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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中，新闻
宣传事业始终是号角和有力的思想武
器。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刻
认识到新闻宣传工作是联系人民群众的
一条重要战线。出席中共一大的 13位
代表中，有 12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
后办过报纸和刊物。

中共早期的新闻宣传工作，克服重
重困难，建设舆论阵地，在中国传播马克
思主义，阐释党的主张，成功宣传、鼓动
和组织群众，推动了革命在全国的蓬勃
兴起。

中共一大代表办报刊的经历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
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是
通过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实现的，而办
报刊正是发挥桥梁作用的重要形式。

13位党的一大代表中，有 12位办过
报纸和刊物，其中绝大部分是革命和进
步的报刊。比如，毛泽东曾在 1919年主
办《湘江评论》，1919 年至 1920 年主编
《新湖南》月刊，并指导过《湖南通俗报》
的编辑工作。1923年 5月参与《向导》编
撰，1925年还主编过《政治周报》。何叔
衡，1920年主编《湖南通俗报》；董必武，
1926年 3月主办《楚光日报》，同年 11月
创办《汉口民国日报》；李汉俊，1920 年
参加《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工
作，参与创办《劳动界》周刊；李达，1920
年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
的编辑工作；陈潭秋，1919 年任《大汉
报》《汉口新闻报》等报社记者，曾领导出
版《武汉评论》《楚光日报》《武汉学生》
《湖北妇女》等多种报刊，1926年 7月至
1927 年 6月，主编了中共湖北区委机关
刊物《群众》。

中共一大代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后，袁
世凯篡夺国家政权，力图复辟帝制，帝国
主义对华侵略活动猖獗。在内忧外患面
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断觉醒。他
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强烈愤恨、
对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渴望，使一部分
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寻找解决中国问题
的道路。

1920年夏，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
首先建立。1920年秋冬，北京、武汉、长
沙、广州、济南等地亦相继建立了共产党
早期组织。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中，迫切需要有自己的新闻舆论工具来
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发动
和组织工人运动。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

俄共（布）帮助下，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宣
传事业由此发端。

创办中央和地方的党报党刊

在党组织最初创立的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就强调必须“出版
‘一种有力的出版物’”，提出了共产党的
报刊对党绝对服从的关系。

1920 年 9月，《新青年》从第八卷第
一号起迁至上海出版，成为上海共产党
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
义。《新青年》采用先树旗帜的办法，在第
八卷第一号上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
表明刊物性质的变化。内容上加强了社
会主义的宣传，但是它仍然保持原来新
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面貌，与在北京的
编辑、作者保持联系，照旧采用他们的来
稿。这样，既争取了原有民主主义作者、
读者，同时也避免了反动当局的注目。
《新青年》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

义报刊之一。改组后的《新青年》，向广
大读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
育，激励、团结许多人从民主主义走向马
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
产党的建立做了积极准备。这个时期，
党的一大代表也经常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文章。如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
任公》等。作为早期的党刊，它成为广泛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共产党》月刊是 1920 年 11 月 7 日

创刊的，是上海早期党组织出版的半公
开理论机关刊物，李达主编。它选择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纪念日作为创
刊日，公开以“共产党”为刊物名称，办刊
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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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发刊词宣称“我们的信条”是：“一切生
产工具都归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都归
劳动者执掌。”
《共产党》月刊主要从三个方面贯

彻这一理念：一是介绍共产国际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发展形势和有
关文献材料，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
验和列宁的著作，宣传有关共产党建
设的知识。二是研究探讨中国革命的
道路。认定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能够救中国，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建立俄国式共产党，用革命的手段夺
取政权，驳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
府主义。三是向广大工农兵群众灌输
马克思主义，报道国际国内工人运动
的发展。
《共产党》月刊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

者必读的教材，也是各地党的早期组织
交流思想，沟通情况，建立组织的一条重
要纽带。当年蔡和森从法国致信毛泽
东，渴望国内有一种出版物能够“集合同

志”。毛泽东复信说：“上海出的《共产
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毛泽东在
长沙党员中传递学习《共产党》，同时向
湖南《大公报》推荐转载该刊文章《列宁
的历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董必
武、陈潭秋等武汉早期党员也组织进步
学生阅读《共产党》，热烈讨论“劳动者为
什么要起来革命？”可见，《共产党》月刊
对促进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统一中国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思想，以及推
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
《向导》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机关

报，是一份时事政治评论性的周报。
1922 年 9月 13 日在上海创刊，1927 年 5
月迁至武汉，7月停刊，共出版 201 期。
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等先后担任主
编，创刊初期一大代表中毛泽东等是主
要撰稿人。《向导》刊名的含义是引路的
人。它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持之以恒
地宣传“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的压迫”，既鲜明标示了中共二大的政
治主张，也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被压迫民众的真正民意，受到广大民众
的拥护。有读者来信赞美《向导》：“贵
报是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二
年来的呼号——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
建军阀——唤醒了不少在迷梦中的青
年。”

党的一大代表还参与了许多中共地
方报刊的创办工作，如《广东群报》《山东
劳动周刊》等。

为工人农民运动鼓与呼

1920年下半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
运动，相继创办了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以工农为对象的通俗报刊。
《共产党》月刊发表了《告中国的农

民》呼吁书。它还通过“中国劳动界消
息”“国内消息”等专栏，集中报道北京、
上海、广东、唐山、开滦等地工人罢工斗
争情况和经验。
《劳动界》周刊，1920 年 8月创刊于

上海，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主办的工人通
俗刊物。陈独秀、李汉俊等担任主编。
它用通俗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
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是中国最早的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该周刊针对
工人读者，设有演说、国内劳动界、国外
劳动界、诗歌、小说等内容。青年毛泽东
在创办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时期，曾在湖
南地区推荐该杂志。

在建党初期，迫切需要团结和用马
列主义教育广大劳动群众、发展工人运
动、提高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和战斗力。

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

篇重要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
载于第二、三、四期上。在这篇文章中，
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
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
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
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
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
教育圈子里，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
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
界的重任。如今，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
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人民大众
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从而明确提出实
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
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
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
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
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
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
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
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
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
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
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
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从这以后，他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
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
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
变化。

宣传贯彻党的决策主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
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纲
领》，另一个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
议》。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规定。确立了党
对报刊等出版物的绝对管理权，规定“杂
志、日刊、百科全书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
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
“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由党员直
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或地方的出版
物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
定的文章”。

中共一大召开后，我们党的宣传并
未产生重要变化，《新青年》和《共产党》
月刊处于半地下状态。中共决定以书籍
出版带动宣传，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计划
出版马克思全书 15种，列宁全书 14种以
及其他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

我们党建党思想的宣传，一方面解
决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必要性问题；
另一方面改变了党初创时期默默无闻的
局面，逐渐在民众中树立起自己的形
象。到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
员队伍迅速发展到近 6万人，在人民群
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革命形势
的发展。

中共一大代表与我党早期新闻宣传
■孙 健

迷彩讲堂

阅图

烟雨南湖，碧波荡漾

承载民族的希望

一只小小红船

开天辟地荡起双桨

真理之光驱散了迷茫

革命航船破浪启航

立党为公指方向

激流险滩往前闯

百折不挠力挽狂澜

风里浪里救国图强

中流击水，乘风破浪

百年征程凝聚起奋进的磅礴力量

秀水泱泱，日出东方

怀抱复兴的梦想

一艘巍巍巨轮

强国追梦扬帆远航

信仰之光照耀着前方

行稳致远劈波斩浪

忠诚为民铸辉煌

勇立潮头向大洋

波峰浪尖初心如磐

千里万里播撒春光

一往无前，东风浩荡

世纪领航前进在新时代的大道上

扬帆远航（歌词）
■黄志凡

七 彩 风

我最爱的风景

是军歌军号嘹亮的军营

我最爱的风景

最爱的风景（歌词）
■吕永岩 张家兴

艺 境

“巍巍雪山，雄曲激荡，军旗将我们
凝聚在祖国边疆……”每当听到这熟悉
的旋律，我都不由得心潮澎湃。因为业
余爱好，这些年我先后创作过《虎啸军
威》《格桑几朵》等歌曲，但这首《赤诚边
疆》我最为满意。因为这首歌是我用脚
步“谱写”出来的。

2019年 5月，我第一次出征多日错
康巡逻路，那时我还在连队担任排
长。入伍之初，我就常听战友提起这
条巡逻路。它全长 70多公里，途中有
百余处危险路段，需翻过 3座海拔 5000
米的雪山，蹚过数条冰河，跨越多处泥
石流冲沟。

那次巡逻途中，前 3天我和战友们
都是在雪地里摸爬滚打。阳光照在雪
地上明晃晃的，格外刺眼。虽然我提
前做好了防护措施，但眼泪仍止不住
地流。

这条巡逻路俨然就是残酷的生存
考验，营长杨祥国对此深有体会。“背少
了不够吃，背多了走不动。”那年，一位
军分区领导带队巡逻，返回途中，饥肠
辘辘的他体力透支到极限。休息时，一
名战士将背囊里“珍藏”数日的方便面
拿出泡好，端到他面前。手捧热气腾腾
的泡面，他没有独享，而是吃了一小口，
把它传到下一名官兵手中，同样的动作
大家一个传一个，直到最后面汤被喝得
干干净净。

相比食物，水更为珍贵。到达巡逻
终点返回的那天，一路上坡，全程没有
补水点。巡逻经验丰富的官兵用开路
刀砍开竹子，饮用里面下雨残留的污
水。中士唐银实在口渴难耐，顺手从松
树上薅了一把苔藓，把汁水挤进自己干

裂的嘴巴。“身经百战”的杨祥国，看见
路上有个积满水的“脚印”，欣喜若狂俯
身便喝。

在战友们一句句“快到了”的激励
声中，我手脚并用艰难前行。一天下
来，我的衣服已被汗水浸湿。

巡逻归来，经过 5天 4夜的负重攀
行，我的两腿酸痛无比，脚掌磨出好几
个血泡，但内心的激动远大于疲惫，脑
海中始终萦绕着那山、那水和那群可爱
的兵。
“写首歌吧。”连长秦新树的话提醒

了我。说干就干，自诩有点音乐细胞的
我，利用休息时间开始酝酿。

花了一夜工夫，歌词终于完成，但
起歌名难住了我。《边关巡逻》《多日错
康》《5天 4夜》……想了几个歌名，我都
不满意。

第二天，与下士路世龙聊天激发了
我的灵感。“巡逻苦不苦？”面对我的提
问，路世龙答得很干脆：“苦！但是我们
必须得去！”他说巡逻最开心的一刻是
到达终点，展开五星红旗时。“只有走过
巡逻路，才会真正体会‘中国’两个字的
分量。”路世龙认真地说。

边防线上，官兵就是移动的界碑。
他们用坚实的脚步丈量着对祖国的忠
诚。对，歌名就叫《赤诚边疆》，如获至
宝的我欣喜若狂。

改词、谱曲，经过反复打磨，歌
曲《赤诚边疆》终于出炉。当我哼唱
给战友听时，他们纷纷露出满意的
笑容。
《赤诚边疆》第一次正式亮相是在

庆祝山南军分区成立 60周年文艺晚会
上。上等兵蒋瑜用浑厚的嗓音引吭高
歌，配上战友们演绎的巡逻情景剧，引
起了台下战友的共鸣，大家报以热烈掌
声，我的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李国涛采访整理）

用脚步谱写《赤诚边疆》
■廖 鑫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广西总队某特

战分队官兵进行 400米障碍训练的场景。

作者采用仰拍的方式，定格下特战队员飞跃

壕沟的瞬间。烈日下，笔直挺立的指挥员与

纵身跨越的特战队员形成鲜明对比，使画面

更具动感。 （许 东）

飞 跃
■摄影 余海洋 最可爱的人

刘安社篆刻

是军旗军帽闪烁的红星

我最爱的风景

是党旗下发自肺腑的赤子深情

我最爱的风景

是训练场排山倒海的雄壮杀声

虽然我已身不在军营

平日里头顶不再有星

但军人的戎装仍然让我憧憬

入党的誓言依旧在我耳边轰鸣

一旦风云有变幻

我重整戎装还是兵

一旦组织有召唤

我披肝沥胆再出征

一旦祖国有召唤

我摧枯拉朽似雷霆

啊，我最爱的风景

是捍卫祖国，横扫顽凶

我最爱的风景

是听党召唤，勇当先锋

“烽火高飞百尺台，黄昏遥自碛西
来。昔时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
回。”李益的这首《暮过回乐烽》，先以烽
火台上高高升起的狼烟，烘托大军赴关
面临的紧迫战事，再巧借“回乐”地名，
用从前打仗“以回为乐”与今日从军“乐
在未回”的对比手法，以昂扬的格调和
创设的意境，表达戍边将士以苦为乐、
闻战则喜、杀敌卫国的豪情壮志。

李益是唐代诗人，其诗笔法轻灵、
音律和美、意韵深隽，擅长绝句、尤工
七绝。他曾在燕州边塞度过十余年戎
马生涯。边塞壮丽辽阔的自然风光，
将士艰苦勇武的战斗生活，征人怀念
家乡的深厚情感，激发他写出许多享
誉诗坛的出色诗作，成为中唐边塞诗
的代表人物。他的边塞诗，既传承盛
唐豪迈乐观的诗风，又有中唐悲壮苍
凉的诗境。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

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
山。”这首《塞下曲》，借用四个典故，以凝
练、生动的笔调抒发安边定远的豪情。
前两句用伏波将军马援立誓战死沙场、
马革裹尸，定远侯班超请命赴边、但愿生
入玉门关，这两个汉代名将的故事，表明
驰骋疆场、视死如归的顽强斗志和英雄
气概。后两句用战国时晋国大败秦国、
使秦军匹马只轮无返，唐初名将薛仁贵
接连射杀三名敌将、三箭定天山，这两个
经典战例，展现让敌有来无回、誓保边关
稳固的坚定决心和威武气势。全诗慷慨
激昂、豪气干云，洋溢着征战沙场、舍身
报国的战斗激情。据传，这首诗当时成
为唐军广为流传的军歌，彰显了边塞诗
所独具的强大感召力。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以谁。”苦与

乐，对从军者来说会有不同寻常的感
受，而如何看待苦乐，所折射的是一种
精神、一种情怀。李益的《从军有苦乐
行》一诗，以他从军边塞的真切体验，抒
发心中所感，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劳者
且莫歌，我欲送君觞”，开篇以我想敬上
一杯酒，表达对辛劳征人的崇敬之情；
“从军有苦乐，此曲乐未央”，道出从军
虽有苦有乐，但本诗旨在颂扬其乐无
穷；接着用“秉笔参帷帟，从军至朔方”
等六句诗，讲述了自己背井离乡、携笔
从戎、远赴边塞的经历。从“边地多阴
风，草木自凄凉”的朔风凛冽、寂寞荒
凉，到“断绝海云去，出没胡沙长”的苍
远无际、飞沙漫天；从“参差引雁翼，隐
辚腾军装”的如雁远征、负重前行，到
“剑文夜如水，马汗冻成霜”的寒夜出
战、冻虐霜袭，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从军
戍边之苦。从“侠气五都少，矜功六郡
良”的英武少年、志在建功，到“山河起
目前，睚眦死路傍”的保家卫国、赤诚献
身；从“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的北
征西战、驱敌荡寇，到“一矢弢夏服，我
弓不再张”的劲锐制敌、信心满满，写出
了镇守边关、与苦相伴的精神依托和志
向所在。最后以“寄语丈夫雄，苦乐身

自当”点明意旨、升华主题，表明从军男
儿当有大丈夫的雄心壮志，从军之乐乐
在以苦为荣、为国担当。全诗笔触雄
健、情怀豪壮，具有一种不同凡响、励人
心志的艺术力量。

绝句是唐代最为流行的诗体。“绝
句李益为胜”，“可与太白（李白）、龙标
（王昌龄）竟爽”，是诗家对李益七绝诗
的赞誉。“汉将新从虏地来，旌旗半上
拂云堆。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阴山
哭始回。”这首《拂云堆》，前句是唐军
得胜归来、一路旌旗浩荡，后句是胡兵
每有进犯、必是惨败而归，以鲜明的对
比，显示了将士戍边卫国、志枭逆虏的
必胜信念。

从“南厄羊肠险，北走雁门寒”到“寝
兴倦弓甲，勤役伤风露”的艰辛；从“山川
搜伏虏，铠甲被重犀”到“边马枥上惊，雄
剑匣中鸣”的斗志；从“平生报国愤，日夜
角弓鸣”到“勉君万里去，勿使虏尘惊”的
豪情，便是对从军苦乐自堪豪的真切诠
释。品读李益的边塞诗，不仅在于欣赏
精到练达的语言美、情真意切的意境美，
更在于感悟“问我从军苦，自陈少年贵”
的赤诚情怀和精神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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