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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区时期中共不仅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而且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载

体工作，明确要求“党要将红色报刊拿在手里”。新时期开展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研究，探索苏区思想

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的特点和成效，并在新媒体视阈下提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合力”、“载体优化”、“载体

外延”的观点。这对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优化配置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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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Media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Areas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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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PC not only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judgment:“The political work is the lifeline of
the Ｒed Army．”，but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work，and explicitly demanded that“The CPC must control the red publication”during the peri-
od of the Soviet Areas． In the new era，carrying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mass media carrier of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Areas，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iciencies of the
carrier，and putting forward the views of inno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join forces of
carriers”，“carrier optimization”，“carrier extens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media have th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carrier the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new media．
Key words: Soviet Areas; media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w media; con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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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最早是作为一个科技词汇出现于生物技术领域的，特指运载细胞信息的工具。上个世纪 90
年代，载体这个概念开始被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语境，学界普遍将其看作是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

的纽带，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传导平台和外在基础; 从活动主体和方式差异区分划分，思想政治教

育载体主要分为活动载体、管理载体、文化载体和传媒载体。［1］( p240) 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是“去塞



求通”的号角，“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弃。”［2］( p2) 当前对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著仅有袁征

所著《中央苏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国期刊网查询到的论文仅有 5 篇。在新媒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关注的热点的当下，学界对苏区传媒载体的研究较少。本文拟对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展开

讨论，求教方家。

一、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发展的缘由

“革命”这个词在过去一个世纪震撼了整个世界，同时也成为百年来政治事件的话语模式。中国共

产党刚成立，就接受了“苏维埃”政权体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宣称:“本党承认苏维埃管

理制度，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3］( p3) 之后，共产

国际在《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中，也明确地表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苏区是马列主

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伟大实践产物，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中，不仅提出了“政

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论断，而且明确要求“党要将红色报刊拿在手里”，高度重视新闻出版工作，并

重视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这是因为，在党的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工作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
1921 年，《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在党的一大通过，决议提出“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

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报等，且一切出版物均应受党员的领导”。1922 年，《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

决议案》再次对党的一切定期或其他的出版物作出明确指示。大革命时期，红色大众传播紧紧围绕党

的中心任务为革命事业摇旗呐喊，党的创办报刊的经验和党全面领导新闻宣传工作的原则，在苏区则进

一步传承和执行。1928 年，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党的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决定，提出了“肃

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任务，成为苏区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

案》中，对报刊创办与党建读物出版作了规定，认为“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

物宣传，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要求“在党各临时政治运动中，应注意与改善传单、宣言、小册子的内

容及印刷”。［3］( p9) 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又制定了周密的宣传工作议案，对于党的理论指导机关报，如

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红旗》等，提出亦应注意到扩大推销到广大群众中去。中央这一新的指示精神

后来在苏区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从而推动了正在孕育萌发的红色新闻出版与印刷发行事业的发展进程。
1929 年红四军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会议，着重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问题。决议强调指

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的思想教育，改变过去无计

划的任其自然的状况，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4］( p727) 这次会议对于苏区的新闻出版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并起了推进作用。为了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红四军前委、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等机关，先后编

印了大量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党员训练材料，向所有党员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

建党学说，介绍党的基本知识。苏区时期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全面宣传党的主张，革命根据地纷纷

创办自己的报刊，开展文化建设，出版书籍是非常必要的。这是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孕育并兴起

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为提高苏区工农群众和红军官兵的政治觉悟，广泛开展土地革命，粉碎国民党

的进攻，需要创办红色传媒，以加强对群众的时事教育和实际工作的指导。因此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

载体的兴起，也是苏区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的特点和成效

( 一) 多样性
1． 标语、布告、传单是苏区最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1928 年，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强调要“经常用党或苏维埃名义出版各种传单、宣言、标语、歌

曲”，去“积极宣传苏维埃的内容理论及工作”，以扩大革命的影响。毛泽东也在 1929 年《关于纠正党内

的错误思想》再三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毛

泽东刚率部进入井冈山，就亲自率领战士在街头巷尾向群众革命宣传。他们刷写朗朗上口的标语，发放

传单，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过程中，红四军也是用贴标语、发布告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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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阶级观念，进行群众动员。
苏区时期战争频繁，印刷物资匮乏，红军专门设有文字宣传组，宣传队员拎着石灰桶，在部队路过的

墙壁上刷写口号标语。因此，“每到一座县城，三个小时以内，红军宣传工作达燎原之势”，老百姓则说:

“红军到达，满村火红。”他们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和四言诗向人民揭露国民党“分裂火拼”和土豪劣绅“重

息重租”的阶级压迫。2013 年底，一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 27 号》被发现( 该布告

现存中央档案馆) 。当时标语尽管曾有大量的印刷张贴，然而经过艰苦战争环境历时 60 多年还能保存

完好更为不易。标语、布告、传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鼓动性和彻底的革命性，成为苏区根据地最

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2． 新闻出版印刷是苏区最主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只有当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并打破他们原有价值观、道德观和安全观等桎梏，农民才可能真

正被动员起来，革命才可能成功。”［5］那么，依靠何种方式才能真正把革命的力量动员起来呢? 毛泽东

指出:“怎样去动员? 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

员。”［6］( p481) 在这红色大地上，作为党的重要喉舌，新闻出版业也如火如茶发展起来。“据《江西苏区图

书出版物研究》，苏区时期出版的图书就有 428 种。《中央苏区报刊图史》表明当时各种报刊种类已经

达到了 312 种。”［7］

1931 年苏区成立中央出版局，负责出版工作的管理和检查，对省、县苏维埃政府出版机构实行业务

领导。中央机关均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影响最大、发行面最广的是《红色中华》。1933 年根据临时中央

政府规定，苏区各省均设立了编审委员会，江西各苏区创建不久即成立党报委员会，自力更生开办印刷

厂。苏区个各省、县苏维政府文化部均编辑出版了各类课本，编印各类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100 多种。这

些教材不仅注重基础教育，而且具有强烈针对性，使政治教育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在发行方面，苏区

各省苏维埃政府均成立了发行部总、发行科，管理各省书刊发行工作，各苏区省的出版单位直接办理书

刊发行销售工作。遍布苏区域乡的各级赤色邮局，也承担部分书刊发行业务，是苏区书报发行网络的一

个重要部分。苏区各地还建立了由国营赤色书局、定点推销代办处和群众流动叫卖队构成的书刊销售

网络。
3． 红色中华新闻台是苏区最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1931 年 11 月 7 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被许多通讯社收到，这是由刚刚成立的

中华新闻台发布的第一条电讯。红色中华新闻台是用缴获敌人电台创办，是我国最早的红色广播电视

机构。在当时条件极艰苦的情况下，新闻台白手起家，主要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的文字广

播，并对外发出新闻稿件，扩大宣传。1933 年 8 月 10 日《红色中华》发表的《论目前“红中”的任务》证

实，“苏维埃的斗争，不能关起门来，要传到国民到统治的区域，要传播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新华通讯社

现存有毛泽东“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的文件( 在瑞金叶坪村红中报社旧址内陈列) 。这是 1934 年毛

泽东就“日本发表关于对华政策一事”，向记者发表的公开谈话。此谈话由红色中华新闻台对外播发。
另中央档案馆现藏有 1936 年出版的《救国时报》，9 期上刊发了《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广播电台上与法国

记者的谈话》。笔者以为此文应是毛泽东利用广播电台，就红军抗日问题向法国记者发表了谈话，后在
《救国时报》上发表。这两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说明当时瑞金不仅有了无线电播，而且向苏区以及白区

广泛传播党的指示、决议等。红中社播发的新闻不仅对苏区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对白区舆论也产

生重要的影响。
( 二) 群众性

“宣传工作不能无的放矢，必须要看对象，要与群众相结合，做到有的放矢。”［8］( p78) 毛泽东认为，了

解群众是宣传工作大众化的焦点所在。“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

不看听众么?”［8］( p78) 共产党员做宣传，务必要思考自己的演说、文章面对的听众是谁、面对的观众是什

么人，就是要把握好对象，否则就难以让群众接受。“大众”即群众; “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与
“大众”动态结合的路径、方法、方式等。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大众化就是用群众易于接受的，便

于传播的平台、媒介对人民大众进行时事政策的宣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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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布告、传单具有鲜明的群众性和鼓动性，是动员农民革命极为重要的方式。1931 年，毛泽东

在为总政治部写的通令中，要求苏维埃政府、人民团体和各界联盟广泛举办《时事简报》，以解答群众革

命生活中的困惑和疑问。《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

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9］( p259) 在图书出版领域，一方面，加强马克思

主义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呼吁多著一些高质量、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读物; 另一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的原则，深入大众生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道理贯穿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问题上。
针对群众文化程度低，党和红军还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口口相传的唱山歌形式。闽西地区向有“山歌

之乡”称誉。长期以来，人们把山歌作咏物、言志的重要手段，革命赋予了山歌新的内容，使之焕发出革

命的风采。歌谣采用当地山歌、小调的原有曲调，填上革命新词而成，所以更加贴近群众的生活，易于被

群众所接受。这些革命歌曲的产生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的需要，也是当时根据地建设、土地革

命生活的生动反映。在革命宣传中，苏区始终注意指导思想宣传工作者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

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 三) 特色性

在苏区文化建设上，瞿秋白发表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重要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他明

确指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

政治的‘留声机’……艺术和煽动并不是不能并存的。”［10］( p67) 针对苏区农村缺乏文体活动，创造性地选

择了艺术化、形象化的传播手段，包括漫画，邮票、戏剧、山歌等，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把理论创新成果

普及化。这种图文并茂、潜移默化的宣传方式，是苏区革命理论宣传普及的有效途径。
苏区的新闻漫画诞生在中央政权的摇篮里，形象生动，幽默风趣，与其它文化形态，共同组成了意识

形态宣传阵地。毛泽东对漫画宣传极为重视，“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

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1］( p58) 它将鲜明的政治理论与战斗性，用艺术化的构成

方式，用大众化的传播方法，去影响和号召苏区民众，为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凝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

权史时上新闻漫画的绚烂开篇。毛泽东对国民党的图画宣传也给予了肯定: “各军政治部图画宣传做

得很不少，尤其是在战时，于军行所至之处张贴图画很多，对于民众影响很大。”［12］为适应战争需要，部

分革命根据地建立赤色邮政，发行赤色邮票。根据史料分析，1930 年赣西南赤色邮政发行的邮票，是中

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邮票。黄亚光设计的邮票图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邮票上的旗是当时赤

卫队用的红旗; 邮票上的红军装束就是当时红军的装束; 邮票上的红军战士作战图，就是当时革命战争

的场面。为了加强政治宣传，苏区还在中华邮局寄往国民党统治区的信件上加盖宣传戳，如“彻底分配

土地废除苛捐杂税”、“消灭军阀混战”等。这些激昂的文字像一把把尖刀飞向白区，插在敌人的心脏。
苏区时期的漫画，邮票、戏剧、山歌等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途径，群众容易

理解其内涵并接受其思想，具有强大的渲染力和感染力，增强了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和彻底性。

三、苏区思想教育传媒载体的当代启示

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载体是动态的，必须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创新。
( 一) 拓展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合力”
苏区宣传除在书面文字以外，还有口头文字，红军战士和群众中传唱的“口头文学”凸显特色。歌

词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使之成为宣传众的重要宣传手段。邓子恢曾风趣地说: “我这个宣传部长，

实际上是山歌部长。”1930 年，何叔衡女婿陈刚《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写道: “赣西南标语、壁画随处可

见，宣传方法有河流宣传—标语写在木板上，在各处河流里漂流，空中宣传—布告挂在孔明灯上，任其在

天空飞去。”标语宣传从墙壁上、木板上发展到大江南北、海阔行空，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宣传。山歌标语

和新闻出版、广播电台等一道构成了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全方位的宣传格局。当前，单一的载体模

式在新媒体语境下已经显得无力。打造一个全新的载体平台，生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合力，已成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视域。
首先，注意不同传媒的优势互补，发挥多种传媒的综合效应。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各有不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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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各有独特的优势，两者应相互促进，以形成一种 1 + 1 ＞ 2 的综合效应。恩格斯指出:“许多力量溶合

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

差别。”［13］( p66) 同样，多种载体的有机协调、综合运用，必然会形成高效的教育态势。
其次，拓展新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升新媒体载体价值。新媒体视阈下，“网络平台当下成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肥沃土壤”，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与传统传播方式

不同，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一开始只是把网络看成教育媒

介开展教育活动，但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凸显的文化社会意义日渐丰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涵已经超越工具性层面而被重新审视。
再次，推动新媒体载体互动，扩大“合力影响”。新媒体工具的先进性、形式的多样性，使它成为具

有不同传播目的各种传播者不约而同的工具选择，实现资源共享，不仅如此，载体还能够紧密联系思想

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双方进行紧密互动，“使得受教体的参与度得以增强，更易于主体

对客体施加影响，引导客体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4］

( 二) 加强新媒体管理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优化”
在纸张和印刷设备极度缺乏的困难条件下，苏区为了发展新型的文化教育事业，石印、油印或木版

印刷等一齐派上了用场。瑞金就曾用古老的木版印刷方法，印刷了一批《共产党宣言》、《红色中华》。
编辑部在培训通讯员的过程中，也一直强调到工农群众中去收集材料的重要性，“应该跑到田野里，找

几位农民同志来谈话，实际的考察他们，你应该跑到村子里去，找找红军家属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从他

们的谈话里面，知道他们的实际生活以及他们的战争动员工作。”中国的偏僻农村，最显著的是许多不

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红军与白军，每个士兵都能分别能解释。这表明苏区思想政治

教育在人员素质的提高，管理的创新等方面非常重视，使先进思想理论在苏区得到了广泛深入地传播，

真正做到了入耳入心。近年来，运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较大成绩，要加强新媒体管理机

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优化”。
1． 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阵地。
相对于苏区载体而言，所谓高起点可以理解为当前的建设所拥有的客观物质条件、可供利用的资源

条件以及文化传播的技术条件等都大大改善了，为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阵地提高了新的平台。当

前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亟待的首先是在偏远地区不能实现网络的全覆盖，不能很好的满足民众上网的

需要; 其次是网络运行速度慢，给学习、互动参与带来了困难。
2．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媒体人才培养

由于对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伍的建设方面投入的编

制不足，这影响了新媒体进行思想教育的实效性。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职人

员比例很小，以高校为例，更多的是辅导员承拉此项工作。但是，不论是专职人员，还是兼职人员，多数

思政工作者缺乏较为系统的新媒体技术、现代传播理论知识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学习。无疑这会直接

影响到利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
3． 利用新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思想政治教育

开放性、虚拟性和多元性的信息传播使我国传统的思想教育面临着挑战，人们在多元、多变、多样的

思想面前不再被动接受媒体的灌输，不再单纯的追随核心价值观，出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必须加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凝聚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网络宣传阵地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当前，一是要创建红色网站，在网上向人们系统地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是设立各种主题性网站。
主题网站是在特定时期为某项重大事件进行信息传递、理论宣传时设立的媒体平台，只有这样，网络载

体的教育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优化提升。
( 三) 关注西方媒体，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外延”
苏区宣传不仅立足根据地，而且在白区也拥有地下红色报刊，对苏区的斗争进行报道。在上海，党

直接领导下的“左联”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瞿秋白整理翻译《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

论文集》，这是我国传播马克思论文艺的开篇巨著。在北京，被誉为“革命文化的堡垒”生活、读书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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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三联书店”，革命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白区士兵，军队均办有壁报，名叫《政治简报》，“文子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要使他

们一看起一个印象。”苏区一方面武装革命，“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一方面反击国民党的诽谤污蔑，

“发动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舆论上占领了制高点。
当前，西方企图占领全球话语权，对华文化强势输出，意识形态攻势向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享

乐拜金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的“大简化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

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社会思潮具有理论性、系统性，极具隐蔽性和蛊惑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

战，妄图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鼓吹的的“民主宪政”，是继“普世价值”之后的另一种错误

思潮。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固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阵地。同时，西方利

用科学技术优势，抢夺网络控制权，利用现代传媒进行思想渗透，力图确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最典型的是利用广播电台、电视和网络进行覆盖式宣传，境外反华网站实行“西化”、“分化”战略，大肆

散布攻击我国改革开放的谬论，歪曲诋毁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15］据 2014 年 7 月 2 日《中国青年报》发

表的留德博士孙进文章称，BBC 公布的 2014 年全球民意调查，传递出让人吃惊的数据: 德国是对中国看

法是最负面的国家，该国竟然 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为何德国对中

国的看法却如此负面呢? 孙进认为，德国媒体长期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是主要因素。美国的 CBS、CNN
等媒体也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文化渗透规模大、覆盖面广，发布的信息量是其他国家总信息量的一

百倍。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西方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路径，耗费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

竟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15］

当下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直接的思想宣传高科技平台，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利用媒体加剧“颜色革

命”，网络成为双方意识形态斗争的又一个战场。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外交内

政和改革开放都在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与西方媒体进行

交流、交融、交锋，反击对中国的不实报道和鼓噪，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同时走出国门，利用境

外媒体，提高对外沟通的观念和能力，日积月累地改变西方世界，让世界认识、理解、认同我们，已成为一

项刻不容缓的国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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