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也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源头。
即使不以左翼文化为重点展开，
仅探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
起点，也大都以上海为出发点，
举凡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书
籍、报纸、杂志等，几乎无一不是
从上海开始。重要原因，当然同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
央早期机关长期驻设，上海一直
是中国近代的中心舞台有关，但
同样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经历，他们既是中国最早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同
时也是最早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同样
离不开宣传动员工作。今天值得
我们向这批先辈致敬的是，他们
始终保持对社会舆论话题的把
握和引领，对新兴媒体的关注和
热忱，以及在大众普及和转化工
作中的努力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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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传承
本报记者 方翔

90年前的1月1日，文学社团太阳社创办的
《太阳月刊》创刊。半个月之后，文学社团创造社主办
的《文化批判》月刊也在上海创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黄瑚表示，虽然面临白色恐怖的环境，但是这两
份杂志在发展中传承了党的新闻出版的红色基因。

! !! 位于四川北路 !"""弄 #$号的太阳社旧址

报边藏标语

!"#$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上海建立。从 !"%$年 "月第八卷
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
组织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新青年》一度成为
党中央的机关刊物。!"%! 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
共中央理论刊物。中国共产党最
早办的一批报纸也都在上海问世，
中国新闻出版的红色基因正是在上
海诞生。
“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新

闻事业中心，上海拥有很多印刷厂、
出版社等，这为党的报刊活动所必
备的印刷条件和通讯、发行渠道，提
供了方便。”黄瑚说，!"%&年 '月 (

日，瞿秋白和郑超麟等三五位编辑，
在北浙江路华兴坊一间石库门客堂
里，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日
报———《热血日报》。虽然这张报纸
最终只存活了 #(天，却在中共的革
命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年
轻的共产党在当时已经牢牢握住舆
论武器，能够运用最振聋发聩的声
音直抵民心。
《热血日报》是一张面向广大工

人群众的通俗报纸，高举反帝反封
建的大旗，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坚持
正确舆论导向，以其内容丰富、编排
新颖、体裁多样、语言通俗，深受广
大爱国民众的欢迎。除版面上的文
章一针见血外，其报边也都被充分
利用起来，印有“中国人不能受外国
人统治”“中国的上海归中国人管
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标语
口号，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短短两周不到，《热血日报》的
发行量就已突破 )万份，这是办报
史上一次伟大的成功。”上海市档案
馆研究人员张姚俊认为，这代表着
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具备了洞
悉并引领舆论走向的能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包括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
周刊》、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
机关报《先驱》、中国共产党第一份
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以及《中国
青年》《中国工人》等纷纷在上海创
刊。一时间，重要刊物纷纷云集上海
出版，使之成为当时的舆论重镇。
风云际会的上海，也成为了笔

锋的交汇圣地。《太阳月刊》与《文化
批判》是当时提倡革命文学的主要
刊物，两份刊物一创刊，便对鲁迅等
五四时期有影响的作家进行“围
攻”，后来中国共产党出面制止了这
场论战的进一步恶化，并使双方走
向联合。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

有关资料显示，*"#+年秋，周恩来
参加完在苏联举行的中共六大，回
到上海中央机关后，随即向江苏省
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指示：马上停
止与鲁迅的争论，相反要与鲁迅联
手组成统一的组织。”上海鲁迅纪念
馆原馆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访问特聘教授王锡荣说，不只周恩
来，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李
立三直接过问、甚至直接处理了这
件事。他亲自与鲁迅会谈，听取他的
意见。李立三建议成立统一的革命
文化组织，并建议名称就叫“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鲁迅听后表示，新团
体名称冠以“左翼”二字，旗帜鲜明，
可以用。

!匕首"刺邪魔

*"#,年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
机关“八七会议”后由武汉迁到上
海，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革命斗
争。为了向国统区人民宣传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集团
的反动面目，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
组织针锋相对地开展反新闻统制的
斗争，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积极从
事新闻宣传活动。*"#,年 +月 #*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
组织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整
理和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积极
筹备出版对党内、对党外的报刊。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

压及党内一次又一次‘左’倾错误路
线的影响，*")#年后党在国统区的
工作机关几乎全部被破坏，*"))年
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从上海转
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在国统区
主办的地下报刊绝大多数被国民党
当局摧残。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或
影响下，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末在国统区兴起，其活
动内容主要是组织进步文化团体、
出版进步文化刊物。”黄瑚说，“*")-

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成立前后，鲁迅等进步人士又在上
海创办起《萌芽》和《拓荒者》《巴尔
底山》《前哨》《北斗》《十字街头》以
及《文学月报》等机关刊物。此外，与
‘左联’有密切关系的《文艺新闻》于
!")!年 )月 !'日创刊，由刚从日
本留学归来的进步文人袁殊主办。”
据黄瑚介绍，利用报纸副刊宣

传，是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的另一
重要战术。鲁迅在上海的 "年里以

《申报·自由谈》等报纸副刊为阵地，
发表了大量“匕首”“投枪”式的杂
文。为了同黑暗势力及国民党的书
刊检查官们作斗争，鲁迅一生用过
!)$多个笔名，仅在《申报·自由谈》
上就先后使用过 ($多个笔名。

!")!年 !$月 %!日，由集结在
《文艺新闻》周围的进步新闻工作者
发起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告成
立，并发表《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
言》，内云“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
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
的阐扬”。!")%年 )月 %$日，中国
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简称“记联”）成
立，并通过了《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
盟斗争纲领》。“记联”成立后，团结
新闻界进步人士开展革命宣传活
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及
其御用新闻机构。
已故著名作家、出版家丁景唐

是上海左联会址纪念馆顾问，自
!"+"年建馆始，从纪念馆陈列方案
的设计到无偿捐赠书刊、资料、文
物，纪念馆都得到他的切实帮助和
指导。在他为《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
和作家》所作的序言里，丁景唐说，
由于诸多原因，迄今还没有出现系
统、深入研究 %$世纪 %$至 )$年代
的现代左翼（进步）文学期刊的专
著，他勉励儿子“以长期甘愿寂寞、
枯坐冷板凳的勇气和毅力，逐渐接
近还原当时左翼期刊真实面貌的目
标，以填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种种
空白”，希望“更多有志向、有魄力、
有意志的年轻人投入这项工作”。在
丁言模的眼中，父亲影印中国现代
文学期刊的工作，可谓功德无量。

开放聚贤才

!")$年 )月 %日，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在上海应运而生。作为当时
中国最成熟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
中外文化交汇的窗口，文化新军的
聚集地，鲁迅、郭沫若两大巨擘的精
神碰撞引爆争论，中国共产党及时
出手因势利导，组建了这个注定要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很深印记的政治
文化团体，从而导演了一场威武雄
壮、可歌可泣的历史剧。“在当时的

中国，除了上海，不可能有第二个地
方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左联在上
海成立，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
然。”王锡荣说。
在王锡荣看来，左翼文学运动

能够在上海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是上海有着能够接受新事物、新
思想、新理念的基因，这就是“海派”
文化性格。“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汇之
地，这对于在上海形成左翼文化，具
有重要的催生作用。上海的新闻媒
体相对所有城市来说更加发达，上
海的市政服务设施相对所有城市来
说更加便利，上海的信息相对所有
城市来说更加密集。多种优势的汇
集，造成上海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
指的‘信息港’。这使上海成为一个
在全国甚至国际上相对信息高效传
播、人际交互频繁的城市。”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展自己的新闻
事业。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为
中心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系统在中
国初步建成。!"%%年 ,月中共“二
大”后，党中央一级的机关报刊
《向导》《前锋》相继出版。其中，《向
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
关报，!"%% 年 " 月 !) 日在上海创
刊，!"%, 年 , 月 !+ 日终刊，共出
%$!期，《向导》的第一任主编是蔡
和森。
“从晚清到民国，全国新的出版

物，上海要占到 ,&.以上，其中以
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
比例更高。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
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国传播基地
与思想高地。以与中国共产党创立
关联度最高的新文化运动而言，上
海既是发动地，也是制高点。”上海
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熊月之说，“正是由于这么开
放的文化氛围，上海才能聚集那么
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那么多宣传
共产主义、宣传民主革命的书刊与
文艺作品。”

!"),年 !!月 +日，隆隆的炮
声中，“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
上海山西南路 %$$号应运而生，它
也是今天中国记协的前身，!!月 +

日也被定为中国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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