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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探 讨

周恩来早已化为了象征民族精神、民

族智慧的文化符号，并在人们的记忆和传

颂中得以沉淀。 在提及周恩来的丰功伟绩

时，人 们 往 往 会 不 假 思 索 地 冠 以 其“伟 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

家”等头衔，却鲜有人会从“杰出的新闻工

作者”或“新闻理论家”这一角度对其进行

评价。 事实上，周恩来一生与新闻工作结

缘长达 62 年，持续时间之长，是包括马克

思、列宁在内的中外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

命家所难以企及的， 而他沥尽毕生心血，
由 无 数 次 新 闻 实 践 中 萃 取 而 来 的 思 想 精

华，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经过了

历 史 的 验 证。 在 周 恩 来 新 闻 思 想 诞 生 以

来，以 笔 者 拙 见，学 术 界 对 它 的 研 究 是 不

够充分 的，仅 仅 发 掘 了 相 关 资 料，出 版 了

部 分 学 术 论 文， 梳 理 了 周 恩 来 的 新 闻 实

践，归纳了一些理论。 这些研究，仅仅是对

于具体 问 题、具 体 观 点 的 探 讨，而 对 于 其

思想的宏观把握是比较薄弱的。 虽然没有

人怀疑周恩来新闻思想内容宏富，但是在

对周恩来新闻思想体系本身的认识上，却

缺乏有说服力的见解。 而这又正是全面、
深入地认识周恩来新闻思想的关键所在。
周恩来的新闻思想，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新

闻思想的必要补充和修正，从而构成了作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一 代 领 导 集 体 思 想 结 晶

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马克思主义新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

恩 来 新 闻 思 想 的 许 多 内 容 又 是 中 国 共 产

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结晶的“邓小平新闻思

想”的源头。
周恩来是新闻写作大家，长期的新闻

实践经验， 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

马列新闻思想的学习，为他新闻思想的生

成提供了沃土。
一、新闻工作的作用

周恩来认为，出版报纸、办广播、出刊

物的作用非常大，党的新闻事业应当成为

改 造 主 观 世 界 和 改 造 客 观 世 界 的 重 要 阵

地，新 闻 工 作 在 党 的 整 个 事 业 中，起 着 十

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宣之众者，动员舆论，指导监督

政府。 周恩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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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报纸可以发动群众，推进社会

的发展。
五 四 运 动 期 间， 周 恩 来 先 后 撰 写 了

《说 报 纸 之 利 益》、《〈天 津 学 生 联 合 会 报〉
发刊旨趣》、《〈校风〉 报传》、《再问 〈益世

报〉》、《“觉 悟”的 宣 言》等 文 章，充 分 阐 明

创办报刊， 占领新闻舆论阵地的重要性。
《〈校 风〉报 传》是 周 恩 来 第 一 篇 新 闻 学 论

文。 论 文 开 篇 给 报 纸 下 了 定 义：“传 闻 记

实，宣之众者，谓报也。 ”①这个定义抓住了

报纸的主要特征，可谓言简意赅。 周恩来

在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时，旗帜鲜明

地揭露了反动军阀卖国求荣、充当帝国主

义鹰犬的狰狞面目。 他还倡议各学生报刊

联合组成 “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 达到

“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 对于政府的

政策有指导同监的责任”。 ②

1919 年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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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当时，国人还没有一本

新闻学著作出版。 直到 1919 年 12 月才出

版 了 被 称 为 我 国 新 闻 界 的 “破 天 荒 ”之

作———徐宝璜著的《新闻学》。 周恩来早期

的新闻思想所显示出来的特色，是中国新

闻事业的思想资源，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

工作的宝贵财富。
1945 年 8 月，周恩来主张“立即 建 立

《群众》及《新 华 日 报》上 海 版”，占 领 上 海

的新闻舆论阵地， 发挥新闻工作的作用。
周恩来非常重视广播的作用。 从 1940 年

党中央成立广播委员会起，周恩来就任主

任，他亲自领导创建了解放区第一座人民

广播电台。 1947 年 2 月 10 日，他致信时

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廖承志、新华通讯社副

总编辑范长江，要求“多听各方面意见，办

好专播节目”。 ④1971 年，在周恩来的关怀

下， 停播 10 年之久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恢复播出。
周 恩 来 对 新 闻 工 作 作 用 的 认 识 有 一

个发展的过程，从早期 1915 年强调“开通

民智”作 用，到 五 四 运 动 把 报 纸 同 革 命 斗

争联系起来。 党的“七大”提出“毛泽东思

想”之 后，周 恩 来 把 报 纸 的 作 用 升 华 为 宣

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选集》
的出版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手段，周

恩来 亲 自 指 导 了《毛 泽 东 选 集》外 文 版 的

翻译和出版，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 周恩

来也不是一味地夸大新闻工作的作用，而

是强 调：“宣 传 只 能 起 原 则 启 示 和 一 般 推

动的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切身经

验来证明。 ”⑤1950 年 9 月，周恩来《在全

国 政 协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一 周 年

大会上的报告提纲》中专门指出，要“扩大

报纸广播出版事业”。 ⑥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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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

宣传党的主张” ⑦的观点与周恩来的报纸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新闻事业应当推动并巩固革命

及建设事业。 周恩来认为，要政治家办报。
要创办“无产阶级报刊”，为无产阶级所进

行的社会解放事业服务。

摘要：周恩来的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思想结晶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

思主义新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新闻思想的许多内容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结晶的“邓小平新闻

思想”的源头。周恩来从宏观层面上提出新闻工作的作用、原则，从微观层面上提出了新闻队伍的建设问题。转型时期

的中国新闻工作，仍然要坚持周恩来新闻思想的精髓，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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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恩 来 为《天 津 学 生 联 合 会 报》撰 写

发刊词，提 出 了 改 造 社 会、改 造 思 想 的 主

张。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明确提出，要“集

世界大 事，作 有 系 统 的 记 载，引 着 国 人 注

重世界大局的潮流”，“选择各种有关世界

新潮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

中国”。 ⑧《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社论和主

要文章，大都由周恩来主笔。
为 最 后 出 台 的 共 同 纲 领 奠 定 了 重 要

的基础、为新中国大政方针的确立作出了

独特的重要贡献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

领》草 案 初 稿 中，周 恩 来 专 门 就 新 闻 事 业

作了描述：“新民主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
是服务于国家的一般政策，并推动及巩固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及建设事业的。 ”⑨

“文化大革命”搞得学校全部停课，周

恩 来 亲 自 邀 请 北 大 校 长 周 培 源 写 了 一 篇

文章———《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几个问

题》。 后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该文刊登在

《光明日报》。 这一登不要紧，在知识分子、
在学校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稳定当时的教

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党的报刊要敢于和善于说出真

理，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 《新华日报》创

刊号上，刊登了周恩来写的题词：“坚持长

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12 个字的题词

言简意赅，既表 明 了《新 华 日 报》的 重 任，
也宣告了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争取最后

胜利的决心。 抗日战争两周年时，周恩来

要求重庆《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敢于说出

真理，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对敌进行斗争，
善于对敌进行斗争。

周恩来 1938 年在武汉对夏衍说：“你

们这张报（指《救亡日报》，笔者注）办成像

国民党 的 报 纸 一 样 当 然 不 行，办 得 像《新

华日报》一 样 也 不 合 适，总 的 方 针 是 宣 传

抗 日 、团 结 、进 步 ，但 要 办 出 独 特 的 风 格

来 ，办 出 一 份 左 、中 、右 三 方 面 的 人 都 要

看、都喜欢看的报纸。 ”⑩只有人们喜欢看，
才能发挥作用。

周恩来的著名题词：“千古奇冤，江南

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正是其通过

《新华日报》 与国民党顽固派就 “皖南事

件”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有力武器。
周 恩 来 关 于 党 的 报 刊 要 敢 于 和 善 于

说出真理、 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的论述，
虽然是对当年重庆《新华日报》说的，但其

基本精神适用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社会

主义新闻事业的职责，就是要通过新闻报

道，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客观事物的规

律性，与一切有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势

力作斗争。
第四，舆论有转移全世界之能力。 周

恩来非常注重舆论导向的作用，虽然没有

提出议程设置论，也可能没有看过议程设

置论，但 由 于 他 长 期 的 新 闻 实 践，他 的 工

作 思 路 不 自 觉 地 吻 合 了 议 程 设 置 论 的 理

论假设。 他深知报纸不能直接告诉读者怎

样去想，却可以告诉读者想写什么。
周 恩 来 指 出：“足 未 出 户， 而 地 理 均

明。 道吾人之所不能道，知吾人之所不能

知。一字之褒贬，胜于斧钺。数版之文字敢

比春秋。 ”“吾闻之欧美，其执政者恒视舆

论之可否，为行政之方针。 故总统大臣，常

退为报馆之主笔。 非文豪、政治、教育等博

士，不能为主笔。 其严格如此，盖诚恐不学

之徒，借以为其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以淆

人听闻也。 故泰晤士舆论，有转移全世界

之能力。 虽议院议员之发言，其效力尚不

如是速。 影响之大，利益之广，可谓伟哉！ ”輥輯訛

让 世 界 了 解 中 国 的 方 式 和 渠 道 有 许

多，但 是 直 接、迅 速 的 方 式 和 渠 道 首 推 新

闻媒体，创办国外人能直接阅读的报纸效

果最佳。 1954 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

表团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代表团

归国途中，周恩来说：“我们应当有一本自

己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国外介绍我们的

革命和建设成就，阐明我们的内外政策。 ”
周恩来 在 英 文 版《北 京 周 报》出 版 请 示 报

告的文字旁批注：“现已决定每周一次，定

名为《北京周报》。 ”
周恩来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高度，

从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考察

和论证新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
论述虽 然 不 多，但 言 简 意 赅，有 很 强 的 震

撼力和影响力，这也是周恩来新闻思想的

当代价值所在。
二、新闻工作的原则

新闻工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下列各项原则。

第一，党的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

则。 周恩来认为，“党报是我们的喉舌”，是

“人民向导”。 1943 年 9 月 1 日，周恩来在

《新华日报》社 论《记 者 节 谈 记 者 作 风》中

提出，党 的 新 闻 工 作 者 应 该 是“真 理 的 信

徒，人民的忠仆”。 1947 年，他为《新华日

报》创刊 9 周年题词“为人民喉舌，为人民

向导”。 周恩来强调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得

心应手的思想斗争武器。
1947 年 1 月 11 日周恩来在《新 华 日

报》编 辑 部 文 章《检 讨 和 勉 励———读 者 意

见总结》 中 说：“新 华 日 报 的 最 高 度 的 党

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

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

感情、思想和行动。 ”
“喉舌论”是政党报纸的产物，西方资

产阶级报人也讲“喉舌”，在中国，梁启超、
孙中山等人讲“喉舌”，陈独秀、毛泽东、周

恩来、邓 小 平、江 泽 民 等 党 的 领 袖 人 物 也

讲 “喉舌”。 党的新闻舆论阵地的领导权

“只能掌握在党的手里”，党必须加强对新

闻工作的领导。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

新闻思想受列宁办报思想的影响，列宁关

于党报党性原则的论述，关于报纸是无产

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的思想，报纸是集

体的宣传员、 鼓动员和组织者的思想，都

直接 影 响 我 们 党 的 办 报 活 动；同 时，我 们

党的新闻思想也受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者办报活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十分关心人民

日报、新 华 社、中 央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等 新 闻

单位的工作，修改、审定了大量新闻稿。 他

一贯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

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第二， 新闻必须坚持真实性的原则。

真实性，顾名思义指报道新闻时要从客观

事实 出 发，把 握 事 物 的 本 质 和 全 貌，不 欺

人、不造假、不虚夸。 它是定位新闻基准的

一把标尺，是开展一切新闻工作的前提及

首要原则。 周恩来的新闻思想与马列主义

新闻观是一脉相承的，它承袭了后者理论

上 的 精 髓， 同 样 将 真 实 性 视 为 新 闻 的 生

命。 周恩来认为，要“忠实于事实，忠实于

真理”，要“为报道真实的新闻而奋斗”。 新

闻要“用事实服人，以理取胜”。 “无产阶级

新闻同资产阶级新闻的区别，就在于尊重

事实，实事求是。 ”要“说真话，鼓真劲，做

实事，收实效”。 輥輰訛

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差一公

分也不行。 1949 年 9 月 28 日，新华社播

发的《国旗制法说明》中，将国旗 5 种通用

尺度的第一种播发为：“长二八八公分，高

一九一公分。 ”周恩来专门给当时的新华

通讯 社 社 长 胡 乔 木 写 信，指 出“甲 项 高 一

九一公分为高一九二公分之误。 请报告更

正！ ”輥輱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假新闻如同新

闻 身 体 内 部 的 癌 细 胞 一 步 步 蚕 食 新 闻 的

生命。 面对时下日益大众化、游戏化、娱乐

化 了 的 新 闻 传 播 环 境， 如 何 杜 绝 搜 奇 猎

异、还 新 闻 真 实 一 个 本 来 面 貌，成 了 当 代

新闻事业必须提上日程的一大问题。 而在

探索解决之道的过程中，周恩来新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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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原则将如同暗夜的灯塔，始终为

我们照亮前路。
第三，新闻必须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

的原则。 周恩来认为，新闻要努力为人民

服务；报 纸 集 多 数 人 之 意 见，发 为 公 正 之

言论；报纸要着眼于群众，不能老浮在面；
要宣传奋斗在各条战线的人民群众，要多

登鼓舞人民前进的新事物；办报要为群众

着想，为读者着想。
1917 年 5 月 ，周 恩 来 在 《校 风 》社 论

《本社之责任观》中 指 出：要 办《校 风》，必

须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 1946 年 1 月 11
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词：“新

华日报应永远为中国人民服务。 ”1947 年

1 月 12 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仍然

刊登了他的题词：“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

导，继续努力，坚持不屈，来迎接民族民主

的新高潮。 ”1949 年 9 月，在《新民报》创

刊 20 周年之际， 周恩来为之题词：“依靠

群众，教育群众。 ”1950 年元旦，《文汇报》
刊登了 周 恩 来 的 一 幅 题 词：“努 力 为 人 民

服务 文汇报元旦增刊。 ”题词是思想的

反映，这些题词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心中装

着人民、装着读者。
在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共 同 纲

领》草案的修改时，周恩来对第 49 条加写

或改写为：“发展人民广播事业。 发展人民

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

书报。 ”輥輲訛

第四， 新闻必须坚持讲大局的原则。
新闻工 作 者 要 坚 持 讲 大 局，经 常 地、自 觉

地以大局为重。 1959 年 11 月 16 日，《人

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 1 月到

10 月全国工业生产情况，报道这 10 个月

工 业 生 产 总 值 比 1958 年 同 期 增 长

48．9％。 周恩来得知后严厉地批评了这一

做法，指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组织上都是

错误的。 周恩来还联系人民日报所犯错误

指示说，检 讨 不 要 匆 匆 忙 忙 做，回 去 后 好

好想想再说， 重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接

受教训，避 免 重 犯 类 似 的 错 误，把 工 作 做

好。
1963 年 5 月 23 日 《人 民 日 报 》刊 登

了 刘 少 奇 主 席 和 陈 毅 副 总 理 兼 外 长 出 访

印尼等四国归来， 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
用的是人民日报记者拍摄的照片，不是新

华社提 供 的 照 片，且 事 先 未 送 审，发 表 时

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并

用剪贴的办法移动了某些人的站立位置。
周恩来对此非常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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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批评鞭辟

入里，尖 锐 深 刻，使 人 牢 记 讲 大 局 的 政 治

敏 感 和 忠 于 事 实 是 新 闻 宣 传 工 作 的 基 本

职责， 也是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起码要求，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弃。

周恩来主张写文章要在说理的同时留

有余地，只有留有余地才有主动权。 留有余

地的思维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 有利于贯

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启真理的大门。
三、新闻队伍建设问题

在新华日报工作时期，周恩来就很重

视新闻队伍建设，他主张编辑和记者要一

专多能。 1939 年 5 月 27 日，周恩来致信

重庆《新华日报》总编吴克坚、采访科主任

陆诒谈《怎样做好采访工作》，对采访工作

提出具体意见。 輥輳訛

周恩来非常关心记者的培养，在政治

上 和 业 务 上 严 格 要 求， 勉 励 记 者 又 红 又

专。 他经常鼓励记者“要积极活动”，“记者

采访就是要打听， 要了解情况嘛”，“要大

胆创新，不要等现成的”。 1971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 26 届大会代表团

出发，周 恩 来 前 往 机 场 送 行 时，殷 切 地 对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说：“新的工作，新的环

境，要把照片拍好。 ”輥輴訛

周恩来经常告诫新闻工作者，记者要

多向社会学习，因为记者的活动天地就是

社会。 他认为，记者首先要政治上坚定，但

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 还要思想敏锐、
业务过硬。 而搞外事报道，还得通晓天下

大事，能认识和掌握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

的规律。 1957 年 5 月 21 日，周恩来同新

华社记者谈话时指出：“要当好记者，就要

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 ”輥輵訛他说：“作为一

个记者，不 能 看 见 一 个 什 么 现 象、听 了 一

句什么话就照写照录，而应该有所选择。 ”
这是因 为，“许 多 事 情 从 现 象 上 看 是 简 单

的，但是它们却常常包含着许多非常复杂

的问题，有许多微妙的地方”。
周 恩 来 还 常 常 为 记 者 创 造 采 访 条 件

和学习条件。 有一次，他会见外宾，见徐熊

写完消息就走了，当即通知秘书把徐喊了

回去。 送走客人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徐说：
“你们在一旁听听，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
便于做好报道工作嘛。 ”周恩来谆谆告诫

《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国外有史沫特莱、
斯 特 朗 这 样 的 知 名 女 记 者， 国 内 也 有 杨

刚、子冈、浦熙修这些女记者，她们工作都

很出色。 你要好好向她们学习。 ”輥輶訛

周 总 理 深 知 记 者 的 甘 苦。 陈 寰 回 忆

说，1957 年以前，规模不大的中型宴会一

般没有记者的席位。 而在这类宴会上，常

常有很重要的即席讲话。 记者如果站在屋

子里 听 记，实 在 有 碍 观 瞻，只 能 站 在 门 边

或 窗 外 听 记。 这 些 情 况 周 恩 来 都 看 在 眼

里，记在心上。 那以后，一般的中型宴会甚

至小型宴会都有了记者席位，记者的工作

就方便多了。
周恩来考察新闻业的视角不是着眼于

行业化的新闻传播， 而是通过新闻媒体进

行政治性的宣传。 周恩来新闻思想从政治

家的角度出发， 认为新闻传播活动属于上

层建筑的范畴， 其新闻思想的出发点首先

考虑的是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的

普通民众的利益， 从宏观层面上提出新闻

工作的地位作用、原则，从微观的层面上提

出了新闻队伍的建设问题。 既带有“法”的

特征，也带有“术”的印记。 如何站在当代中

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科学地对待周恩来新闻

思想， 是当代每个业者和学者都应该思考

的问题。 转型时期的中国新闻工作，仍然要

坚持周恩来新闻思想的精髓， 为社会主义

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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