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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恩 来 的 新 闻 思 想
�

张 同 刚

� � 摘 � 要 � 周恩来从事过大量的新闻实践活动, 并形成了其新闻思想: 报纸的作用是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和推动社会进步, 新闻宣传的求真性,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要求, 文风要不断改

进, 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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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恩来的新闻实践始于 1915 年。该年 8月

30日, 南开学校 �校风 周刊创刊。周恩来为

该刊成员, 负责选录课艺及经理各会事务栏 (即

选登学生作文及报道学生团体活动) , 后兼纪事

类编辑, 任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

1917年 7月 21日创刊、由周恩来任主编的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 在我国报刊史上写下了光

辉的篇章。据该报编辑潘述庵回忆: !学联报不
分什么采访、记者、编辑、发行之类, 从搜集新

闻到写稿做文章, 从编辑版面到校对, 甚至卖

报, 都由周恩来主持∀∀#。
1920年 8 月, 周恩来参加 �新民意报 的

筹备工作, 对报纸的立场、主张、内容、经营方

式等提出多项建议。旅欧期间, 周恩来写了大量

通讯寄回国内, 据不完全统计, 仅 1921 年至

1922年间, 在天津 �益世报 上发表的就有 100

多篇。他热情歌颂伟大的十月革命, 热烈赞扬欧

洲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 十分关切国内已经登上

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 同时又非常真挚深刻地表

露了作者的内心体验和思想发展历程。这些通讯

不仅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 而且开启

了我国新闻通讯写作的新一代文风, 为此后的通

讯写作开辟了一条崭新之路。

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 在政治部下设宣

传股, 出版反映士兵学习和生活的壁报 �士兵之

友 , 并主编该校革命刊物 �黄埔潮 。
1926年 1月 20日, 周恩来推荐国民党左派

李春涛任社长的 �岭东民国日报 出版, 为该报

副刊题写刊头 �革命 , 作为办报的宗旨。他还

电告各县, 发动群众购阅该报。

1930年 8月 30 日, 在 �红旗日报 上发表

�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 通讯。这篇

通讯既是悼念烈士的祭文, 更是声讨帝国主义与

国民党的檄文; 既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

局合谋, 残酷暗杀四位烈士的罪行, 又追述了他

们的革命业绩。作者的喜怒爱憎, 与人民群众完

全融化在一起。烈士们 !唱着国际歌, 呼着口号

出了狱门# 的悲壮场面, 连 !士兵及狱犯都痛哭

失声, 甚至看所员都为之掩面#。∃

抗日战争时期, 周恩来要求由沪迁广的被称

!第二新华日报# 的 �救亡日报 , !讲人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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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讲的话, 讲国民党不肯讲的, 讲 �新华日报 
不便讲的#, %并支持 �联合日报 、�文汇报 的

工作。周恩来还直接领导了 �新华日报 的日常

工作, 每天都亲自审阅社论和重要论稿, 一丝不

苟地修改和圈点, 并亲自撰写重要社论。

周恩来对外国记者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努力

做好对他们的宣传和争取工作。1944 年夏, 周

恩来主管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和解放区考察

的接待工作。一些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

后, 写了大量报道, 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

的面貌和我军的伟大战绩。1947 年 6月, 周恩

来指示东北局在哈尔滨成立解放区记者联合会筹

备办事处, 委托吴文焘代表解放区记联在欧洲与

世界记协接洽, 要求成为其会员, 并进行国际活

动。

50年代, 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

作了五条指示, 其中第三条、第四条: 记者提问

时, 不要滥用 !无可奉告#, 凡是已经决定的,

已经公布的, 经过授权的事, 都可以讲, 但要言

简意赅, 一时回答不了的, 记下来, 研究后再

答; 对于挑衅, 据理反驳, 但不要疾言厉色。

担任总理后, 他在日理万机之际, 仍继续以

许多精力指导报刊、通讯社、电台和电视台工

作, 并常常撰写评论, 帮助记者修改大量稿件,

甚至重要新闻的版面安排都耐心细致地给予指导

和帮助。1953年 1月 27日, 周恩来就新华社报

道计划作出指示。1958年 11月 30日, 在同中共

港澳工作秘书长祁峰谈办报问题时, 周恩来指

出, 要站稳爱国立场, 坚持党的方针, 报纸的副

刊要有思想性。1962年 6月, 周恩来视察延边

时, 曾指示州委一定要办好 �延边日报 朝文

版, 对朝鲜族新闻工作者十分关怀。

周恩来一生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精力关注、参

加新闻工作。长期积累起来的新闻经验, 为他新

闻思想的生成提供了沃土。

二

周恩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运用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新闻思想, 逐渐形成自己的新闻观点, 这

些观点大致有:

报纸的作用: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推动社会

进步

周恩来重视报纸的作用, 出于两方面的考

虑。其一, 报纸是党实行领导的重要宣传工具,

党主要依靠报纸传达政策和政令。1947 年 1月

11日, 他为 �新华日报 创刊九周年致词: !为

人民喉舌, 为人民响导, 继续努力, 坚持不屈,

来迎接民族民主的新高潮。# 他要求新华社的所

有编辑、记者, !都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是党和人

民的耳目和喉舌这个根本任务, 无论作报道或写

评论, 都要记住。# &
其二, 报纸可以发动群众,

推进社会的发展。1917 年 5月, 周恩来在 �校

风 63期至 69期上连载社论 �本社之责任观 

指出: 要办 �校风 , 必须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

他主编的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明确指出: !我
们当知道, 我们所持的, 是群众运动。#∋在 �天

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 里, 周恩来这样写

道: !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 不

能不有两个利器: 一个是演讲, 一个是报纸。

(演讲、报纸) 全是表现我们学生思潮的结晶。

现在学生的演讲, 已经实行两个多月, 报纸还没

有组织, 求社会同情的利器, 终久不算完全。

∀∀本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 所以必须

同联合会一致始终。# ∗西安事变期间, 周恩来在

审定 �解放日报 广播电台的宣传纲要时指出,

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 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

1951年 8月 4日, 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

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要求: 我方记者多写几篇

关于中心问题的报道, !以动员舆论#。+

周恩来把办报作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大规

模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的工具, 发展了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大力发动群众办报的传统, 完善了

毛泽东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的思想。

新闻宣传的求真性

求真, 是周恩来一生所追求的行为标准, 也

是他的伟大人格、高尚品德、思想作风和新闻思

想的核心内容。

周恩来在担任 �校风 !课艺选录# 栏编辑

时, 主张文章联系实际, 要有独到的见解。1950

年1月 1日, 周恩来的题词: !为报道真实新闻
而奋斗#, 在上海 �新闻日报 增刊发表。

1959年, 周恩来责成新华社和 �人民日报 

全体编辑记者, 接受 !大跃进# 宣传中的经验教
训, 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 做到热中有冷, 把宣

传工作做得更好。他指出: ! 调查研究要实事求

是, 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 应当加以肯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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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 ,

周恩来要求向人民作真实的报道, 不仅充分

地报道我们的成就, 而且应当把发生的困难向人

民作真实的说明, 天灾人祸要如实报道。1961

年下半年, 他看到一则报道他归国的消息上有

!周恩来同志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 时, 找到那

位写报道的记者说: !现在我们国家正经受着很

大的困难, 全国人民都在受苦, 我周恩来凭什么

还 (神采奕奕) ?# 这样的宣传 ! 上不合乎国情,

下不能安民心。# 直到那位记者心悦诚服地作了

检讨, 认识到新闻宣传必须实事求是为止。

1963年 5月 30日, 周恩来在接见中印边境

自卫反击战中随军拍摄真实过程的摄影师时说,

!记录片一定要完全真实, 如果有几个镜头与事

实不符, 会使人连其他材料也不相信。# −

文革当中, 周恩来亦多次强调新闻报道要实

事求是。1974年 1月 27日在接见中央读书班和

记者学习班的代表时指出: !报道要符合实际,

要全面, 不能只报喜, 不报忧, 或只报忧不报

喜。#.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要求

1949年年终, 周恩来为 �文汇报 1950年

元旦增刊书写了 !努力为人民服务# 的题词, 为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广大新闻工作者指明了根本

方向。他多次告诉新闻工作者要在政治上坚定,

但是, 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 还要思想敏锐, 业

务过硬。要多学习, 多钻研, 多向社会的各方面

学习。报道的事实要合乎逻辑, 但绝不能使它变

成形而上学, 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作一名记

者, 不能看见一个什么现象, 听了一句什么话就

照着写, 而应有所选择。记者采访就要打听, 要

了解情况。���写文章只是开加工厂, 如果没有组

织上为你创造各种条件, 没有广大群众的实践,

你能凭空写出东西来吗?�� 1966年 5月视察大庆

时, 在一块板报上, 周恩来看到工人写的一首

诗, 便对身边的新闻记者说: ! 你们这些记者,

这些工人的诗歌不快记, 记什么?#��!

周恩来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严格要求和殷切希

望的同时, 还常常为记者创造采访条件和学习条

件。1956 年初秋, 有一位摄影记者为了拍好毛

泽东与一位国家元首握手、拥抱时的情景, 在人

缝中把他的长镜头朝前一伸, 前边那位同志肩膀

成了他的一个天然托架。待拍完收镜时, 记者才

发现他利用的托架竟是周总理。记者撰写的重要

稿件, 只要请他审阅, 他都要亲自细心修改, 连

记者在匆忙之中写下的潦草字迹也不放过。

文风要不断改进

新闻报道的文风问题至关重要, 只有树立通

俗朴实的文风, 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1946年11月 30日, 周恩来总结广播新闻特点时

就强调: !带综合性报道各地战况, 要具体生

动#; !带综合性报道各地动员参战实况, 更要生

动具体#; !报道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

革和建设情况, 尤重在事实的描写。#��∀

针对有些记者写东西总是老一套, 公式化,

概念化, 缺乏创造性的问题, 周恩来多次鼓励记

者不要太羞涩, 要能抢新闻; 要大胆创新, 不要

等现成的; 要写些生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群

众喜闻乐见的报道; 要大量减少名单, 去掉 !空

气#, 把视野和笔触放在现场情节和重要人物的

言行上。��#

1973年 7月 20日, 周恩来会见由越南劳动

党中央机关报 �人民报 总编辑黄松率领的代表

团时说: ! 我们的报道太长, 特别是人物通讯。

长了, 给人印象就不深, 应该越短越好。短稿

子, 事例又生动, 给人印象就深。#��∃

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通过统一战线开展新闻工作, 又通过新闻工

作宣传统一战线政策, 使新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

发挥巨大的作用, 是周恩来新闻思想的重要方

面。

1938年, 台儿庄战役后, 有几十名战地记

者在武汉聚会时, 谈了国民党军政措施中许多不

利于抗战的情况, 而前线广大士兵和人民则是很

英勇的。周恩来知道此事后, 于 5 月 26日写信

给著名记者范长江, 鼓励记者们发表意见。范长

江后来回忆说, 像 !这一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工作, 周总理还指示我办过#。��%

1939年5月 27日, 周恩来致信 �新华日报 

总编辑吴克坚、采访科主任陆诒, 对他们制定的

采访计划, 多习惯于从自己职业角度考虑, 未能

将前几日与他们谈话的具体意见采入, 再一次强

调最为重要者: !一、特派员对本报采访之职责,

不单限于写通讯稿而应将通讯、搜集参考材料,

供给编辑材料、建议等定为特派员之一般的职

责; 二、特派员在出勤期中, 尚应为本报向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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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同情我们的社会闻人代约稿与写专论等, 尤

其在 (七七) 及 (八一三) 二周年纪念刊中, 应

有各战线有名将军之论文或意见, 如其不愿写

稿, 能发表意见代其记下亦所欢迎, 请即预定此

计划。#��&这封信要求记者既要通过统一战线工作

来开展采访活动, 又要通过采访活动来宣传统一

战线政策, 决不能单纯为完成报道任务而去采

访。

抗战胜利后, 周恩来指示上海共产党要发行

�新华日报 , 还要帮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办好

无党派的 !民间# 进步报刊。

建国后, 周恩来要求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等新闻单位熟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 并

订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在广播战线担任多年

新闻记者的陈寰常常把邓小平、陈毅等几位副总

理名字排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面。每次总理总

是亲自把位置改过来, 把副委员长的名字排在副

总理前面。有几次周总理批评陈寰说: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说了多少次,

你们为什么老不改。#��∋1963年 5月间, �人民日

报 刊登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印

尼等国归来的照片。发表时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

和女同志的形象, 并且用剪贴的办法移动了欢迎

的人站立的位置, 这种做法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

评。他说: ! �人民日报 任意裁去一些民主人

士, 缺乏政治敏感#; !把女同志裁去了, 有大男

子主义味道#; !把原来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

挪动, 甚至把人头像剪下来挪动拼贴, 这是弄虚

作假, (克里空) 作风。#��(

周恩来新闻理论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其新闻思想的影响下, 我国新闻事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今

天, 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新闻思想, 对于推

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建

设, 造就 21世纪新闻工作优秀人才, 无疑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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