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8 卷 第 3 期 2025 年 5 月
Vol. 78

 

No. 3
 

May
 

2025. 005-014

DOI:10. 14086 / j. cnki. xwycbpl. 2025. 03. 001

报纸成为人民群众的“新闻教科书”
———对解放战争时期工农通讯员教育实践的考察

田中初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工农群众成为新闻通讯员是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 为了帮助文

化素养低下的工农通讯员参与新闻采写实践,许多报纸利用发行量较大、出版周期较短、贴
近基层社会等优势,开辟出相关的专版或专栏,面向广大工农通讯员实施新闻业务教育,以
期让他们懂得“怎么写” “写什么”和“怎么改” 。 “怎么写”让工农通讯员习得新闻采写的基

础知识;“写什么”指引工农通讯员知晓革命动员所需要的文本呈现内容;“怎么改”则鼓励

了工农通讯员的知识应用进而激发其社会主体感。 在这样的多重作用下,报纸发挥了“新闻

教科书”作用,推动一大批工农通讯员在与我党的同频共振中融入“党的新闻工作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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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掀起了经济翻身、政治翻身、文化翻身的热潮,广大

人民群众在翻身运动中做了主人。 在新闻传播领域,当时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基层工农群众以“工

农通讯员” ①的身份投身新闻传播活动,成千上万的工农通讯员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②。 通

过采写新闻报道,工农通讯员成为联结党和人民群众的“中介” ,在信息沟通上实现了“从群众中来”
以及“到群众中去”的可能,促成了党和基层社会的紧密互动,也保障了群众路线在新闻传播领域的

落地生根。
近些年来,在不断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背景下,工农通讯员作为我党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的

一个特色群体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相关文章从工农通讯事业发展概述、工农通讯员的动员策略、知
识分子和工农通讯员的结合、工农通讯员如何在党群关系建构中发挥作用、工农通讯运动的组织开

展等层面展开了探讨,使得历史维度的工农通讯员面相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饱满[1-6] 。 然而,新闻采

写毕竟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新闻业务知识,那么,对于文化水准和新闻知识都非常欠缺的工农群

众来说,他们如何可能扮演“新闻传播者”的社会角色是一个需要细致探究的“谜题” 。 其中,对工农

①

②

本研究所聚焦的工农通讯员,是党报通讯员队伍中的一个类别,它与干部型通讯员、知识分子型通讯员等一起构成了党报通讯
员队伍。 工农通讯员突出了通讯员的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属性,其来源主要是基层的工农群众。 鉴于当时的社会情境,工农通讯员队
伍中的主要群体是农民通讯员,他们由部分工农出身的区乡干部和村干部、村民组成。 另外,基于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城市办报的实
践,从工厂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体中产生的工人通讯员也构成工农通讯员队伍的一部分。

1944 年 2 月 16 日《解放日报》刊载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发出“全党办报”的号召,同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
文化教育工作会上发表的《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全党办报” ,起到了把“全党办报” 定型、固化以及
推广的作用。 因为有了“全党办报”的要求,工农通讯事业可以依托比较健全的党组织体系全面铺开。 因此,1944 年是工农通讯事业
组织化、规模化、基层化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到解放战争时期,出于解放区社会改造和战争动员的迫切需要,成千上万的普通工农群
众投身通讯员队伍。 虽然尚无数据进行总体统计,但从各地的总结中也可窥见当时的工农通讯盛况。 如:在 1946 年一年中,山东鲁
南地区工农通讯员由 1583 人发展到 2389 人,在 292 个村中组织起 442 个工农通讯组( 《在一二等村里成立起通讯组来!》 ,《鲁南时
报》1947 年 2 月 10 日第 5 版) ;胶东地区也不甘落后,1947 年该地区的新华分社已经有工农通讯组 3598 个,工农通讯员 18670 名,分
社通联科每月来稿有 16000 篇( 《工农通讯运动要再向前进一步》 ,《群力报》 1947 年 2 月 7 日第 2 版) ;到 1948 年春季,《盐阜大众》
拥有工农通讯员 8500 多名,在 4 个月中收到的 24800 多篇来稿中,工农通讯员的来稿占到 80%(郁启祥:《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盐
阜大众报〉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 (第 28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83 页) ;到 1948 年 4
月,华中淮海地区已经有通讯员 10605 人,其中工农通讯员 7437 人( 《淮海通讯运动广泛深入》 ,《新华日报》 (华中版) 1949 年 1 月 6
日第 1 版) 。



通讯员的培养和教育就是一个关键的技术性环节,而过往研究对此关注相对偏少。 因此,基于当时

许多报纸开辟工农通讯专版、专栏的历史实践,报纸如何面向工农通讯员发挥群体性教育作用的专

题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王润泽据此提出新闻实践史是“中国新

闻学研究的新探索” [7] 。 也就是说,对新闻实践路径、环节、过程的历史考察,可以通过一些生动细节

的复现来凸显新闻传播的中国特色。 本文对这一专题展开回梳,就是希望给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

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群众办报”理念丰盈一些实践维度、历史维度的“血肉” 。

一、报纸作为“教科书” :工农通讯员培养的现实需求

自清末以来,报刊就已经成为中国最具革命性的传播媒介,况且在近代社会情境中,报纸作为最

普及的大众媒介,理论上可以到达每一个社会角落,影响每一位社会成员。 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我党领导下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 [8] ,是影响人民思想的“最有力的工

具” ,“因为它是天天出版,数量最多,读者最广的一种刊物,没有任何其他出版物可以与之比拟” [9] 。
因此,报纸的教育功能历来就受到我党的重视,特别是在交通不便、来往受限的革命根据地,报纸就

成为一种学习教育的好形式,甚至被誉为是“人民的教科书” ①[10] 。 1944 年,毛泽东在论述文化教育

的问题时曾经谈及:“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开许多会。 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

开会、开训练班了” ,所以他认为要把报纸当作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11] 。 简言之,革命的组织

和动员有赖报纸的传情达意和文字理性作为支撑,而报纸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教育人民群众的重要媒介。
对工农通讯员来说,报纸不只是政治学习的“教科书” ,同样还是学习业务知识、增强角色技能的

“新闻教科书” 。 这种新闻教科书功能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之下生成的,虽然苏区时期、抗战时期的一

些报纸(如《红星报》 《解放日报》 《边区群众报》 )就已经面向广大通讯员(包括工农通讯员)开辟新

闻通讯的教育专栏、专版,但主要面向工农群众进行群体性教育的专栏、专版却兴盛于解放战争时

期。 此间,随着工农通讯员队伍快速、大规模发展,以往主要通过报纸编辑部人员给个人写信指导以

及集中开会进行指导等方式显然已经是杯水车薪,而利用辐射面比较大的报纸对广大工农通讯员进

行教育,无疑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 对此,新华社冀中分社认为:用个别复信的方式指导工农通讯

员是一种“手工业方式” ,在“通讯基础日益巩固扩大” “稿件数量日渐增加”的情况下,“那种手工业

方式的指导方式已经不行了” ,于是他们就采取在《冀中导报》上开辟《通讯往来》专版的办法,把许

多稿件存在的问题,“分门别类地综合在一起,写成有系统的意见” ,以半月一次的频度在报纸上统一

回复。 报社人员认为,“这样综合许多篇稿子的意见,有系统、深入得多了。 只要同志们把那些意见

和自己写稿的具体情形联系起来好好地想一想,我们敢断定,比每篇提个三句五句意见贴在稿子上

退回去作用要大得多” 。[12] 因此,他们希望工农通讯员能把“对退稿信的热望,转到《通讯往来》上来,
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它会给予我们比一封信更多的东西” [13] 。 由此,以报纸为依托,一种面向工农群

众的新闻教育路径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报纸面向大众,方便报纸编辑部对工农通讯员群体进行广泛指导,于是在报纸上开辟与工

农通讯工作相关的专版、专栏就成为解放区各报纸的一种普遍做法。 如《冀晋日报》的《通讯学习》
专版,在开设之初就提出需要写作问题的研究和写作经验、培养工农通讯员及农村通讯小组经验等

稿件[14] ,从中可见该版面与工农通讯工作的密切关系。 山东《渤海大众》为“专门帮助咱工农通讯员

学习写稿、交换通讯工作经验和好办法”而决定经常出版《工农通讯》专栏,主要内容包括:经常告诉

大伙眼前要写什么稿子、怎样写,介绍写得好的稿子和写得差的稿子,和大伙研究写稿办法;介绍各

地工农通讯工作的情形,交换经验;表扬和介绍积极的通讯员和通讯组等内容[15] 。 《盐阜大众》报曾

出刊《盐阜通讯》专版,在第一期的《开头话》中直言:“ 《盐阜通讯》是为大家服务的,特别是为工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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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乔木在 1943 年 1 月 26 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报纸是教科书》一文中提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 ,他认为新闻工作者
光有一套“新闻学常识”是不够的,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
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 值得注意的是,该版内容是《解放日报》专门为通讯员而办的《新闻通讯》第 2 期,所以,
“人民的教科书”既是对新闻工作者办好报纸的期望,同时该版面本身也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教科书” 。



讯员服务的,因此,应该怎样办、如何办得好,希望大家动手、动脑筋,多多为它写稿,多多向它提意

见。 使它成为我们通讯员自己的业务园地。” [16] 后来,《盐阜大众》 还增设《工农通讯》 专版,9 天一

期,指导工农写稿[17] 。 除了介绍工农通讯员的写稿经验,还解说怎么写新闻、小通讯、小故事的方

法,并答复工农通讯员提出的一些写作问题[18] 。 随着各大城市的解放,面向工人通讯员的报纸教育

也同样得到重视,如《察哈尔日报》从 1949 年 3 月 10 日起开辟了《新闻通讯》专版,在征稿启事中,特
别希望有工人通讯员写稿经验、介绍帮助工农通讯员写稿好办法等方面的文章[19] 。 因此,报纸开设

通讯专栏或专版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工农通讯员采写能力的提高进行理论层面、实践层面、
思想政治层面的指导,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让广大工农通讯员知道“怎么写” “写什么”以及“怎么改” 。
从表面看,这种显性的知识输出和训练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提高工农通讯员的文字水平、采写能力,以
服务于解放区现实的新闻宣传工作;而其潜在的隐性功能则在于对他们进行报章文字表达的思维训

练,使之理解党所倡导的理论目光、工作方法,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文化素养和政治素

养的提高,将有助于工农通讯员从普通群众中脱颖而出,从而为解放区的基层传播、基层社会改造提

供人才储备。

二、怎么写:投身新闻采写的知识准备

对于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工农群众来说,面临着文化素养低下的传播困境,更遑论投身新闻采写。
因此,“怎么写”在报纸培养工农通讯员的过程中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知识准备环节。 为普及新闻知

识,报纸会发表一些适合工农通讯员阅读的关于如何搜集材料、如何制作新闻标题、如何保证新闻的

真实性等指导性的文章,让他们对新闻采写有基本的感性体认和知识铺垫,并且通过意识形态植入

的方式来标定工农通讯员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以调动其革命情绪。
对于“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工农群众来说,用工具干活才是他们最熟悉的角色行为,用笔来

进行新闻采写实在感觉太过陌生。 有的工农群众不知道新闻通讯员是干什么的,当别人来动员时,
居然惊讶地说:“怎啧! 叫我跑信呀!”后经解释清楚才知道什么是通讯员[20] 。 很多工农群众担心自

己的文化水平低,认为不能参与新闻采写是普遍的心态:“咱大老粗,哪能会写文章!” “我已活了半

辈子啦,还能写稿吗? 咱人老心笨,天天手不离锄,哪有心事捣弄笔杆。” [21] “自己肚里没墨水,连话

都讲不顺溜,怎样能上报?” [22] 针对工农通讯员反映的这些无感、畏难心态,有关新闻采写的一些基

础知识介绍就成为这些专栏、专版的常规内容。 山东《滨海农村》在 1947 年 4 月 27 日刊发的《这五

条不能少》 ,就清晰明了地介绍了稿件的五要素: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在什么地方发生的;都是哪些

人;是个什么事,写事情的经过;现在怎样了,以后可能怎样[23] 。 《鲁中大众》报曾经在《文化翻身》版

面中开设《啦啦写稿》专栏,介绍新闻采写的系列基本知识。 如 1947 年 4 月 2 日在专栏中刊登的《不

能都写成一个样子》文章,就针对来稿千篇一律的问题,指导工农通讯员写稿如何写出“不同的地方

来” 。[24] 为了让工农群众好读好懂好记,一些报纸就把新闻采写知识做了通俗化的转化。 《冀中导

报》上发表过一首《写稿歌》 :
想要写稿别发愁,搜集材料要讲究。 有了材料细细想,怎样煞尾和起头。 定出提纲有条理,

抓住中心别胡诌。 定出题目再细看,无用字句一笔勾。 写完拿着找人看,虚心听取别嫌丑。 最

好写谁找谁念,他的事情了解透。 哪处不对叫他说,这样修改最讲究。 文盲同志不能写,别人代

笔别害羞。 集体写稿办法好,多写稿子多研究。 整理好了马上寄,切莫失去好时候。 假如你能

常常写,稿子一定有成就。[25]

这首言简意赅的歌谣完整地梳理了写稿的整个过程,后来不少报刊都曾转载。 而《冀中群众报》则曾

以快板的形式来教导大家:
写稿同志们听我学:顺口溜,数来宝,大鼓书,小歌谣,街头诗,和小调,大洋片,也挺好,农民

们,都喜好,又爱听,又爱学,中的用,真不小。 这类稿,不算少,好多的,登了报,也有的,退回了。
为何退,为何登,这道理,来说清,最大毛病是空洞,光喊口号没内容,几句名词来回用,着人听了

脑袋疼。 ……想写好,不费难,有个诀窍咱谈谈,要写真人写实事(儿) ,苦乐悲欢都有劲(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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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边材料多,你别关门造大车,找了材料你再编,巧媳妇难做无米饭。 要写老乡们心里话,
千万你别闹字眼。[26]

短短的一段快板,不仅介绍了稿件的体裁,还对什么是好稿件、什么是坏稿件做了对比,让读者心中

一目了然。 不同于教科书的新闻理论知识体系化介绍,通过偏向工农群众语言的在地转化,这些顺

口溜、快板、歌曲用工农群众所喜爱的方式,把写稿的体裁、内容、语言等要求以要点性说明的方式、
以朗朗上口的方式呈现出来,有助于工农群众对新闻基本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从而起到“听声识理”
的辅助效果。

为了增强指导工农通讯员的及时性,一些报纸就利用中缝或者报名旁边的报眼位置来刊登相关

内容,这种版面安排方式比定期出版的专版、专栏形式更机动,而且增加了业务知识和工农通讯员的

“见面频度” 。 《苏北日报》曾在报头边上的两只报眼刊登指导新闻业务的文字,每天七八百字,一个

月就有两万多字,内容不比一本新闻业务刊物少,而及时性和广泛性却要远远超过业务刊物[27] 。
《苏中报》的中缝有一个固定栏目《通讯工作》 ,其作用之一就是介绍新闻报道的基础知识。 针对一

般来稿中存在公式化、一般化,没有中心、不写群众、不写典型等问题,先后发表了《提倡做什么写什

么》 《一个新闻有一个中心,一个新闻说明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把新闻写得通俗些》 《我们怎样帮助

工农干部写作》等文章予以辅导[28] 。 苏中《紫石大众》的中缝刊登过一篇《大家来写叙事的小调儿》
文章,建议叙事的小调着重写一件事情,要有名有姓、有头有尾,前前后后,交代得清清楚楚,就像是

把一件事情用小调儿编起来,像是说故事[29] 。 这篇稿子提出的“叙事”性小调,是适合工农通讯员新

闻采写的一种创新,既适合了工农群众的口味,又可以通过增加叙事的内容来增强新闻的色彩。
工农通讯员的新闻采写并非单纯的信息传播,更是一种以革命为指向的社会动员,因此报纸在

介绍新闻知识时,注重融入“阶级立场” ,以此来凸显工农通讯员的社会身份和激活其革命热情。
《新察哈尔报》上写给工农通讯员看的一篇《写稿要真实》的文章这样写道:

咱们写稿,不管在本村黑板报上登,或是寄给报社,都要注意一个最要紧的问题,就是一定

要真实。 为什么写稿一定要真实呢? 因为咱们写稿,是宣传教育老百姓,是为老百姓服务。 为

老百姓服务,就不能有一点虚假。 无中生有,说谎话,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封建势力,欺
骗穷人的办法。 咱们的报纸,是老百姓的报,也是共产党的党报;村里的黑板报,也是一个村老

百姓的报。 咱穷人和共产党办事, 都是没有虚假的,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丝毫也不应该

马虎。[30]

短短的一两百字,不仅把新闻要真实的要求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给讲明白了,而且还上升到意识形态

的高度作出感性的划分。 《盐阜大众》针对工农通讯员不敢找批评报道材料的情况,把“怕得罪人”
的思想上升为“没有决心站稳立场,计较自己个人的利害” ,认为只有冲破这一关,才能找到“与工农

兵解放有好处的材料” 。[31] 通过这样的启发、引导,就赋予批评报道以正当性、合法性,让工农通讯员

更有勇气监督基层社会中的负面现象,从而有助于通过舆论的力量推进基层社会的治理和改造。
“怎么写”的教育对工农通讯员是富有成效的,如工农通讯员王洪恩看到《冀中导报》上刊登的

《写什么怎么写》一文时,“我连着看了三四次,很高兴,我今后写稿就敢写了,也知道点怎么下手了。
过去我写稿总认为自己写的不行,写的很多撕的也不少……” [32] 一些工农通讯员结合实践体会,会
从自身的视角写出对新闻采写的认识,再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启发其他工农通讯员。 如《黄海大众》上

登过工农通讯员写的一段快板,介绍找材料的经验是“听到也好,看到也好,做过的更好,只要事实

真,意思好,泥腿子说话不嫌孬” ,在写作形式的选用上“歌谣小调实在好,新鲜又灵巧,有趣故事和笑

话,不怕肚子笑疼眼笑小” [33] 。 在《嫩江农民》上,还刊登过农民通讯员写给农民通讯员的信,以自己

的经验来讲解新闻写作的要领:有啥写啥,做啥写啥,多写庄稼人的话,叫大伙都能懂。 编者在按语

中认为“这是互相学习的好办法” [34] 。 1949 年 4 月 8 日北平《大众日报》还专门刊登了《工人写稿经

验谈》的一组文章,内含 5 位工人通讯员所撰写的《这样咱也能写稿》 《写稿不怕人笑话》 《我怎样学

习写稿》 《不登也不灰心》 《当了通讯员得到的好处》等体会[35] ,这些文章以相同身份者的视角来进

行表达,可以增强学习者的共鸣感。

·8· 　 2025 年第 3 期



三、写什么:革命动员所需的文本导引

党领导下的报纸是以文本的方式来呈现革命实践进而推动革命动员,在报纸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哪些事情可以转化为文本、哪些事情需要重点报道、哪些事情可以不予报道等问题,就成为新闻

采写教育中的必修环节。 而对于生产、生活在基层的工农通讯员来说,由于经历、视野所限,“写什

么”经常是困扰他们的一个大问题。 如有的工农通讯员听说写稿就是写身边的事时,写成的稿件就

会反映猫吃小鸡、小孩摔碎饭碗被娘打结果要和娘“离婚” 、小学生种菜等五花八门的事情[36] 。 当听

说“好的坏的都可以写”的笼统要求时,就把写稿内容局限在批评和表扬的狭小圈子里,最后甚至发

展到互相打击或者无稿可写[20] 。 类似放任自流的新闻报道显然缺少革命动员的能效,因为报纸的

版面是有限的,出于我党领导下的报刊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的需求,报纸更需要的是与

当时革命形势密切结合的稿件。 因此,报纸刊登文章对采写内容进行要点式的说明,不仅能指明写

作方向,让工农通讯员知晓选择哪些生产生活内容进行媒介转化,还可以通过工农通讯员的报道,形
塑社会舆论氛围和情感倾向,把更多的工农群众召唤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

土改时期,苏北《黄海大众》在答复工农通讯员的一封信中说,写什么好? 一句话就可以答:写老

百姓怎样过日子。 为什么要写老百姓怎样过日子? 因为报纸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要指导老百姓怎样

过日子。 过日子不单单是一天三顿山芋干粥、捧牛屁股、下田干活、养大头儿子,凡是老百姓过日子

中所做的事情,如种庄稼、换工互助、纺纱织布、土地复查、站岗放哨、拥军优属、上春学冬学等,“一塌

括子都可以写” [37] 。 这些个体重复的生活“碎片”经由报纸的公开报道可以赋予公共的指导意义,赋
意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彰显。 针对每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很多时候报

纸对“写什么”会有更具体、更及时的规定。 如土改运动是解放区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报纸在这方面

的内容规约非常全面也非常细致。 《鲁中大众》的一篇文章这样引导:每个工农通讯员同志都写一篇

穷人受苦的稿子。 把自己所知道的或是自己亲身受到地主的压迫剥削写出来。 每人至少一篇,多了

更好。[38] 在此基础上,为了让采写内容更加明晰化,《鲁中大众》进一步刊文说明具体内容,呼吁工农

通讯员要“把以下几个问题,找实际材料,写成稿子” :穷人文化不翻身受的痛苦和吃亏的例子,地主

封建势力用文化统治压迫穷人的办法、例子,个人文化翻身的经过和参与写稿的办法和经验,介绍在

土改复查中、对敌斗争中黑板报起的作用以及怎样成立、领导、组织读报组等[39] 。 1948 年 7 月,《海

启大众》结合当时的实际工作,在一篇《眼前写什么稿子》的文章中要求工农通讯员围绕生产劳动中

的积极生产、检查评功以及互帮互助的情形,各区开展学习的成绩和典型,各区武装备战活动等内容

写稿[40] 。 依循这样的指向,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可以与我党在一时一地的中心工作密切呼应,报纸的

新闻文本与现实的革命实践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从而在社会传播中完成议题设置、引发情绪感染,使
党的号召、政策在群众心目中更具威望感和执行力。

在解放战争后期,随着部分报纸开始进城办报,需要迅速地让工人阶级成为新政权实施城市治

理的社会基础,于是发展工人通讯员也成为当务之急。 一些报纸在发动工人通讯员写稿时,也会对

“写什么”作出一些具体指示。 如山东《鲁中南报》在《大力发动工人同志写稿》的一篇文章中启发工

人通讯员:只要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不论生产学习,无不欢迎。 比如新海发电厂正在修理锅炉,这锅

炉是怎么修起来的? 遇到了些什么困难,怎样克服的? 在修理中谁工作最积极? 谁有了什么创造?
又如济宁的铁工厂,现在怎样制造了大批的农具? 怎样提高质量? 再如新海、济宁的工人同志,解放

将近一年了,在这期间自己在政治觉悟上的进步,文化与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劳资关系有哪些改

进,还存在什么问题,工人同志对各种工作的意见以及有什么困难等,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写稿材

料[41] 。 像这样的指示非常清晰、具体,对工人通讯员来说是很好的指引,也便于实际操作。 从更深

层次而言,这些导向和提示也有助于工农通讯员从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的角度进行自我阐释和自我

教育,这对工人群体主体意识的塑造有催生意义。
除了指明具体的写作内容之外,报纸还不断鼓励工农通讯员“做啥写啥” 。 《工农兵》 曾在《给

“工农兵”写稿办法》中启发大家:“自己做的事,自己最清楚,怎样做的就怎样写,你做的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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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写什么事情,只要这件事情与大家有关,详细地写下来,就是好文章。 自己知道别人的事,当然也

可以写。” [42] 《冀中群众报》特别鼓励写“眼下”在做的事,“咱眼下做着什么就写什么,比方咱们正闹

翻身分地呢,那就写翻身分地的事。 大伙觉着那件事该登登报,咱就写写那件事,说咱心眼里的话,
写咱自己的事,也写地主富农的坏事,为的好斗他” 。[43] 《黄海大众》上的一篇文章进一步解释了这样

做的理由,认为“工农同志,初初拿起笔来写稿,真不像扶犁梢耕田那样把用” [37] ,因此写稿要写自己

最了解、最熟悉的事,打个比方说,要我们泥腿子写或讲过去地主的压迫派干,大家包都说得活龙活

现的,能把听的人说得哭起来。 我们泥腿子都是在地主压迫派干底下熬过来的,怎么不最熟悉这些

事呢? 若是要我们泥腿子去写个洋学生怎么念书的,那只好大眼直翻[44] 。 让工农通讯员写自己正

在做的事情,由于有非常实际、生动的具象感知,因此也就容易写出实实在在的内容来。 “做啥写啥”
不仅让工农通讯员有话可说,写作变得容易,更重要的是个体层面生活的对象化审视和梳理勾连着

社会行动和秩序建构的合理性。 这些工农群众正在做的事情,往往也就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所发动的

需要群众做的事情。 这样,党的号召—群众行动—群众报道—更大的群众行动就有了螺旋向上的可能。

四、怎么改:知识应用与主体感激发

工农通讯员属于业余新闻工作者,新闻采写并非他们的主业,更不是他们的强项,因此用适当的

方式促发工农通讯员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卑到自信的转化,让他们有新闻知识的应用空间,进而唤醒

主体感的生长,许多报纸采用了一些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做法,让工农通讯员运用新闻知识的同

时也塑造了他们的社会主体意识。 比如通过刊登工农通讯员的新闻稿件并附带修改意见的“怎么

改”就是有效的方法。 当时,许多报纸开辟以“工农”冠名的新闻报道专栏、专版,既给工农通讯员提

供更多的发表稿件机会,同时又对他们的稿件在尊重原貌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
这样,通过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的方式,工农通讯员有机会参与新闻知识的实践与转化,从而激发了

在新闻采写过程中的主体感。
1946 年初,盐阜地区的《盐阜大众》开辟《工农习作》栏目,专门刊登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并予以具

体的点评,因为其“指导性强烈,能全面地指出各种不同的类型稿件的优缺点” ,所以“给工农通讯

员,尤其是新学写作的工农通讯员一副很好的借镜” [45] 。 1946 年 4 月 1 日,《大众日报》在第 4 版开

辟《工农园地》专栏,该栏目发表了很多“工农写工农”的作品,其中有的在农村剧团演出,有的成为

冬学教材[46] 。 山东《鲁中日报》 《鲁中南报》都开辟过《工农习作》刊登工农通讯员稿件,对第一次来

稿或几次来稿都没有采用的工农通讯员的文章,尽量优先发表以保护他们的写作热情和信心。 《工

农习作》还介绍提高写作水平的经验,表扬帮助工农写作的积极通讯员,介绍各地开展工农通讯工作

等,从而使“工农写,写工农”口号落到实处[47] 。 1946 年 6 月,《大连日报》针对“旧社会苦大仇深、解
放后初学文化”的工农群众开设了《工农园地》专栏,以工农群众的稿件作为学习材料,培养了一批

工农通讯员[48] 。 其中的优秀作品后来还选编成《工农园地选集》由大众书店出版,被著名作家阿英

誉为工农群众“文化翻身初期的里程碑” [49] 。 1946 年 8 月,《烟台日报》开辟《工农园地》专版,表示

“在这个园地里面,要专门登咱工农写的稿子” “希望通过这个《工农园地》 ,使大家能够慢慢提高文

化水平,练习写稿,学会看报” [50] 。 报纸通过版面调度,保证了工农通讯员稿件得以最大程度的纸媒

呈现,让工农群体的生产生活在社会话语中获得能见度,它的象征意义就是工农群众的主体地位得

到社会的肯定。 同时,新闻文本的生产过程也会塑造工农群众的一种新的话语表达方式。
这些专栏、专版同时也是新闻报道“以案说法”的阵地,让工农通讯员从一些“正面”或者“负面”

案例中获得启发。 为了增强对比感,专版经常把工农通讯员来稿原文照登,在错别字的后面加上括

号,里边标上正确的字。 同时,还加上编者的评介,具体指出稿件中的优缺点,以此来辅导广大通讯

员写作[51] 。 1948 年 2 月,《淮海大众》开辟了《工农学写稿》栏目,在第一期中就选登了工农通讯员

陈珍写的《崔三娘积极弄公鞋》 :“沭阳周集区周集乡老集村 14 号削(消)息:张庄崔三娘讨做公鞋飞

(非)常级级(积极) ,叫她弄一双公鞋,她一点不将(讲) 架(价) 钱。 她把鞋料领回家,三天就做好

了,鞋邦(帮)纳(衲)九行,鞋底纳(衲)得后(厚) 。” [52] 这种对稿件错别字的直观呈现,更方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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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提高。 在山东《群力报》 《通讯与读报》专版中,《工农习作》栏目把工农群众原来的稿子和改过
的稿子对照刊登;《编者意见》栏目指出一篇稿子的优缺点;《大家来改文》栏目鼓励大家一起来找一
篇稿件的优缺点。[53] 这样,一个版面的内容就让工农通讯员通过多种形式得到学习领悟和锻炼提高
的机会,因此大受欢迎。 一些工农通讯员赞扬《盐阜大众》的《工农习作》栏目:“以前只晓得写,那块
晓得什么缺点不缺点,也不晓得什么是中心” “ 《工农习作》说的真使我入窍,我时时刻刻想写稿就是
不会写,这一家伙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们一条写稿的门路” [54] ;有的工农通讯员甚至把《工农习作》栏
目称为永远忘不了的朋友,要“永久地保存着你!” [55] 后来《工农习作》因故一度停刊,结果在“好多
工农通讯员同志来信,要求继续出”的要求下复刊[56] 。 黑龙江北安机务段工人通讯员田雨中写了一
篇稿子后,刚好看到《新黑龙江报》的《工农通讯》专栏中有一篇《这篇稿子为啥没用》的文章。 他对
照着一读,感觉自己也犯了“一般化的毛病” ,于是就根据报纸指导重新写了一篇[57] 。 这些专版、专
栏把具体稿件的修改过程呈现出来,不仅让知识修补的个案变成公开表达的事件,还使文字背后的思想
观念、思考方法、阐释角度成为一种显性可学的知识,让工农通讯员通过自我阅读即可领悟内化。

报纸上还经常以回信、编者按、编后语等方式来讨论具体的新闻采写。 1947 年 2 月 21 日的《群
力报》上,刊登过楼东县铁口镇西牟家庄工农通讯员柳忠言写给报社编辑科同志的一封信,报告了村
里群众合力帮助一位家里失火贫农的情况,并询问这种“千家帮一家”的事情好不好。 报纸把这封信
原文照登,给错别字标明正确的写法。 在此基础上,又专门在信件的后面附言,请大家都来研究:这
篇稿有什么优缺点? 这件事处理得对不对? 并希望各村通讯员都开会好好讨论这封信,最好能在见
报后 5 天里,把讨论的意见捎到报社,以便在下期《通讯和读报》上刊登。[58] 把这样的信刊登在报纸
上,相信当事人看到之后会非常受益,而对其他人来说,又像是接受了一次新闻采写的业务学习。 给
稿件配上编者按或者编后语的方式,也有助于工农通讯员的业务学习。 太行版《新华日报》提倡在发
表工农兵通讯员来稿时要加上编者按语,以便使读者的理解与编者的意图结合起来。[59] 《冀热辽导
报》1948 年 3 月 20 日第 1 版曾经发表过三区棠梨沟村通讯员集体写作的《宝源棠梨沟农民分完土地
乐翻身》 。 这篇报道得到该报编辑部的很高评价,特意为它加了一个编后语:“这篇东西,我们除加了
一句导语和改了个别白字,原文一字未动……工农通讯员能有如此创作应受到奖励。” [60] 这段编后
语不仅是对作者的鼓励,也是对工农通讯员群体的明晰工作指引。 编后语还经常就报道的写作优点
和缺点进行指导,使读者能够得到直观的启发。 苏中《紫石大众》在刊登一篇《女民兵打坝》的稿件
时,编辑以编后语的形式进行点评,希望初学写稿的同志将这篇东西作为写稿的参考[61] 。 而报纸上
更多的是如何改进稿件质量的建议,《盐阜大众》就经常采用这种方法。 在一篇报道阜东县糜滩区郭
集乡陈庄村干部陈如兆带头缴粮被奖励一面飞机旗的新闻之后,编辑进一步提出三点具体修改意
见[62] 。 像这样的编后语表扬、意见和建议都很具体,既让人明白优点所在,也让人知晓缺点所存,既
涵盖新闻技巧,又指向“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 ,相当于给作者本人和其他工农通讯员上了一节问题
导向型的业务“微课” 。 这些“微课”清晰地展现了报纸编辑与工农通讯员的互动过程,它们让报纸
成为一个业务知识的互动平台,是特殊历史时期对报纸单向传输信息的一种功能改造,有助于实现
彼此间相对平等而坦诚的沟通,也有助于工农通讯员主体感的社会养成。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工农通讯员的主体意识,有些报纸还主动吸纳他们成为新闻作品的“评
价者” 。 在这方面《盐阜大众》就有好的做法,如在 1946 年 5 月 8 日的一篇工农通讯员稿件的编后语
中提到:先不指出这篇稿子的具体毛病,而是请盐城四区、射阳三区、阜宁东坎区等中心小组和工农
通讯员曹景虹、张福春、颜景詹、费余庆等同志先提意见来,然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以及编辑的意见
一起发表[63] 。 这种让“自己人”对“自己人”的稿件“发声”的做法,可以视为一种“兵教兵”的方式,
容易拉近说教的距离,是中国共产党“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方法论的显化和外化。 同时,评论他者
的稿件是对自身业务水平的提升和理论知识的凝练,也是一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教育,对评论者的主
体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结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新闻报刊一直都是中共进行政治、文化宣传的重要工具” [64] “世界

·11·田中初:报纸成为人民群众的“新闻教科书”



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过程中,恐怕还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面对这么多的目不识

丁的农民,也从未听说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运用通俗报纸来做农民的工作” [65] 。 报

纸是支撑革命行动的支柱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报纸作为“新闻教科书”发挥的作用,不是表面的教导

采写新闻这么简单,事实上它是一场对个体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普及型教育,其深刻性和复杂性体

现在对工农群众写作理性的培育、主体感的激发以及党的意图延展、党的工作方法推广等多重意涵。
以如此背景和立意观之,破解在文化方面具有先天劣势的工农群众如何参与办报这一“谜题”就有了

特别的意义。
考虑到革命情境中的新闻传播既注重事实又注重宣传的特性,对工农通讯员的培养自然也涉及

知识技能和观念意识的双重涵育。 工农通讯员在参与新闻采写之前已经成年,具备相对稳定的价值

观,因此,他们学习新闻采写的过程,也是自己思想价值体系重新塑造的过程。 就此而言,报纸作为

工农群众的“新闻教科书” ,是需要从表层知识习得和深层观念塑造如何“表里互应”的角度而加以

审视的媒介。 为了让工农群众以新闻通讯员的角色参与新闻采写,党组织、党报采取各种措施予以

细致的引导,其中利用报纸对工农通讯员进行新闻采写的知识传播就是其中的路径之一。 以报纸为

媒介,工农通讯员一方面学习到新闻采写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又在知识表象之下融入了中国共产

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观念。 在知识和观念并行的教育中,一大批工农群众由于具备一定的新闻采写

技能而接近新闻媒体,彰显了工农群众在文化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见度。 同时,通过报纸的教育,工
农通讯员意识到自己要代表工农群众为革命发声,在与我党的同频共振中融入“党的新闻工作者”队

伍。 由此,新闻采写成为塑造现代理性主体的中介,它促使工农通讯员对自身社会行动进行反思和

赋予意义,使其对现实的生产生活和革命行动展开对象化的审视、符号化的表达,其中就蕴含着意识

形态的调度、挪移和转译。 以何种立场理解新闻,以何种标准选择新闻,以何种形式书写新闻等等这

些环节都为党的意识形态的“自觉嵌入”和“自我内化”提供了天然的契机,包含看待生产生活的视

角、分析变化成因的路径、解释事件意义的构成……“新闻真实” “新闻选择” “新闻价值”等等新闻理

论的意涵也在这种普泛的传授互动中习得。 因此,报纸的“新闻教科书”意义就体现在通过看似事无

巨细的新闻事实表达、新闻立场教育、新闻写作评议等操作环节的知识输出,来引导工农通讯员完成

对党的新闻理论及其主导意识形态的涵化。
报纸作为“新闻教科书”所呈现的广泛社会性和底层特征对我党新闻教育的建构与历史反思具

有积极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理想的党群关系是一方面群众能够听到党的呼声,配合党的社会

建设规划;另一方面是党随时倾听群众的吁求,根据实际状况和群众反馈进行工作方式的调整。 这

就需要政党与工农群众之间势必要形成“信息、知识、情感的广范围、高强度互动” [66] ,因此也就需要
“一整套与之匹配的全新的传播构型”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将群众的声音诉求、文化表

达、信息接收纳入制度化的大众传媒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之中;二是通过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等方式

重塑能动的群众主体,提升群众的媒介素养与政治参与,使其有能力成为社会变革的发声者、行动者

与参与者。[66] 报纸作为“新闻教科书”成为一种新闻教育路径,使得“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群众路线
有了“落地”的可能,“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也能够在新闻实践中得到有力保障。 历史的回视犹有

当下的价值:在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的当下,以怎样的路径去引导、提升基层群众的新闻传播素养进

而改善新闻传播的生态品质,引导人们理性、有序地通过新闻传播参与社会治理,依然可以是一个常

思常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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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s
 

as
 

the
 

“ Journalism
 

Textbook”
 

for
 

the
 

Mass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s
 

for
 

Worker-Peasant
 

Correspondents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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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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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Period,the
 

emergence
 

of
 

worker-peasant
 

correspondents
 

became
 

a
 

significant
 

social
 

phenomenon. To
 

facilitate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practices
 

among
 

these
 

correspondents
 

with
 

limited
 

literacy,numerous
 

newspapers
 

leveraged
 

their
 

advantages
 

of
 

extensive
 

circulation,short
 

publica-
tion

 

cycles,and
 

close
 

proximity
 

to
 

grassroots
 

communities
 

to
 

establish
 

dedicated
 

sections
 

or
 

columns
 

to
 

pro-
vide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education
 

for
 

worker-peasant
 

correspondents,aiming
 

to
 

instruct
 

them
 

on
 

“ how
 

to
 

write,”
 

“ what
 

to
 

write,”
 

and
 

“ how
 

to
 

revise. ”
 

The
 

“ how
 

to
 

write”
 

component
 

imparted
 

foundational
 

knowl-
edge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s;“ what
 

to
 

write”
 

guided
 

correspondents
 

in
 

presenting
 

content
 

aligned
 

with
 

revo-
lutionary

 

mobilization
 

needs; while
 

“ how
 

to
 

revise”
 

encouraged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fostered
 

their
 

sense
 

of
 

social
 

agency. Through
 

this
 

multidimensional
 

educational
 

framework, newspapers
 

functioned
 

as
 

a
 

“ journalism
 

textbook,”
 

enabling
 

numerous
 

worker-peasant
 

correspondents
 

to
 

integrate
 

into
 

the
 

ranks
 

of
 

“ the
 

Partys
 

journalists”
 

as
 

they
 

resonated
 

with
 

the
 

Partys
 

objectives.
Key

 

words:the
 

Liberation
 

War
 

Period;newspaper;worker-peasant
 

correspondents;journalis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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