”“妇女劳动”“妇女教育”“妇女识字”
等体现妇女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词句。

１０７ １２. ６３％

其他 ２ 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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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采用了 Ｋｒｉｐｐｅｎｄｏｒｆｆ'ｓ Ａｌｐｄａ（α）进行

编码员间信度测试，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所有

框架类型的系数均大于 . ６６７，说明编码员间的一

致性较高，符合标准。
表 ２　

框架类型 Ｋｒｉｐｐｅｎｄｏｒｆｆ'ｓ Ａｌｐｄａ（α）

人民框架 ． ７１８

翻身框架 ． ６９４

卫国框架 ． ７５２

改命框架 ． ７９７

（一）“人民”框架 ：古为今用的全民动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教育”的理

念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中国共产党将“人民”框架

嵌入扫盲运动社会动员话语体系，使得全民教育

的覆盖面达到历史的最高潮，是一次古为今用的

全民动员。
相较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新中国

为了恢复经济和开展建设对人才的培养变得迫在

眉睫，“要把新的一代培养成为具有正确的思想意

识与革命的气质、具有文化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健康

的体魄，即德智体兼全的新社会未来的主人，新中

国优秀的儿女”。［１７］毛泽东历来推崇古为今用的治

国理念，早在抗战时期就曾明确指出：“从孔夫子

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

遗产。” ［１８］（Ｐ４９９）阐明孔子重视教育对国家和个人的

重要意义，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君民，教民

为先”，并同时认为，国家有保障政策、法令贯彻落

实的义务，如果人民有不懂的地方，还应进行宣传

教育，使他们彻底理解，才能使政策法令顺利推行，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根基。［１９］（Ｐ１７１） 毛泽

东同样关注到文化教育对政治经济的能动作用，他
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的问题时就曾指出：
“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

到阻碍……假如我们都能识字，文化高一点，那我

们就会更快地前进。” ［２０］（Ｐ１１０）在春秋之前，“学在王

官”，那时候的教育是“有类”的，只有奴隶主、贵族

及其子弟才能入学。 为了普及教育，孔子提出“有
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包含有不分阶层、不论贵贱

庶鄙而教之的意思。 而在旧中国，“工农及其子女

一向被排斥在国家教育的大门外。 这种现象一直

到新中国成立，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根本的改

变”。［２１］（Ｐ９４）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毛泽东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个

全国性教育刊物《人民教育》题词，“恢复和发展

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２２］（Ｐ１９３） 这是毛

泽东首次将新中国的教育概括为“人民教育”。
同年 ６ 月，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

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

有利于人民的”。［２３］（Ｐ６）《人民教育》的卷首语中也

对当前新教育的内容做出如下概括：“必须是彻

底民族的、科学的、真正的大众的。” ［２４］ 人民教育

工作的推进，使得“中央人民政府把发展工农教

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极其重

要的任务。 国家对于工人、农民的教育将继续日

益扩大其范围，并为他们开辟无限光辉的前

途”。［２１］（Ｐ９４）在党中央的大力号召下，教育规模持

续扩大，“学生成份中，工农子弟的比重亦显著增

加。 根据不完全统计：老区中学学生总数中贫、
雇、中农子弟占 ５１％ ，工人子弟占 ３６％ ，革命干部

子弟占 ０. ９９％ ，……并继续扩大招收工农青年及

工农子弟和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及工人业余补习

教育， 为 国 家 培 养 大 批 工 农 出 身 的 建 设 人

材”。［２５］郭沫若更是发出呼吁：“我们现在正在努

力争取，在十年之内使全国小学教育普及，使全

国不再有一个失学的儿童。” ［２６］

人民教育学说将全民纳入教育的目标对象，
彻底改变了“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

有文化” ［２７］（Ｐ３９） 的社会格局，是孔子教育思想的

人民性践行。
（二）“翻身”框架：吸纳底层劳苦大众的阶级

动员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过这样两

则春联：“劳动发家同饮翻身酒，幸福盈门齐唱解

放歌”，“庆翻身莫忘共产党，享太平感谢解放

军”。［２８］如果说“解放”描述的是饱经战乱的国家

从多年的外来侵略和内部纷争中得到自由和发

展，对当时文盲占比过高、非意识形态化的民众

而言，“翻身”形象地反映了新生政权下人民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新中国的农民被称为

翻身的农民，中国共产党将“翻身”框架整合进扫

盲运动社会动员话语体系，通过强调某些价值目

标的重要性，动员那些本就认同、亲和中国共产

党，但尚未加入扫盲运动的群体，让老百姓理解

阶级斗争，引导农民深刻认识到真正的敌人是

谁，造成苦难生活的穷根在哪。
按照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基本原则，“仅

仅自上而下地展开宣传，是十分不够的，必须发

动群众用自己的经验教育自己”。［２９］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基本沿袭了解放战争时期利用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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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进行政治教育、触发集体行动的动员经验。
在组织开展的一系列诉苦中，山西榆次六堡村通

过文化诉苦，倾吐了在长期封建压迫之下不能受

到教育而遗留至今的苦楚。［３０］有新闻以工农通讯

员、县一等劳动模范刘天有为报道对象，直接发

问“不认字能怪父母吗？”当地领导通过文化诉

苦，“指出穷人之所以不识字，没有文化，是因为

旧社会制度不合理。 用追根、查根、回忆过去放

牛、帮长工的生活，来与地主阶级‘饱食终日，无
所事事’的生活作了对比，使他了解小时候没有

读到书不能怪父母，应该怪地主阶级”。［３１］ 教师

刘绍峰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说，打消“工人们天生

就是个煤黑子，还想成龙变凤”的消极思想，并通

过组织文化诉苦，让大家都明白了：过去资本家

不让工人学文化，原来是为了便于剥削工人。［３２］

文化诉苦进一步为当时的农民建立起识字教

育和守住翻身果实之间的联系，激发出文化翻身的

热情。 山西榆次六堡村经过诉苦和经验介绍全村

青壮年 ９ ／ １０ 参加民校。［３０］工人识字学校通过诉苦

大会让工友们体会到了不识字的痛苦，并回忆起解

放前捞不着学习的贫苦生活，阶级觉悟也提高了。
此后文盲们下决心要学识字，有文化的工友们也下

决心帮助文盲学习。［３３］在刘绍峰老师的动员下，阳
泉裕公煤矿半年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组织了将

近 ５００ 名职工参加了业余学习。［３２］ 刘天有同志之

所以能够在一年内从识字到写稿，这并不是偶然的

奇迹，认清苦难过去，守护革命果实，实现文化翻

身，成为了当时无数个投身扫盲运动和新中国建设

的“刘天有”们共有的行动逻辑。
杜赞奇曾总结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基

本原因之一是它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动员群

众的革命激情。［３４］（Ｐ２３９）而诉苦是重塑普通民众国

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３５］（Ｐ１５３）“翻身”框架延续

了革命时期忆苦思甜的方法来强调扫盲运动之

于人民的利益，其本身就立足于人民群众的主体

性原则，并且与以人民为主体自下而上的社会动

员进路紧密联系，在壮大扫盲队伍的同时，厘清

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敌对势力。
（三）“卫国”框架：配合抗美援朝运动的爱国

主义动员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为

统筹国内各项建设，提出要“迅速改变一般的思

想政治教育，而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

朝为具体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３６］（Ｐ９ ～ １０） 据统

计，在抗美援朝战争全面爆发的 １９５１ 年，发动社

会运动达到 ８ 次之多。［３７］（Ｐ６１） “保家卫国”成为这

一时期全社会的共同主题。 因此，中国共产党让

一切社会工作围绕抗美援朝运动展开，“卫国”框
架成为这一时期所有社会运动的主框架，自然也

浸入了扫盲运动的社会动员话语体系。
首先，大量的教材编排了和抗美援朝相关的

内容。 北京市第四区职工业余学校，通过开展讨

论会，批判了自己过去认为抗美援朝宣传不能结

合文化学习的错误思想，十多位教员，把抗日战

争时美国给日本的军火物资、美国经济侵华的铁

证、世界各国和平签名的人数等资料都抄下来，
作为编教材的参考资料。［３８］重庆市六一○纱厂以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相关话题为内容，自己编

印了四种工人文化课本，在职工业余学校中进行

教学……工人对于这种教材和教学方法极为欢

迎，他们说：这种课本真好，我们学习了文化，又
明白了世界大事，晓得了美国不但侵略朝鲜，还
侵略中国。 因此，经常参加职工业余学校学习的

工人数目激增，从前只有 ３００ 人参加学习，现在

就有 １０００ 人了。［３９］

其次，读报组是党教育群众和联系群众的有

效工具，也是群众性宣传队伍的基本组织形式之

一。［４０］（Ｐ１）在耳濡目染下，此时的读报组既是扫盲

识字的重要阵地，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公共空

间。 在当时“把群众的兴趣逐步引导到政治上，
建设 工 作 上 去， 使 大 家 关 心 我 们 的 建 设 工

作” ［４１］（Ｐ４７、４９）是所有读报组工作开展的初衷。 以

党报宣传网《人民日报》为例，据统计，从 １９５１ 年

到 １９５３ 年底，《人民日报》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

文字平均每月就达两万字左右。［４２］（Ｐ６１） 许多地方

报纸的宣传内容和舆论导向都是以《人民日报》
为标准的，很多时候甚至直接转载上面的重要

内容。［４３］

再者，冬学工作的开展也和抗美援朝紧密关

联。 宁夏在总结冬学经验时，强调了“本年度该

省各地冬学的共同特点，是把文化学习、各种政

策学习与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结合起

来”。［４４］另一篇关于浙江杭县四维区冬学工作的

报道尤为典型，他们冬学的教育内容是根据区抗

美援朝代表会的精神编写的简单课文，教师启发

学生思考“解放以来得了哪些好处？” “解放以前

受过哪些苦头？”等问题，先教学员识字，解释意

义，接着就由乡干部或村干部根据课文联系本村

具体事实作报告，然后讨论。［４５］

最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循序渐进的运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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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引导老百姓将苦根的源头指向美帝国主义。
“土地证是血染的，过去死难的同胞不少是让美

国鬼子打死的。” ［４６］ 情感引导后最直接的改变体

现在思想上，是人民群众对“美帝”的心态由恐

美、崇美演变为仇美，反映在行动上，是更加积极

地配合国家开展各项建设。
由此可见，抗美援朝战事转入常态化阶段

后，扫盲运动尤为明显地体现着“一切实际工作

与保家卫国相结合”的取向。 文化教育带有强烈

的政治性功能，其目的是激发人民群众保家卫国

的信念，进行爱国主义动员，在完成识字教育的

同时，全力支持抗美援朝的进行。
（四）“改命”框架：重塑价值观念的妇女动员

开展妇女扫盲，最重要的便是打破社会上和

妇女本身还存在着的阻碍妇女前进的封建思想

和习俗，加强男女平等的思想教育，证明妇女和

男子同样具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生产能力。
中国共产党将“改命”框架架构进扫盲运动社会

动员的话语体系，以动员或联合那些持有顽固、
腐朽观念的妇女群体参加扫盲识字教育，以此推

翻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
带来价值观念的彻底革新。

马克思曾经说过，推动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

决条件是让“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

去”。［４７］（Ｐ１２９）在这一时段，全国妇联发布指示，组
织妇女参加春耕，并纠正了把妇女都当作半劳动

力的看法，提倡在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的过

程中，必须同时注意开展妇女教育。［４８］ 组织妇女

参加互助，提倡男女同劳同分的做法除了可以解

放生产力，更意味男女平等上升到思想认识的层

面。 在关于前途的看法上，砖壁村一个 １９ 岁的

女青年团员李娥英有了新的认识：“从前媳妇熬

成婆，就算到头了。 现在只要自己肯学习，肯劳

动，有能力，什么工作都可以干。 将来咱这农业

社会要走到工业社会，实行共产主义，咱也要走

在前头，不要落在后头。” ［４９］ 在先进思想的指引

和推动下，她们的劳动是自觉的、有理想的，因而

也是强有力的。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

的农村妇女向妇女生产模范看齐，学习她们“组
织起来”，参加生产，提高产量的经验。［５０］ 如火如

荼的劳动生产开化了民俗，激发了广大妇女的学

习热情。 一批密切结合劳动生产和妇女实际生

活的扫盲教材，让妇女在学习中接触到大量的生

产、生活知识，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形成了

“生产不忘学习，学习为了生产” ［５１］的良好态势。

另外，中国共产党从立法、普法的角度，助推

女性社会性别发生变化。 北京市第十区农民速

成识字班在总结工作经验时发现，妇女喜欢有关

婚姻问题的书，如《金宝娘》《小二黑结婚》等。［５２］

因此，民校、冬学等扫盲主战场植入了大量和婚

姻法相关的内容宣讲，各地随即涌现出不少和封

建婚姻制度积极斗争而得到婚姻自由的模范人

物以及大量的民主和睦家庭。［５３］太原织造厂的女

工李秀兰就以写信登报的形式反对她的父亲干

涉婚姻自由。［５４］１９５４ 年 ９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 ９６ 条规定了新中国的妇女享有同男子平

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和生活的各方面。［５５］（Ｐ２９）至此，新中国以根本大

法的性质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为同时期妇女

扫盲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 越来越多的

社会主义新女性肩负起家庭、教育、工作的多重

身份，并在实践的检验中完成价值重塑。
可见，扫盲运动给予了妇女群体主体性再造

的契机，“改命”框架深刻洞察到女性群体的主体

性尊严，有助于唤醒女性群体的自觉意识，成为

推动妇女思想解放的重要力量。

三、扫盲运动的成效

在上述动员框架的策略指导下，扫盲运动展

现出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国内各项建设环

环相扣的发展图景。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郭沫若

副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２７ 次会议作了

《关于文教工作的报告》，肯定了三年来扫盲运动

取得的可喜成绩。 报告指出，“１９５３ 年全国常年

参加学习的职工有 ３０４. ８ 万人，占入学职工总数

的 ５４. ９％ ，扫除文盲 ３５. ７ 万人。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５３ 年末，东北区扫除文育累计共近 １０ 万人，占
文盲总数的六分之一”。［１６］（Ｐ２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扫盲运动完成了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

教育普及，在提高全民文化水平的同时，向乡村

农民注入阶级意识观念，肃清社会主义建设的敌

人；配合开展与抗美援朝运动相关的爱国主义教

育，将人民群众引导向党和国家构建的意识形态

大框架；促进妇女社会角色的转变，营造社会主

义新风尚。 这一系列举措被架构进继续完成新

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进程中，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实现由新

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史上一次伟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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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配合党中央宣传政策理念，充当了扫

盲运动社会动员的传播介质和载体，塑造了特定

时空下的意识形态中枢，充分体现了党报应有的

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 其中大量和扫盲运动相

关的新闻报道，话语实践具有高度的情感认同，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劝服性沟通实践。［５６］（Ｐ６６）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扫盲运动社会

动员框架无一不是上述观念的延伸，具体到现实

行动中，它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将“沟通”的理念落实到新闻业务中。

新闻媒体应肩负起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的枢纽

作用，让人民群众更清楚地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

什么、还要做什么，这对坚定全社会信心至为关

键。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

深入基层生活，善于运用网络了解群众意见，打
破信息壁垒，消除信息差。 新闻宣传的框架不管

如何转换，都是中国革命实践与特定背景下的活

动相适应，在目标群体的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倡导

的价值和目标的交叉点上形成的。
二是在“沟通”观念的基础上，新闻应当成为

联系和教育广大群众的有力武器。 近代以来，中
国的新闻业持续地发挥着它在思想改造和知识

传递上的“教化”功能。 早在 １８５１ 年，创办于马

六甲的第一本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

传》所担负的使命即是“文字播道”，但新中国党

报的这种“教化”基于平等的传授关系，并非自上

而下的规训，而是强调要在沟通中增进人民的智

识，解放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５７］（Ｐ４８） 在

新时代的传播格局下，更要利用好媒介融合中不

同媒介的优势互补，通过矩阵合力实现教育效果

的最大化。
三是新闻宣传作为政党的一种领导方式，是

政党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手段，有助于维系、
调适政党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增强政党的风险

承受能力与风险化解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人民日报》扫盲运动的相关报道，既引导

利益相关的社会主体形成认知共识和行动协同，
也通过报道这种认知共识和行动协同，进一步推

动、强化协同治理。［５８］（Ｐ７） 在多元价值观盛行的当

下，我们更要认识到，作为社会对话的组织者，新
闻媒体有助于协调政府与公众不同的运作逻辑，
从而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创设对话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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