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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事业是与党同时诞生、同步前进的，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1920.8－1949.10），前后共30年，几乎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党的报刊事业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壮大过程。
据不完全统计，由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各机关、部队、团体及个人在这30年间所创办
的各种报刊，总计不下4500余种。
其中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报刊约2470种，人民军队报刊约1020余种，群众团体报刊约1030余种。
毫无疑问，这些党报党刊是反映新民王主义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现象的重要文献
资料来源，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新闻史具有极重
要的史料价值。
　　诚如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曾指出的那样，革命的迅速胜利是同党的出版物有联系的。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或学术界一直未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报刊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全面
、深入、系统的研究。
改革开放近30年间，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有目共睹，先后出版
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和教材，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的论述也能见于其中之章节或片断。
但显而易见，若从学术专题研究所应具备的深度、广度和力度诸方面的要求来审视，确实还存在着较
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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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在体例上，可以说是集史论、人物列传、报刊目录提要为一体，
深得中国传统史书体例之精华。
既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书中所涉及的资料来源，上及国家级档案馆、图书馆，下及各地市、县乃至私人收藏，无及海外，可
谓搜罗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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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1920.6－1923.12）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孕育和诞
生　　一、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报刊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报刊，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921年7月1日）前后的两个不同阶段。
在党诞生之前，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即后被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发起组”），在筹
建共产党组织的过程中创办了一批报刊，这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报刊。
　　五四运动时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统一
战线就此产生了分化，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及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迅速转向，走上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他们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国救民的普遍真理，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应是中国革命成功和中
国人民解放的必由之路。
同时，随着反帝反军阀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中国无产阶级大踏步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从自在阶
级发展成自为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局面业已形成，因而建立工人阶级革
命政党的任务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和俄共（布）的指导和帮助下，1920年8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早期
组织率先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
随后，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及海外的日本、法国等地的共产党早
期组织也相继成立。
其时，为了正确指导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走向胜利，进一步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亟需拥有自己的舆论工具向社会及民众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基本知
识，以便明确表达本阶级的意志，并为党的正式创建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这样，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我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报刊也就应运而生。
　　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报刊主要有三种：　　1.由原资产阶级民主报刊转化成面向一般读者的报
刊。
最显著的是改组后的《新青年》　该刊原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个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是开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后来中国共产党另一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加入厂编辑部，在《新青年》上发表大量歌颂俄国十月革
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章，使得该刊社会主义因素激增。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此为《新青年》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刊物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刊物的标志。
改组后的《新青年》，加强了对广大读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但仍然不失原来同人刊物的
色彩。
又如《广东群报》，原为谭平山等人于1920年10月在广州创办的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份报纸
。
1921年春天，谭平山等人在陈独秀的倡导下组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将该报改为广州共产主义
小组的机关报。
　　2.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为对象，为建党做准备而创办的理论刊物。
这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的秘密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该刊由李达负责主编，编辑、出版和发行都是秘密的，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必读教材，更是中国共产
党各地早期组织交流思想、沟通情况，准备建党的一条重要纽带。
该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其任务是为了宣传在中
国建立一个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
陈独秀在其创刊号的《短言》中明确主张，“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二是政
治的使命”，只有“跟着俄国的共产党”，试验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劳动者才能逃
出被中外资本家奴役的境遇，并宣称“我们的信条”是“一切生产：亡具都归劳动者执掌”。
　　3.向工人宣传劳动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通俗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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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工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随即在工人中活动，他们组织
工人俱乐部，成立工会，举办工人夜校。
并相继创办了以“劳动”二字命名的我国第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为读者对象的通俗工人
报刊。
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8月创办的《劳动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的《劳动音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0月创办的《劳动者》；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于1921年2月创办的《劳动
与妇女》等。
主要编纂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邓中夏、罗章龙、梁冰弦、刘若心、沈玄庐、谭平山等。
这些刊物多为32开本小册子，其共同宗旨是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促进
工人的团结，进一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被工人们看做是自己的“喉舌”、工人解放的“明星”。
由于它们出版的背景、基础、宣传宗旨、读者对象、编排版式基本相同，当时被称为“兄弟刊”，在
工人中很有影响。
它们的出版昭示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先进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
动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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