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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
《人民日报》社论如何引导舆论

1947 年 3 月， 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 放日报》停刊 后，中 央决定 在华

北解放区新创办履行中央机关报职

能 的党报。在新 的《人 民日报》定名

前，毛泽东、刘少奇称这个即将创办

的党报 为“大 党报”，以 区 别 于 其 他

解 放区的 党报。就是 这个“大 党报”

通过刊发社论， 引领了新中国成立

前后的舆论。

从农村编辑部走向国家首都，

《人民日报》 主要通过刊登新华社

社论引导舆论，胡乔木是社论的主

要撰写者

“大党报”《人民日报》 于 1948

年 6 月 15 日 创 办 于 河 北 平 山 县 里

庄。编辑部在这里工作到当年 10 月

下旬，后迁至相距不远的获鹿（今鹿

泉市）东焦村，1949 年 3 月中旬迁到

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这段时期，被

称为 《人民日报》 在革命战争中的

“农村编辑部”时期。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 已经开

始履 行中 央机 关报的 部 分 职 能，但

主要使命还是战略区党报， 即中共

华北局机关报， 主要在华北地区发

行，还没 有覆 盖全国。这一 时期，以

“新华社社论”代表中共中央重大政

策的言论。这些社论的主要作者，是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 （当时他

兼任新华社社长），由他承担重要社

论写作任务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新中

国成立之时止。

在华北办报期间， 社论发表的

数量比较少， 从 1948 年 6 月 15 日

创 刊 至 1949 年 8 月 1 日 正 式 升 格

为 中 共 中 央 机 关 报 的 一 年 多 时 间

里，总共刊登“本报社论”11 篇，平均

每月不足 1 篇。

正式升格为中央机关报后，《人

民日报》的“本报社论”仍然不多，从

1949 年 8 月 2 日至 9 月 22 日的 50

天当中，共刊登社论 6 篇，它们分别

为：《解决劳资纠纷的正确途径———

论北平国药业劳资集体合同》（8 月

2 日）、《铁托反革命集团的假面具撕

掉了》（8 月 27 日）、《生产救灾，节约

备 荒 》（9 月 7 日 ）、《继 续 与 灾 害 搏

斗， 保卫秋收》（9 月 8 日）、《三星事

件的教训》（9 月 12 日）、《重视代耕

工作》（9 月 14 日）。

这 6 篇文章， 除了关于南斯拉

夫事态发表的社论外， 其余 5 篇都

是针对地域性（特别是华北地区）生

产发表的言论。这充分说明了《人民

日报》社论之路开始了一个转型期，

或 称 为 “过 渡 期”。 一 个 标 志 就 是

1949 年 9 月《人民日报》对于西藏事

务的报道和评论。

1949 年 7 月 8 日， 西藏拉萨发

生了地方当局驱赶汉族人和国民党

政 府驻藏 人员 的“驱 汉 事 件”。此 事

发生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横扫南部中

国大陆， 国民党政权残留势力纷纷

败退台湾之际。事件的挑动者认为，

国共两方均无暇顾及西藏， 这是一

个可以利用的时机。

由于通讯蔽塞， 这一事件为外

界所知时已经到了 8 月中旬。 国民

党方 面的 反应 微 弱，“《中 央 日 报》”

1949 年 8 月 19 日才 刊登 报道 此事

的消息， 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媒体也

看不到对此事的进一步反映。

西藏“驱汉事件”消息传入到内

陆就更 晚一 些，但《人 民日 报》的 表

现 与 “《中 央 日 报 》”绝 然 不 同。1949

年 9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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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

中国的领土———西藏》，社论称：

7 月 8 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

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

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

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

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

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

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

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

一步地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

主义的殖民地奴隶。这一个阴谋事变

和最近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台湾的

阴谋是同出一辙。一百多年来英美帝

国主义就一贯地图谋侵略和吞并西

藏。 英帝国主义在 1860 年首先侵占

了西藏的外藩哲孟雄 （即锡金）。1887

年和 1904 年又两度发动过侵略西藏

的战争。美帝国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之后， 亦积极图谋侵略西藏。

美帝国主义曾派遣间谍到西藏活动，

力图经过西藏的若干上层分子，取得

对西藏的实际统治权。中国人民对于

美、英、印侵略者的侵略活动早已予

以密切注意，而且深深地记取了他们

这种与中华民族为敌的罪行。

这表明， 在重大国家事务和对

外关系上， 新华社社论承担着为中

共中央发出声音的职责。

《人 民 日 报》升 格 为 中 央 机 关

报后，胡乔木逐渐成为社论主要撰

写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
刊登社论的密度明显增加

1949 年 9 月 22 日，《人民日报》

刊登胡乔木执笔写成的社论 《旧中

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这是胡

乔木 撰写 的第一 篇 《人 民 日 报》社

论，也是《人民 日报》转 型为 中共 中

央机关报以后发表的第一篇关系国

家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社论， 它是

体现中央人民政府信念和决心的标

志。从这篇社论开始，《人民日报》社

论在展现国家形象、 论述国家发展

方向的时候， 总是明确地表达中共

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态度， 由此

逐渐成为“国家声音”的象征。

对 于社 论职责 的承 接和 转 换，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亦曾指出：

在 （1949 年 ）8 月 以 前 ，凡 遇 国

内外重要问题，除中央直接发言外，

多数通过新华社评论发言。《人民日

报》成为中央机关报后，有段时间还

是两家发表评论。 直到 9 月下旬全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开 幕，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所有重要

评 论都 由《人 民日报》承担。新华 社

为国家通讯社，《人民日报》 为党中

央机关报的性格完全明朗。

李庄的看法大体准确，《人民日

报》 社论的鲜明转折点是随着新政

协会议召开， 新中国即将成立而出

现的。 实际上这种转换仍然有一个

过程，持续到了 1950 年元旦以后。

1949 年 10 月 1 日 新中国 成立

后，《人民日报》 刊登社论的密度开

始增加。10 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社

论 22 篇。其中专题阐述新中国成立

意 义 的 2 篇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万

岁》（10 月 1 日），《不可战胜的人民

国家》（10 月 2 日）；直接与外交关系

有关 的社 论 13 篇，例 如《打 断 战 争

挑拨者的爪牙》（10 月 2 日）、《中苏

友好万岁》（10 月 6 日）；还有阐述重

大事件意义的， 例如 《庆祝广州解

放 》（10 月 16 日 ）、《出 版 会 议 的 收

获》（10 月 21 日）、《提倡新民主主义

的国民体育》（10 月 22 日）。

从上述记录可以看出，《人民日

报》 社论所述内容多数关系到国家

政权建设的方针大计， 是引领全党

工作，引导舆论导向的。

1949 年 11 月，《人民日报》刊登

的社论数量下降，仅为 9 篇。12 月骤

然下降为 2 篇， 一篇 是 1949 年 12

月 18 日的社论《毛主席访苏》，另一

篇是与此相关的 《向伟大斯大林祝

寿的献礼》（12 月 21 日）。 出现这个

情况，可能与毛泽东访问苏联，中共

中央对重大国际事务的态度， 特别

是中苏签署相关条约的态度尚未明

朗有关。

1949 年前 7 个月《人民日报》发

表的本报社论总共 9 篇， 但在其后

的 5 个月内， 平均每月发表的本报

社论已达 8 篇。《人民日报》 刊登的

社论骤增，说明了党中央对《人民日

报》 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的要求进一

步明确了。

《人民日报》社论成为党中央和

国家的喉舌， 起到团结全党和引领

国内舆论作用，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需要培养和锻炼出更多的社论撰写

者。新中国成立之初，幸好有胡乔木

这样 有经验 的领 导亲 手 动 笔 撰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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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社论树立

了榜样和增强了底气。

1950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刊登元旦社论，也称为“新

年献辞”，是新华社社论，题目是《完

成胜 利，巩 固胜利》。这 篇 社 论 特 别

重要之处，是宣告了 1950 年党和国

家将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其中第一

项任务是，“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

放战争， 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

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

统一 全中 国的大 业”。这 也 是《人 民

日报》最后一次采用新华社社论。

在这个社论中有一个重大的新

的表述，即，将解放西藏的任务列入

了 1950 年的国家使命。

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原定计

划， 解放军进军西藏时间还要靠后

一 些，但 是 1949 年 7 月 的 拉 萨 “驱

汉事件” 改变了中共中央原有看法

和主张， 促使党中央和毛泽东调整

解决西藏问题的时间表。这一点，就

是通过《人民日报》刊登“元旦社论”

来宣告于世。

作为与社论的 呼应，1950 年的

《人民日报》， 对于西藏的报道大量

增加，形成热点，为随后解放军进军

西藏进行了舆论准备。在此期间，要

了解 中国 政府 对西藏 问 题 的 态 度，

最为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及时阅读

《人民日报》。

进 入 1950 年 后，《人 民 日 报》
社 论 逐 渐 承 担 起 全 党 舆 论 中 心 和

旗帜的作用，逐步培育和成长了一

支社论写作队伍，刊登社论开始实

现常态化

1950 年是《人民日报》社论发生

根本性改变的一年。

从数量上说，全年发表本报社论

137 篇，平均 2.66 天即发表 1 篇社论。

纵观《人民日报》1950 年的社论

内容， 主要是针对重大国际和国内

问题发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的意

见。 上半年总共发表社论 47 篇，其

中论述中苏关系的 4 篇、 中美关系

的 3 篇 （其中包括了台湾问题）、中

日关系的 3 篇、中越关系的 2 篇、因

朝鲜 战争 爆发而 发 表 的 社 论 1 篇，

与外交关系直接相关的社论达到 13

篇，约为总数的 27.6%，超过了四分

之一，这些社论代表中国政府态度。

高频率的重大社论，远非几个人

即能承担撰写的。特别是针对比较具

体的问题发表指导性意见时，不仅政

策性很强， 而且撰写难度也比较高。

实际上，1950 年上半年有若干篇《人

民日报》社论，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

中的一些重要干部来亲笔撰写的。

1950 年 2 月 6 日的《人民日报》

社论《学会管理企业》，作者李立三，

他当时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

国总工会副主席、 党组书记。3 月 10

日社论《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

工作》，作者陈云，他当时任政务院副

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3

月 20 日社论 《税收在国家工作中的

作用》，作者薄一波，他当时任财政部

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检索这半年中的《人民日报》社

论， 有关国内战争结局事务的论述

仍占较大比例， 表达了党中央和国

家的重要战略意向。

1950 年 4 月 21 日 《人民日报》

社论《庆祝登录海南岛的胜利》中说：

“人民解放军在琼崖的胜利登录，对

于今后对金门、舟山和台湾的渡海作

战有极重要的帮助。……大家可以确

信，窃据台湾等海岛上的五十几万残

余匪帮之被全部彻底消灭，已经为期

不远了。”这段话里实际上表明，解放

军正在组织台湾战役。

1950 年 6 月 29 日 《人民日报》

社论 《斥帝国主义强盗杜鲁门的非

法 声 明》， 表 达 了 在 朝 鲜 战 争 爆 发

后， 反对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阻

挠解放台湾的行径，反对“台湾地位

未定”的言论，社论表示：“中国人民

必将继续努力解放台湾。”

从此以后， 凡追溯台湾问题起

源的历史文件，都会论及这两篇《人

民日报》社论。

1950 年 6 月 25 日 爆发的 朝鲜

战争， 一度打破了东亚地区的战略

平衡， 使朝鲜成为国际目光关注的

热点。《人民日报》1950 年下半 年的

社论频率大大提高， 达到 90 篇，基

本上每两天发表 1 篇社论。 其中论

及朝鲜问题的社论达 30 篇以上，还

有论述中日、中苏、中越及其他国际

关系的社论。 半年时间内，《人民日

报》 发表有关重大国际关系或外交

关系的社论达 40 篇左右。

《人民日报》1950 年下半年社论

数量明显增多，呈现常态化的特点，表

明人民日报组织和撰写社论的队伍正

在逐渐成长。 胡乔木仍然是主要撰写

者，邓拓也已经成为《人民日报》社论

又一个主要撰写者。 以总编辑邓拓为

主的社论写作队伍逐渐成长起来。

《人民日报》 总编辑亲手写社

论，是 从胡 乔木、范长江、邓拓 在新

中国成 立之 初形 成的工 作 常 态，影

响了整整一代《人民日报》报人。 ○
责任编辑 冷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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