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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宣传民众工作述论

摘要

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武器。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宣传民

众工作是保证边区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它推动了战争的进程，为日后华北解放区

的建立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本文试对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宣传民

众工作作一简单梳理，本文共分以下几个部分：

一、晋察冀边区民众社会心理与国民党反宣传现状分析。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

在地域和人口上都有了迅猛的发展，由于新老解放区民众的政治觉悟与心理状态参差不

齐，加之国民党政府也在边区周围的国统区进行的反宣传，给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提出

了严峻的考验。

二，宣传网络的构建与宣传工作的组织协调。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是在党委的领导

下，依靠党政系统和群众团体的力量和严格的上下级制度，层层管理，形成了一个巨大

的宣传网络，以此来进行宣传民众工作。

三、宣传内容。解放战争时期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处于战争的大背景之下，既有

激烈的军事冲突与战略反攻，又有短暂的和平停战，因此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依据中国

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适时调整宣传内容与宣传材料进行宣传。

四、宣传媒介。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分为专业性的宣传媒介和非专业性的宣传媒介。

专业性的宣传媒介依靠的是高技术的宣传设备和高水平从业人员，包括报纸、书籍、广

播等；非专业性的宣传媒介指的是操作简单，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开会宣传、庙会

宣传、乡村剧团宣传等等，由于专业性的宣传媒介和专业性的宣传媒介存在与相互配合，

使得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顺利的开展。

五、晋察冀边区宣传民众工作的伟大历史地位。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众宣传工作，取

得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同时在工作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新中国乃至当今宣

传民众工作的瑰宝，为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晋察冀宣传民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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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opaganda towards civilians in

Shanxi··Chahar·-Hebei border area during the time of liberation

War

Abstract

Propaganda is one of important weap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0、Ⅳi唱of alin懿e

Communist Party．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the propaganda work自∞即ards people in

Shanxi-Chahar-Hebei border area is crucial to GⅡlsure the victory in the War in the border area．

It pmmotes the process ofthe warand姆sou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liberated a嗍of'North China蛳d the victory ofPingjin battle，111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parts,trying to analysis the propaganda work towards people in above-mentioned

af髓．

The first part discu鹳髓the people’s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anti-propaganda ofKMT

in the border area．After the victory of the晰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the 8tea and

population in Shanxi-Chahar-Hebei border area have developed rapidly．As the difference of

people's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in the new and old liberated硼3．
together with the anti-propaganda from KIVlT government posed a severe test to propaganda

wodc
。

Part two explores the cA)nstruc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propaganda

network．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committees,relying on the party system and

government bodies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masses and strict hierarchical system,a huge

propaganda network formed in order to conduct propaganda work．

Part three and part four are the main body ofthe paper．Part three introduces the contents

of propaganda．In the background of Liberation War,bom fierce military conflict with the

蛐哺te出counterattack and a short time黜fh'e occurred at that time．Therefore，based Off

the work ofthe central tasks ofthe Communist party,border publicity experienced the timely

adjustment ofpromotional materials and publicity materials．

The fourth part di3aJsses the media ofpropaganda．Border publicitywork is divided into

the professional media and non-professional media．Professional media relie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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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tech equipmem and high-level advocacy practitioners,including newspapers,boon

radio，etc．；the non-professional media takes the simple and popular forms，such as the

meeting publicity,publicity temple fair publicity,village troupe propaganda and so on，The

professional media and non·professional media present and support each other,the

propaganda work in the border area goes smoothly．

The last part,part five conclude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border propaganda in

history．The propaganda work towards people achieved a great histodcal achievement in the

time ofliberation war．砒the[1ame time a wealth ofexperience has been accumulated．And it

became the gem for now China and even today．It is a good example and a good reference for

today’S China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Shanxi-Chahar-Hebei,propaganda,civilians，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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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蟊

宣传，在‘辞海》中的概念被解释为：宣传传达，向群众说明讲解。宣传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广义的宣传，泛指为达到说服，劝导或教育的目的，向个体或群体传播某种

有会所会意的观点或意识，以影响宣传对象的思想和行为，使之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

一种活动。广义的宣传包括：个体的宣传行为；没有政治背景的个别宣传行为，如广告

宣传等；社会集团、党派组织的宣传行为，如宗教宣传，政党宣传等等．狭义的宣传，

专指阶级，阶层，集团，党派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对社会成员施加有理论依据的有

说服力的影响。所谓宣传民众，主要指社会团体，政党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针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采取的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本文所讨论的宣传活动是以狭义的宣

传为核心的，同时兼顾一般宣传的共同特点和规律性。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进步和

政治制度变革，宣传这种强有力的工具被广泛施用于各种社会活动。中共自建立以来，

宣传就成为革命斗争重要的法宝和武器，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宣传工作也在日臻成长

和成熟，特别是经历了抗战八年的战争历练之后，中共的宣传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和制

度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宣传民众的方式与方法。

解放战争时期。是国共关系从抗战时期的伙伴和盟友走向对立，从和平到兵戎相见

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战争初期的被动、弱势到最后的主动、完全胜利，实现了从一个区

域性的政党向全国性的执政党的历史转变。这期间，宣传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

把中共的政治主张及时地传递到千家万户，使广大的老百姓了解、响应中共的号召，动

员起来，保家卫国，从而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学术界对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民众工作的研究较为薄弱，主要的著述

有：方晓红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报刊事业的特点》论证了报刊在抗日战争

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宣传的重要工具，并逐步成为了政党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文章记述了1938年到1949年间国内报刊的鲜明特点，期间报刊种类庞杂，特点

各异，国共双方的报刊宣传效果对比等等。魏明生的‘试论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新

闻导向》对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宣传导向作了论述，如这期间中共新闻宣传的战

略目标和策略，宣传工作的宝贵经验，新闻导向所暴露出来的不足，所采取的办法等等。

古琳晖、陈志勇‘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对敌舆论宣传述论》文章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

共军队对敌舆论宣传的宣传内容，宣传方式如火线喊话，电台广播，投送传单等等，以



及取得的宣传效果和宝贵经验。胡正强的《论淮海战役中我军宣传工作》以淮海战役为

研究对象，论证了军队宣传工作对战争的重要作用，以及这期间的宣传工作的经验，如

建立严密的军事宣传报道网，宣传内容的丰富多彩，宣传方式种类齐全，形式多样，并

介绍了这一时期几种出色的报干0杂志。张川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安县民众剧团》对解放

战争时期的一个县剧团的宣传活动进行了考察。著作方面：出版了许多新闻方面的资料

选辑和通史类专著，主要有‘新闻研究资料》、‘中国新闻史》、‘中国近代报刊史》、‘中

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史》、‘毛泽东论新闻宣传》、‘毛泽东新闻宣传思想研

究》、‘中国新闻报刊史简论》、‘中国新闻学术史》、‘新闻传播史》、‘新华社六十年》、

‘中国报干q评论文选》、‘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另外诸

如‘河北解放战争史》、‘华北解放战争》，《华北解放战争纪实》等等，对解放战争时期

的宣传民众工作作了一定的论述。

纵观上述成果，对解放战争时期宣传工作的内容，宣传策略，宣传的时效性，政党

间的宣传战等等方面均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但不足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

在：1、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是中共宣传工作的主要受众。已有研究的关注点大部分集

中到了新闻报刊宣传，或者是对敌军的舆论宣传上，关于针民众宣传工作的研究尚属薄

弱。解放战争时期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状态是一个复杂现象，关于中共宣传工作与民众

心理状态的变化的关系亦未见专门性的研究。2、已有的研究大部停留在对宣传对象，

宣传过程的表面现象的研究上，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宣传民众工作中的组织协调、领

导机构、操作程序，没有深入的整体性分析。3、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宣传民众工作的宣

传方式和宣传策略是其宣传工作成功的重要方面，实效性和现实性是其显著的特点，已

有成果对于这方面的内容虽有所涉及，但仍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4、对于区域性宣传

民众工作的整体研究鲜有涉及。

晋察冀边区作为一个从抗日战争时期走过来的模范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地处战争

的最前沿，客观上要求必须作好广大民众的宣传工作及民众的思想教育和激励，将广大

民众的思想迅速转移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而斗争上来。以保证战争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能

够及时有效的得到补充。同时，晋察冀边区的民众宣传工作也是中共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宣传民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通过晋察冀边区整个的宣传工作就可以对当时中共

领导下的其他地区的情况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晋察冀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民众工作，试从边区民众社

会心理分析，宣传的组织协调，宣传内容，宣传媒介，宣传的历史地位及经验等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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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一简单的评述。由于资料的限制和本人科研能力的欠缺，文中的瑕漏之处，也请各

位专家指正。

一、边区民众社会心理与国民党反宣传现状分析

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的广大民众，持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其主要原因：第

一，当时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在多变难测的政局和国共双方力量对比转变的过

程中，边区民众心理必然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边区地域扩大和统辖人口

的激增，新老解放区并存，难以在短期内整合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必然会出现这样那

样的思想倾向。第二，国民党凭借其雄厚的宣传资源，对边区进行极具诱惑力的反宣

传，必然对边区的广大民众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民众社会心理分析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边区的民众社会心理均存在不同的问题，需要针

对具体情况进行引导和教育。总体来看，其最突出特点就是盲目乐观与恐惧害怕心理

同时存在。

盲目乐观心理，主要指广大民众对当时对中共政治斗争的策略和中共军事战略的

意图缺乏必要的了解，过度欣喜，还有对待时事缺乏理性的思考，导致思想偏差。这

种情况首先出现在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人们八年苦难急得的解放，得到翻身，一阵

狂欢，”回接着就产生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本质的模糊认识，“盲目乐观，太平观念，”o在

解放战争的进程当中，这种盲目乐观的情形依然存在，如在政协协定签订后，许多群

众“看到政协会议的成功，蒋介石可以变成民主派，有革命性盲目乐观思想。”o在解

放战争后期的反攻过程中，中共对国民党军事胜利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许多群众又滋

生了轻敌，速胜，骄傲的不良的思想倾向，如在解放石家庄前夕，许多群众普遍存在

着这样一个思想，“自从清风店歼灭战以后，石家庄敌人兵力薄弱，士气低落，我军攻

打石家庄易如反掌。”中盲目乐观，警惕性严重下降。

。‘冀晋四地委六个月宣教工作汇报’．1946年6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卜34_6．

。‘冀晋四地委六个月宣教工作汇报'．1946年6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1—34-6．

。‘邓拓同志在晋察冀中央局宜教会上报告'．1946年4月2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勰一卜2卜1．

o‘中共晋察冀四地委宣传部关于战时宣传工作的两个通知'．1947年11月1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1—28-2．



恐惧害怕心理主要表现为广大民众的害怕“变天”心理和“正统”观念。产生恐

惧害怕心理的原因：首先，当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中共力量的尚未壮大，对一些

区域和人群宣传力度不够，尤其在新解放地区一般群众“对我党政策不了解，而生畏

惧心理。”o其次，边区周围及内部的“蒋匪之歪曲欺骗与诬蔑宣传，使群众对我发生

某些误解，”。最后，国共双方力量的对比，使广大民众“悲观失望情绪大大抬头，害

怕美国与国民党的联合力量，怀疑我党与人民的力量”固这些都造成了恐惧害怕心理的

产生。

广大民众害怕“变天”心理在老解放区表现并不明显，主要是“新解放区恐蒋恐

阎怕变天”回，如晋察冀十九地委所属的新解放区，“绝大部分群众的变天思想依然浓

厚，”囝甚至有的群众听信坏分子“八路军已经走了，西军来了”的造谣，。逃回关南去。”

o冀晋区的新解放区广大民众有的甚至说“今天我们宽大人家，以后人家会宽大我们。”

o在内战爆发初期。晋察冀四地委新解放区由于形势变化、特务活动，致使一些“党员

干部的怕死消极‘变天’思想又滋长起来，有的竟不承认自己是党员。”o土地改革中

新解放区的“恐蒋恐美恐阎怕‘变天”@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如冀中建国县土地改革

中因为“宣传的不够，人们对土地政策不清楚，”o地主富农趁机反腾起来，有的造谣

破坏；“这回把有粮食的都得分了”，造成有些群众“逃跑”，11还有一些民众看到国共

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加之对南京政府抱有希望，心怀“正统思想，觉得蒋介石是正

根子，总起来蒋介石力量还是大，有飞机大炮新式武器．川2这些都加剧了民众的恐惧

思想。

。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晋察冀解放区历史

文献选编1945—1949)【N】．中国档案出版杜．1998．第253页．

。‘中共晋察冀六地委宣传部关于再解放区宣传工作指示'．1948月3月2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34⋯1 17 1．

。‘邓拓同志在晋察冀中央局宣教会上报告'．1946年4月2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38—1—21-1．

。‘中共冀晋区宣传部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46年9月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8一l一37一1．

’t中共晋察冀十九地委组宣会议关于宣教工作的结论)．1946年3月20．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38-1—1—4．

’‘中共晋察冀十九地委组宣会议关于宣教工作的结论)．1946年3月20．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38—1-1-4．

。‘中麸晋冀区委地宣联会议总结提纲’．1946年1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一l一34—2．

’‘晋察冀四地委六个月宣教工作汇报'．1946年6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1—34-6．

。‘冀晋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46年9月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8一l一37—1．

。‘建国县区千部．怕犯错误不敢宣传．地主趁机造谣破坏’，1947年12月26日‘冀中导报’．

”‘建国县区干眼怕犯错误不敢宣传．地主趁机造谣破坏'．1947年12月26日‘冀中导报’．

”‘冀晋三地委宣传部政治攻势材料汇集'．1946年1月1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14-1—2争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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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边区在推行新的政策和具体工作时。由于妨碍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加

之民众对这些政策和工作的认可和接受需要一个缓冲时期，造成了一部分民众思想发

生波动甚至恐慌。如抗战结束后新解放区政策推行过程中，广大民众“中上层对我(持)

观望态度，怀疑我之政策”o；‘双十协定》签订期间，很多民众“对谈判无信心，对

双十协定的成就很怀疑，且不满谈判中的让步。”o对于政协协定的内容，“埋怨我们执

行停战协定太机械”，。对我们的法令不满”o；在边区贯彻复员工作时，由于敌伪的蚕

食侵扰不断，所以。对我们的复员不满”o；土地改革中，广大农民在“农村中议论纷

纷”。“思想上有好多顾虑”西。还有的群众“有感情面子的顾虑，认为当村当院”o，

不愿在土地改革中分地主的土地。在支前参军过程中，一些人怀有狭隘的地域观念，

认为“参军可以，但不愿参加主力，愿参加区小队或县大队”，“恐怕离家没人照顾日

子过不了，”o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造成了群众。很冷淡，工作进行很难”o等等。

以上的种种情况，都说明了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边区内部，民众的心理状况呈现

出了复杂多变，波动起伏较大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广大的民众进行必要的引导和宣

传。

(二)国民党的反宣传

国民党的反宣传是影响边区民众心理的重要因素。。国民党有长期的统治经验，占

有较优势的宣传工具一，同时在宣传手段上和宣传内容上与中共的宣传方式针锋相对，

这些都在影响着边区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

o‘晋察冀中央局邓拓同志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教会议总结报告'．1946年4月嬲一2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578-1-21-1．

·‘晋察冀中央局邓拓同志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教会议总结报告，．1946年4月28 B-2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

号．538-l-2卜1．

o‘晋察冀四地委六个月宣敦工作汇报'．1946年卜6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一卜驸．6．

o‘晋察冀四地委六个月宣教工作汇报’．1946年1-6月20日．河北当案馆藏．档案号128_卜4．6．

’‘冀罾区党委宣传舒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46年9月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8-1-37-1．

‘‘冀中八地委工委会去年土地改革中宣教工作的几点经验介绍'．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儿一卜lOo_3．

o‘冀中八地委宣传部参军运动区村级宣传动员参考材料)．1946年12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1一I一53-1．

o‘冀晋三地委宣传部政治攻势材料汇集，．1946年1月1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14-卜29_5．

·‘晋察冀中央局邓拓同志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宜教会议总结报告'．1946年4月28日一2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

号57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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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手段上，国民党宣传不仅“通过秘密或公开方式帅向中共晋察冀解放区“散

发各种反动传单与书报，散布反动的思想毒素。”。而且在晋察冀边区周围的国民党统

治区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如定兴县各界召开庆祝“九三胜利日”

纪念大会，新城9月3日举行的抗战胜利周年庆祝大会等等，以此来扩大影响。这样

的后果“造成干部群众不必要的思想混乱，混惑倾听”和敌伪消息的“随意传播”o。

在这些大型的宣传活动中，国民党政权机关组织充分，如定兴县的九三胜利大会不仅

提前印制传单“贴于街巷，并利用集市散发传单”，而且动员各校学生组成宣传队分组

“实施街头讲演”会后进行。民众游艺大会”o．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还派出流动的宣传

团巡回教学团。印制标语传单布告多份，每日派员分赴各村镇，张贴并绘制墙壁标语

一百二十余处到达大兴出刊壁报九期，印发识字运动标语告民众书三百份”@此外，国

民党政权还借助得天独厚的宣传优势，如现代化的宣传工具，扩大其宣传影响，新城

举行胜利周年庆祝大会“会末整队游行，军乐声中高呼口号震动全城”o，清苑县在举

行庆祝九三的大会时，“劳军献旗及以电影广播话剧等方式宣传九三庆祝意义”o国民

党河北省政府还派出流动的派遣巡回教学团“赴各乡村宣传”o。

在宣传内容上，国民党采用双重手法，一方面对中共政权和军队极尽攻击，对国

民党极力美化，另一方面，对边区所属的广大民众，引诱，拉拢，规劝。如攻击中共

是“破坏交通的奸匪”o，“共产党及其所属八路军违抗中央，一意孤行，攻夺城镇”

o，。茶毒同胞，使中国政治黑暗社会紊乱，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宣扬“拥护领袖领

o‘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关于目前宣传报导的指示'．1946年4月11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187一l oI

o
iX中区党委宣传部关于目前宣传报导的指示’．1946年4月11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I一187一Io．

o‘冀晋三地委关于加强思想领导．开展政攻与一般宣教工作的指示及关于杜绝顽报流行我区的决定’．1946年9月

2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14-1—2-1．

o‘定兴县各界庆祝九三胜利日纪念大会'．1946年8月28日．河北档案馆鼠．档案号614一卜407．

o‘河北省巡回教学团三十六年度七至十二月份工作报告'．‘省政府教育厅关于加强法西斯教育的工作报告．宣传要

点嗣n令及农医两院教师罢教师专学生罢课的电文'1945年9一一l嘲年3月．{可北档案馆藏．档案号614-1-405．
o‘新城县政府星报九三胜利周年纪念庆祝大会举办情形．中华民圈35年9月11日秘字第372号)．河北档案馆藏．

档案号614-1—407．

o‘关于庆祝国庆总统就职九三胜利日等各种纪念活动的函件通知'，‘滂苑县政府为呈报九三胜利周年纪念庆祝情

形)1948年9月18日．河北档案馆藏．挡案号814-I-407．

‘‘河北省巡回教学团三十六年度七至十二月份工作报告’‘省政府教育厅关于加强法西斯教育的工作报告，宣传要点

训令及农医两院教师罢教师专学生罢课的电文'．1945年9月’1948年3月．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614-I一406．

o‘定兴县各界庆祝九三胜利日纪念大会'．1946年8月2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6“一I一407．

o‘告冀东各县同胞书，河北省政府唐山办事处印发的宣传用卷1946．00．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652-I一21．

“‘中国国民党河j七省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同胞书．代电系列．政治通讯．特种宣传通讯．宣传通报'，1947．00．河北档案

馆藏．档案号811一I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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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建国”。蒋主席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o等内容。

国民党对广大民众利诱拉拢的宣传内容如“国军今日前进，共党势成瓦解，至盼

你们明辨是非厉害，乘机投顺政府。”o在河北省冀东各县复员协进会在布告中，劝导

“被共产党诱惑误入歧途的子弟们，立即回头归顺政府。”@国民党这些宣传内容，加

重了晋察冀边区的广大民众害怕。变天”的心理，继而产生混乱和不安，增加中共这

时期宣传民众工作的难度．

综上所述，国民党在边区内部及周边的宣传工作，不可避免的会使一部分的群众

受到影响．形成与晋察冀边区中共宣传民众工作的强大的抗衡力量，因此这一时期的

晋察冀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肩负着繁重的使命，责任更为重要。

民众的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变革的最直接的反应，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各阶

层民众在心理上和情绪上所表现出来的“波动”与。不稳定”等等自发性的心态，是

社会心理发展规律的正常反映。但也不可小视．这诸多思想问题，单纯的依靠广大民

众用自己的感性经验和习惯思维，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宣传工作来

引导边区广大民众的思想．疏导整合不同的思想，从而保证整个解放战争进程的顺路

进行。

二、宣传网络的构建与宣传工作的组织协调

宣传网络是指由宣传工作各个环节纵横交错、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涵盖区域广、控

制力度强的宣传体系．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依托宣传网络的强大的力量，在具体的宣传

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化组织协调机制。

(一)宣传网络的构建

边区的宣传工作分为党政与党群两个体系，在党的各级宣传部门中，宣传部是主要

的宣传机构，。负责动员与组织全党加强宣传工作，”％政府部门下，主要由各级的职
能机构在履行着宣传工作的任务；在各级的群众团体中，设有宣传部门，负责本团体对

。‘新城县政府呈报九三胜利周年纪念庆祝大会举办情形中华民国35年9月11日秘字第372号，．河北档案馆藏．

档案号614-1-407．

。‘正告误入歧途的同胞们'河北省政府唐山办事处印发的宣传用卷．1946．00．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652一I-21．

。‘告冀东各县同胞书’河北省政府唐山办事处印发的宣传用卷，1946．00．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6眈一l-21．

。‘中共冀晋区党委地委宣联会议总结提纲'．1946年1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I一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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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宣传教育，以及群众的发动等等。其中党政的系统负责领导管理下级整个的宣传工

作，“党委除统一领导检查外，可着重党内教育，(干部支部)，团体，政府则着重对外

宣传与教育群众。”o党政系统和群众团体担负着从事最基层广大民众的宣传教育活动。

表l是一张干部统计表，但可以看出边区的宣传网络上下级隶属关系，宣传机构从边区

中央局到最基本的行政村分为了五级的管理体制，即边区级，专区级，县级，区级，村

级。边区级名称为中央局宣传部，专区级宣传部，县宣传部，区，村级宣联委员会(或

者是文教委员会)。这其中“区、村组织文教委员会，统一各种文教需要活动的领导。

委员会由村级宣教部门组成，是联席会的性质，具体工作执行要通过各部门，”o其中

“区宣教委员会对村宣教委员会为领导关系，区里可以按期布置工作，发材料。”o“各

村组织宣教委员会，内设宣传，教育，文娱，体育，卫生，组织，动员等股，”o这样就

从中央局一直到行政村，形成了垂直管理的制度体系。而且这种宣传网络越是从上级向

基层的区村政权下移，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中所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越多，形成了基础

雄厚的宣传网络体系。

表l中共冀察冀第四专区各级宣教干部统计表o(1947．4)

＼崎部门 党委 政权 团 体 总计

等级＼＼＼
工会 青＼ 农会 妇联会 会

专区级 实有干部 5 l l l l 9

县级 实有干部 14 21 5 2 5 4 5l

区级 实有干部 45 46 22 18 22 153

村级 实有干部 1397 2059 116l 413 1101 1030 7161

备注 村工会干部缺易县满城两县的统计

o‘冀晋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46年9月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8-1-37-1．

o‘在紧急爱国自卫战争中开展今年的冬学运动'．‘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Z1．石家庄t河北教

育出版社．1990．第105页．

o石军．‘如何坚持冬学，．‘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z】．1990．第228页．

o石军．‘如何坚持冬学)．‘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z】．1990．第229页．

o‘晋察冀斯地位1946年宣教工作总结报告，．1947年4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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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边区宣传民众工作机构示意图

边区宣传民众工作∥ N
l 党政系统宣传 目 群众团体宣传

l 专业性的宣传方式 非专业性的宣传方式

ll I|[玉亟夏五习区互互亘圈
如表2所示．各级的的宣传机构分为两个部分，形成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并行结合

的宣传系统．一，党政机构设立的专职性的宣传机构包括专职性的宣传干部，还有新闻

电台、报社、书店等等．第二．在同级的党政宣传系统之外，党政机构领导下的许多的

群众团体，如工会、农会。妇联会，青会等，这些群众性的团体中．都设有一定的机构

和固定的人员来从事宣传机构．随着1945年lo月21日，边区发布‘晋察冀边区各界

抗日救国联合会关于取消抗联会及恢复各团体领导系统的决定》“取消白边区一直到村

的各级抗联会，恢复自边区一直到村的工、农、妇、青、文等各团体的独立领导系统”

∞各种群众团体改变了过去统一于抗联的工作模式，但“整个团体是在党领导下的，”o

边区中共对群众团体的领导是通过“团体中的党团领导来领导团体工作，。o同时。各级

群众团体。接受过去团体独立领导与统一领导的经验”o，工农妇青文武团体分开后都

独自的形成一定的组织，如冀东十四地委。县以上群众团体设宣传委员，无干部也要

。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救田联合会关于取消抗联会及恢复各团体领导系统的决

定'．‘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zJ．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16页．

o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晋寨冀中央局关于加强党对群众团体工作领导的决定，．‘晋察冀解放区历史

文献选编1946-1949)[z】．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8l页．

o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加强党对群众团体工作领导的决定'．‘晋察冀解放区

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z】．北京：中国档案出版杜．1998．第8l页．

o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关于取消抗联会及恢复各团体领导系统的决

定，．‘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z】．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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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宣传干事。区以下设宣传委员。”o在如基层的乡村俱乐部，是“群众性的文化活

动组织，“主要搞剧团，乡艺，黑板报”，青联“起核心作用”o因此，这些群众团体形

成了在党委领导下，独立于党政机关之外，拥有一定独立性的宣传组织机构。

这些群众团体成为边区宣传民众工作的重要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在实际的工作中

在履行着宣传民众，教育群众的职责，这些机构在从事工作时，其教育群众的内容都是

专职性的宣传机构一致的，而且紧紧地跟随边区党政的大政方针政策。这样，这些非专

职性的宣传机构虽然在形式上与专职性的宣传机构存在差异，但却是晋察冀边区宣传

民众工作的重要力量。如在大清河北冬季战役支前工作中在后方伤兵转运站上，。通过

贫农团发动群众进行慰问工作”，“启发引导他们比穷诉苦”，进行。支前和土改的教育”

。，此外还有的地区的黑板报“由青联掌握”。，事实上，晋察冀边区内部，类似于乡村

剧团之类的各种文化，艺术类的群众团体，不但广泛存在，而且在宣传工作中发挥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如河间在土地改革中，“由贫农团用本村的真人真事，编成戏剧歌曲创

造了宣传工作的新方法”。o可见，群众团体在宣传民众工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宣传机构的运行与协调

宣传机构的组织协调是按照各级党委领导下，按级别，从上至下进行工作的。各级

党委要求其领导下的“宣传部必须实际的具体负责起责任”。@此外，“要求党的各级领

导机关把宣传工作列入领导的议事日程，重视党的宣传工作，”o使上级党委和群众团体

对各级党政系统的宣传机构和群众性的宣传机构保持领导。在实际的宣传工作中，形成

了严格的上下级的管理制度，如冀东十四地委的汇报制度：“县委宣传部向地委宣传部

除去随时随地报导外，每月简报一次，三个月详报一次，半年总结报告一次，年终作全

年总结报告”。“区宣传委员向县宣传部半月简报一次，月终详报一次”，“村宣传委员向

∞‘冀东十四地委冬季宣教工作计划'．1945年12月1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4-l-3一I．

。王谦主编．‘冀晋区当前文教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下)[c】．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杜．1990．第213页．

。‘后勤部大清河北冬季战役支前结合土改初步总结'．1947年12月15日——194B年1月24日．河北档案馆藏．档

案号18-1-13-1．

9‘盂县新解放区。大横沟土地改革中的宣教工作”'．1947年3月1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10一I一64-2．

‘‘河间有些村庄真人真事宣传平分'．‘晋察冀日报'[N】1948年2月2日．

’‘鬟中区党委宣传部对目前时局宣传与学习的指示)．1946年6月3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_卜186-6．

口‘中共冀晋区党委地委宣联会议总结提纲’．1946年1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6-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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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口头即可”o，这样就保证了上级的宣传领导部门对下级部门的领导与管理。在各级

的党政部门在对新闻报纸机构进行领导时，要求。党委与报社的关系必须十分密切，党

委的意图须尽最大可能使报社在负责编辑工作干部了解”，“党委委员负责总的检查并按

时报告上级。”o各级的党委宣传部门“定期讨论报纸工作，加强对报纸检查与领导。州-

其次，“党对群众团体是政治上的领导”o如群众团体开展乡艺运动，建立文艺组织的同

时，党委。力着统一调和，加强领导”o，同时要求。各团体领导上工作上的密切配合”

o。

在具体的组织协调过程中，宣传工作由党委派。专人负责”，“加强上下级联系，。

o要求边区党政的宣传机构和群众性的宣传机构在各自的组织协调上发挥作用。党政部

门专职性的宣传机构的组织协调手段，如在新闻报纸的宣传过程中，规定了“新华社晋

察冀分社为总分社，各区党委一级设分社。地委一级设支社，一律设立电台，地方通讯

与军事报导统一由通讯社掌握，一切新闻材料须无遗漏的迅速及时发交上级通讯社。县

级党委宣传部的通讯的通讯干事与城市内区级的通讯干部应普遍建立加强下层通讯组

织的领导。”o同时，在其他的部门和机构中，如各级武委会。建立通讯小组政治干部为

通讯员，村设民兵通讯员建立上下垂直的指导关系以加强报导工作”o，这样，新闻报

纸工作从边区中央局到基层的区县内形成了垂直的领导关系，保证了报纸消息来源的及

时快捷，以及运行的有序性．在群众团体的组织协调过程当中，。同级党委不能改变上

级团体的决定，下级团体要坚决执行上级团体的决定”·，群众团体的在宣传活动中更

多的是采取了相对独立性，如1946年1月18日《冀中文联发出旧历年普遍开展文艺工

。‘冀东十四地委冬季宣教工作计划'．1945年12年1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4-I一3一I．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关于全党办报的新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175-3．

。‘晋察冀中央局邓拓同右在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宣教会议总结报告'．1946年4月28 H-29日．初稿．河北档案馆藏．

档案号578-l-2卜1．

。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牡会科学院编．‘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加强党对群众团体工作领导的决定’1946年3月20日．‘晋

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z】．1998．第8l页．

’‘，‘晋四地委一九四五年冬季宣教工作计划'．1945年IO月坫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17一I．20_4．

’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台会关于取消抗联会及恢复各团体领导系统的决

定'．1945年lO月21日‘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c】．北京t中国档案出版祉l嘲．第16页
。‘中共冀晋区党委关于日寇投降后猛烈展开全面宣传工作的指示'．1945年8月15 13．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l∞一l-24-6．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关于全党办报新任务的指示'．1946年lO月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175-3．

’‘边区武委会指示所属加强民兵通讯报导)[N】，‘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20日．

o中央档寨馆河北省杜会科学院编．‘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加蔼党对群众团体工作领导的决定'，1946年3月20日．

‘晋察，‘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z】．北京I中田档案出版社．1998．第16页．



作指示》要求在旧历年的文娱活动中，要充实。新的内容，发动群众自己把本村本区本

县抗战以来的生产、战斗、学习、反扫荡、英雄斗争等各种材料充实进去，”回雁北地区

“把工会，农会组织起来，由受训的村干部工人佃户回村开会宣传蕴酿团结发动群众，

在一个村抓紧几户解决问题以影响其他。”。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冀中总工会要求各级工

会干部及各级工厂、各行业工人，除了要帮助驻在村农民做好分地斗争，还要在这个过

程中“宣传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和各种文告，”o以发挥群众团体应有的宣传功能。

由于战事的紧迫和人员的紧缺，边区的宣传活动采取“一元化”领导，由“各系统

的宣传部(区级主要是游击区)集中由同级党委宣传部统一指挥和使用”o，使政府、

党委和群众团体三大系统宣传组织的界限相对模糊，行动更易协调，作用更为明显。如

在开展政治宣传攻势中，冀中八地委青县、大城、沧县、沧交五县由地方各宣传部门

“组织临时的宣传委员会，以便集中统一向外宣传”。。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为了加强宣

传工作，一些地区还组织“各级宣传联席会，以便集中力量统一步调”o，其他的如各

个区村级的宣联会，文教联系会等等都是为了统一使用宣传力量而成立的宣传组织。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是以边区党委为核心，以党委

领导下的边区各群众团体为辅助和补充，分层领导、分层管理的网络体系。其协调机制

是：边区各级党委加强对宣传教育工作的统一领导，认真贯彻上级党委指示，明确宣传

重点，从总体上把握工作的发展方向，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作出周密部署和安排。

各级宣传机构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切实完成好当前的宣传任务。边区各个群众团体弥补

了边区战争情况下的人员和机构的不足，并在宣传民众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而强有力

的宣传效应。由于宣传网络规范有序，机制灵活，为边区宣传民众工作提供了坚实可靠

的组织保证。

。‘冀中文联发出旧历年普遍开展文艺工作指示’【N】．‘冀中导报'．1946年1月18日．

。‘鬟晋五地委一九四五年雁北发动群众总结报告，．1946年4月2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pl-7-4．

。‘冀中总工会发出号各行各业工人要斑竹农民平分土地，[N】，‘晋察冀日报'1948年1月4日．

。‘中麸冀晋区党委关于日寇投降后猛烈展开全面宣传工作的指示'．1945年0月1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8-I-24-5．

。‘冀中八地委关于区党委八月十六日宣传工作指示的补充意见'，1945年8月2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ll—l—4—4．

。‘冀晋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46年9月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8-1-37-I．



三、宣传内容

宣传内容就是在宣传工作中通过语言、文字、或声音形象以及其他手段反映出来的

。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想感情和蕴藏着这种思想感情的社会生活的总和。旧解放战争时

期的晋察冀边区。宣传内容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时效性。这时期，中国共产党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心工作不断做出调整，晋察冀边区民众宣传的内容也紧随中

心工作的调整而改变，内容涵盖的范围大致分为军事、建设、土改三个大的方面。按照

宣传内容的时间的划分，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抗战结束到政协协议签订前(19衢．8--1946．1)

该阶段，中共的最为中心的任务就是对日反攻，扩大解放区。边区的宣传正是围绕

这一中心展开的。

l、宣传胜利消息。号召积极反攻。在抗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

央就明确指示。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

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各个分区的宣传，也紧紧地围绕着这

个中心展开．冀晋区党委。对根据地群众着重宣传各种胜利消息，动员全民踊跃参军参

战。”⑦冀中区八地委要求。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一切服从战斗的

胜利的号召下。充分动员与组织一切力量输运与支援前线斗争。”④冀晋四地委要求“对

大城市交通要道及新解放区各阶层关于我各种基本政策和当前时局政治主张的宣传”

⑤，以求最大限度上为晋察冀边区扩大解放区，进行反攻做好宣传和思想准备．

2、揭露。蒋介石与日伪合作合流，”⑥抢占胜利果实的行径．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的

侵略行径，。以各种事实揭穿敌伪的合流丑态，进攻解放区的兽性”⑦同时配合大量的

事实论据和数字统计来佐证．如。宣传我之自卫战已取得的胜利如上党战役，绥东战役

o‘宣传美学'于文书著叫】，人民出版社．1999．第∞页．

o‘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趺定'．‘中我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第228页．

。‘冀晋区党委目前宣传要点与中心口'．1945年8月14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1-62—4．

9‘I‘中区八地委关于区党委八月十六日宣传工作指示的补充意见'．1945年8月25 E1．11—1—4-4．

‘‘鬟晋四地委一九四五年冬季宣教计划'．1945年lO月15日．u7-卜2争4．

o‘中央局目前时局的几个宣传要点'．1945年9月3日．3-1—175—3．

o‘冀中抗联会冀中文联．准备阴历年开展广泛文化娱乐活动指示，．1946．00．00．3-卜360_1．



邯郸战役的胜利”。①以及“十一战区高树勋新八军万余人起义反对内战与八路军合作

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等内容o，指出“自卫战的正义性与有利条件，提高群众信心。”③

坚定广大民众保卫胜利果实，抗击入侵的决心。

3、宣传中共对时局的政治主张。如1945年11月20日，晋察冀中央局指示“宣

传我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与仁至义尽的让步”④还要向广大民众“指出我们实行这一

道路的力量和策略”⑤做到中共和平民主的政治立场的及时宣传。使得宣传内容引导边

区内部的社会舆论，使广大民众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措施有所了解认清时局。

(=)政协协定签订后到内战全面爆发(1 946．1—1 946．6)

这一时期，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相对平稳的时期，边区在宣传内容上也适时调

整，宣传政协协议，号召经济建设，及时提醒广大民众时刻警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成为

宣传的主要内容。

1、宣传政协协定，扩大中共的影响。随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陆续公布，

中共中央于1946年2月1日指示各地：“分别进行适当的广大的宣传，举行庆祝大会，

发出庆贺通电。”@1946年2月28日晋察冀中央局要求；“我之宣传中心应迅速转变到

拥护政协会决议”，“着重宣传我党协同中国人民是和平民主道路的开拓者，是政协会议

最忠实的执行者。”o宣传“和平是解放区人民在我党领导下斗争得来”，“我党忠实执行

政协决议的事实”o。晋察冀四地委要求“庆祝停战协定的签定，深入宣传我党坚持和

平民主团结的正确方针，”o据此，各级宣传机构、团体进行了广泛宣传活动，将政协会

议协议签订详情和伟大意义通过各种媒介传达给广大民众，扩大了中共的影响。

2、号召解放区的民众加强经济建设，巩固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是解放战争时期

边区的重要工作之～，因此就成为边区宣传的重要内容。晋察冀中央局指示：。丰衣足

o‘中央局宣传部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一175-3．

o‘I‘东十四地委宣传部冬季宣教工作计划'．1945年lO月．57一16一I-4

o‘中央局宣传部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1N一3．

o‘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175-3．

o‘冀晋四地委一九四五年冬季宣教计划)1945年t0月16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17—1—20-4．

o‘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央文件选集't5册．北京，中麸中央党校出版杜．1删．第62页．
o‘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宣传工作的临时通知’．1946年2月28日．{可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一卜186．1 4'

o‘晋察冀宜教工作结论)1946年3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38-卜I-4．

‘‘晋察冀四地委关于当前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1946年1月13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1—34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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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耕三余一”是大生产运动的方向，“应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这个思想”o，“激发新

解放区人民主人公思想”o，同时提出。建立民主繁荣的城市乡村”o．。对根据地的和

平建设减租生产要系统宣传”o，冀晋区党委要求在报纸上着重报导。我解放区的和平

建设农工商业欣欣向荣的景象”。o号召广大的民众全体动员起来，为经济建设而服务，

为边区的繁荣而努力。

3、号召边区群众“时刻警惕反动派的新阴谋”o，保卫胜利果实．为粉碎国民党军

队的进攻与“蚕食”。1946年5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指示，。全党全军全体人民中深

入思想动员。激发奋起自卫之决心，加强时事学习与阶级教育以提高战斗情绪，”o还要

求在宣传中。强调和平是依靠斗争(包括自卫战争)取得的”o。1946年1月13日，

晋察冀四地委号指示在民众政治宣传中要。说明国内反动势力仍在继续破坏和平”o．

1946年6月3日，冀中区指示当前的宣传“为坚决保卫和平而战”·使得广大民众认清

当前战争威胁仍未消除，消除心理上的麻痹大意。

(三)从全面内战的爆发到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

(1946．6---19柏．5)

这个时期。取得战争胜利成为边区上下最紧迫的任务，因此在宣传内容上鲜明的反

映为战争服务的特色．同时土地改革和支前运动也成为了宣传内容的重点。

1、对民众进行深刻的战争动员，加强全民的思想政治动员，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

坚定胜利的信心。

在内战爆发的初期对群众的宣传内容。以保卫胜利果实，保卫既得利益为中心，加

。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麸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开展一九四六年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晋察冀解放区

历史文献选编1946-1949)【z】．北京t中国档案出版杜．第3l页．

。(ee央局宣传部关于和平实现后宣传工作的指示'．1946年1月22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78一卜47_3．

·‘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的临时通知'．1946年2月2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78-卜47_4．

。‘晋察冀中央局邓拓同意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教会议总结报告，．1946年194月28日一29日．河北档案馆藏．
档案号678．卜20-1．

。‘冀晋区党委关于加强当前通讯报导工作指示'．1946年5月22日．河北档案馆藏．挡案号108-1—90-6．

o‘冀晋区关于加强城市宣传工作的指示)．1946年2月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1—88-2．

。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且前时局与对策的指示'．1946年6月∞日‘晋察

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6—1949)【2】北京I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122页．

。‘中央局关于和平实现后宣传工作的指示'．1946年1月22日．坷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78-卜47-3．

o‘晋察冀四地委关于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1946年1月13日．河北档案馆嗣已档案号12争卜34—2．

。‘冀中区对目前时局宣传与学习的指示，．1946年6月3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一卜l舶—6．



强群众的阶级教育，坚定群众自卫的决心和胜利信心，”。向广大民众“说明当前战争形

势，战争性，战争前途(必须争取胜利，否则就没有中国人民生存的余地)及胜利条件

等”。，克服群众中轻敌速胜等不正确思想，同时还“说明自卫战争是为了保卫土地与

·人民利益的，是群众更自愿的支持长期战争。”@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及时对时局进行积极的解释与消息的传递，如冀晋三地委宣

传“形势和战争动员方面。”。晋察冀四地委“指出蒋贼必败我军必胜的前途”。，同时

针对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战局问题作出解释，将胜利的消息的迅速传达和具体事例的佐

证，如“我军的战绩，根据新华社在<三个月自卫战争概况》一文及其它战绩统计和胜

利消息”o等等。

2，关于土地改革的宣传。土地改革是保障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是中共的一

项重要的工作，必须向广大的民众宣传解释土地改革的内容，具体政策措施，实施方法

等等诸多方面。土改前，主动的进行了“宣传解释工作，鼓励农民土地改革的决心和信

心”。。针对党内与社会上各阶层在土地改革中的思想动态，“说明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

的主张，是政协决议，是农民的正当要求和正义行为，揭破反动分子污土地改革为共产

平分土地的谣言。”曲其次“宣传我之政策，土地法大纲，说明我党之耕者有其田的平分

政策，并提出‘清算复仇’、‘有仇报仇有冤伸冤’口号，发动群众向地主汉奸恶霸进行

反攻倒算。”o

在土地改革后，宣传“彻底进行土地覆查，打垮封建势力”。同时将“新解放城镇

村庄的清算复仇土地改革安定秩序，新政建立等情况及经验“1传达给广大民众。还“教

。‘冀晋区关于坚决进行自卫战争和平宣传动员工作紧急指示)1946年8月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I一85-8．

。‘冀晋行政公署关于动员一切宣教干部宣教组织及宣教工作者进行自卫战争的紧急通知，，1946．9．19．河北档案馆

藏．档案号119-I-67—2．

。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晋察冀解放区历史

文献选编1945—1049}【z】．北京。中田档案出版社．1908．第263页．

。‘冀晋区党委宣传部关于1947年上半年宣教工作任务与计划的指示'．1047年1月4日．河北挡案馆藏．档案号

108一l_90_194．

。‘晋察冀四地委关于武装保卫秋收宣传工作的指示'．1947年9月11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一卜27一I．

。‘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大量编写宣传品的通知'．1946年10月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6／8-I—106—8．

。‘冀晋党委关于土地改革党的宜教工作指示'．1946年9月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I一37一I．

。‘冀晋区宣传部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46年9月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8一l一37-I．

9‘晋察冀六地委再解放区宣传工作，．1948年3月2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34一I—17一I．

。‘冀晋区党委宣传部动员反攻宣传提纲’．1947年7月21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一I一37-5．

“‘中共晋察冀四地委关于当前几个宣教工作的指示’．1947年5月23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一I一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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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群众为保卫已得的土地和民主政权而斗争，为国家民主化而斗争，”o这样就分时期

分阶段的将土地改革宣传贯彻下来。

3、号召广大的民众大力的参军。支前，全体动员起来保证战争的胜利。

参军和支前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战争的紧急关头，号召群众“在一切为了前

线，一切为了自卫战的胜利的口号下，”o。积极参加部队参加民兵。参加自卫战，”。号

召广大民众。保卫翻身的胜利果实，必须拿起枪杆子和老蒋干，呻在支前工作中宣传“要

积极支援前线，配合部队作战”，“保证军粮供给”o指出“我们要发展生产，厉行节约”，

。支持爱国自卫战争。”固鼓励广大人民。支援长期的战争”o。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宣传民众中的宣传内容，取材真实，涉及面广，具有强烈

的时效性和现实性，既严格执行了中央和边区各级政府的大政方针又充分体现地方特

色，宣传口径服从和服务于中共中央的中心政治任务。这样就使得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

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成为边区各级政府施政建设，晋察冀解放区解放战争的有力推

动者．

四、宣传媒介

宣传媒介是指承载并传递宣传信息内容的实物形式，包括书刊，报纸，广播，传单，

小册子。艺术演出等等，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的宣传媒介，根据其

采用的技术方式和程序方法。可以简单的分为专业化的宣传媒介和非专业化的宣传媒

介．

(一)专业化的宣传媒介

专业化的的宣传媒介，主要是指新闻报纸，刊物。书籍的出版以及广播宣传等等，

o中央档案馆编(ee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1．‘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Z】．北京I

中麸中央党校出版杜．1蚰1．第4l页．

o‘冀晋区党委关于坚决进行自卫雒争和平宣传动员工作紧急指示'1946年8月1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B—I-艏吨．

9‘冀东十五地委关于紧急动员起来的宣传材料'．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7-1—17-4．

o‘冀中八地委宣传部参军运动区级宣传动员参考材料’．1946年12月．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ll一1—63—1．

’‘晋寨冀六地委宣传要点l 1948年3月18 El，弼北挡案镶藏，档案号134^卜17吨．

o‘冀晋宣传部动员反攻宣传提纲，1947年7月21 13．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l佃一卜37—5．

o‘冀晋1947年宣教计划’1941年1月4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l-gO-194．



它的特点是宣传过程中要求的设备器材。人员素质都比较高，此外其操作程序过程也比

较复杂，一般人不容易掌握。利用专业化的媒体来宣传。在晋察冀边区有着光荣的传统。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公开发行的报纸有‘晋察冀日报》(1937．12．1l—1948．6．14．)、

‘冀中导报》(1945．6．15一1948．12．31)、<冀晋日报》(1945．9．1-1946．11．30，

1947．4．1一1947．11)等等数十种报刊，遍及晋察冀边区的各个角落，成为配合中心工作，

宣传民众得重要武器。这些报刊将最新最快的消息刊登出来，同时这些报刊的内容也

成了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消息来源。 边区出版的坚持当好群

众喉舌的原则，力求“反映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o，将报刊和广大民众的生活

很好的联系起来。 如1947年8月26日‘冀热察导报》创刊百期纪念小结中统计，这

时期“来稿1029件，发表973件，其中战争的367件，土改的319件，占绝大多数。雪”

由此可见，本时期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报刊的主要内容就刊载什么，将宣传工作的实效

性落实到位。

边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的各级报社，发行的报纸除了本级党委机关的干部

外。“读者对象的重点是县区干及一般知识分子”o，使得报纸刊物在具备初步文化水平

的广大民众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报刊上所载的内容，成为了广大乡村群众宣传形

式如黑板报，读报组，传单标语的重要信息来源。

另外，。发行工作是宣教工作的组成部分，做的好与坏时会直接影响整个宣教工作。”

回边区的出版发行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客观上促进了边区宣传工作的开展。此外，边区各

级的报社等部门一般还担负着出版政治读物，宣传手册等宣传品的任务。晋察冀边区<晋

察冀日报》出版社早于1944年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毛泽东选集》，在解放战争时

期再版了‘毛泽东选集》，这说明边区的出版业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与之相适应的是广

大民众的出版物也得到了普及。边区的发行组织是边区设分店，各行政区设支店地区设

办事处，县设总销处，区设分销处，各市镇设代销点。各处都由地方领导，与分店发生

业务关系．1945年lO月8日，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在‘关于全党办报新任务的指示中》

要求：“各地发行工作可统一于新华书店，各县支店或书报派销处，”@到1946年，。冀

o‘新察哈尔报创刊'【N】．‘晋察冀日报)1945年12月5日．

o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河

北人民出版杜[MI．1991．第157页．
o tO,共冀晋区党委地委宣联f鬈会议总结提纲'。1946年t月30日．河北挡案馆戴档案号108．1_3抛．
o‘晋察冀十九地委组宣会议关于宜教工作结论，，11M．16年3月20日．I可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38—1一I-4．

o‘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指示集汇集'‘关于全党办报新任务的指示)1945年lo月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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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支店下设27个县书店，冀东支店下设15个县书店，冀中支店在30余县里共有120

个代销处，”回1946年1月新华书店成立至1947年1月一年中，冀东新华书店初步建

立了各种书店，“发行‘冀东日报’149万余份，各种书籍143种，35万余册。”o边区

的出版发行事业较完备和系统的运行机制，使得正规化的宣传系统有序地运转起来，推

动了宣传工作的开展。虽然在内战爆发后，由于战事的紧张和敌我争夺的激烈，发行组

织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这种发行体系基本得以保留．即使在

1947年战争激烈进行的一年中，晋察冀新华书店。出书88种，307800册，期刊7种，

37980册，课本17种，237000册。”o，冀中区在1947年初根据lO个书店的统计，。平

原书店每日出书一千三百本，新镇博古书店每月出书一千三百本田”，报纸有冀中导报及

前线报，刊物有平原杂志，歌与剧等丛书十余种。扩大发行量扩大了宣传面积。增加宣

传受体。广播宣传也是边区宣传民众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在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

在张家口市区内设立了广播电台，在边区其他的条件好的城市也有广播台的存在。但是，

相对于其他宣传形式来说，广播台要求必须有相应的电子器材和收听设备以及专业的播

音人员．边区的地理地貌状况与严峻的战争威胁，使得设立的广播电台在频率发送和抗

干扰上办法不是很多，造成了晋察冀边区广播宣传只能停留在有条件的地区．加之战争

的持续进行，使得广播多产生的宣传效果只能停留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出版发行，新闻报纸等专业化的宣传媒介的存在和发展，使得晋察冀边区各级党政

机关和群众团体的报纸和刊物尽可能的接触到了广大的基层群众．这种专业性的宣传媒

介依托报纸发行等机构的优势将宣传内容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将边区党政的最新最快

的消息和中共政治理论传达给了广大民众，成为了中共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

C--)非专业化的宣传媒介

非专业化的宣传媒介，是指广大边群众喜闻乐见，设备技术含量要求不高，容易操

3—1-175-3．

。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恚编委会编

第lOl页．

。河北省新Plld：l版,qd：l版史志编委会、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编

第10'3页．

‘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岫

‘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劬，

。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恚编委会、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M】

第107页．

。‘冀中出版发行业年来大有成绩’[N】．‘冀中导报)1947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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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宣传媒介，虽然技术含量、文化水平的硬性要求不高，但这种宣传媒介是晋察冀边

区宣传民众工作的主要方式，首先，由于广大民众受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限制，教育

程度和政治觉悟的水平较低，正规化的新闻报刊等宣传媒介的内容难以被广大民众直接

消化吸收；其次，在当时交通闭塞，战火纷飞的条件下，正规化，专业化的宣传媒介所

发行和销售的书刊报纸等宣传资料，相对于广大的基层农民低下的文化水平来说，产生

的宣传效应毕竟有限．有鉴于此，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客观上要求有另外一种宣传媒介

作为其有益的补充，这样非专业性的宣传媒介就应用而生了。根据其宣传过程中所采用

的形式，简单的划分为民俗式的宣传形式和通俗性式的宣传形式两种：

1、 民俗式的的宣传形式
‘

民俗式的的宣传形式是指一系列广大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为日常生活服务，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人所共知的宣传形式。

民俗式的宣传多指乡艺宣传，乡艺指乡村文艺活动，它普遍的存在于边区的基层，

其传统的艺术形式和形象的演出手法，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和关注，乡艺宣传的形式主

要包括乡村剧团，秧歌舞。霸王鞭，村镇庙会等等，乡村文艺的存在，是专业宣传媒介

的有益补充。因为边区的“广大农民群众，认字有限，原理的思辨力更不发达，非他们

亲自见到，亲自体验到的，他们不大深信”，“在目前农民的一般文化程度下，不应不强

调形象宣传。”o因此，需要乡艺这种形象化的宣传形式来作为宣传民众的武器。乡艺宣

传的突出特点是；通俗易懂，内容直白，大部分是传统性的文娱方式，而且群众乐于接

受。因此乡艺就成为边区宣传民众中最为强有力的宣传工具。

①庙会宣传

庙会宣传是一种传统的年节性群众集会，解放战争时期的边区“庙会不是烧香磕

头，而是农村经济的集中交易”o，新的时期赋予了庙会新的内容。边区的各级宣传机

构在庙会的组织和内容上推陈出新，借助庙会这个人口聚集宣传场所对广大民众进行

宣传。

首先，在组织上重视，将庙会的整个过程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如新乐庙会“组

织庙会管理委员会，还下设治安宣传组织事务四股”o，其中宣传股负责活跃庙会组织

宣传，将完小教师训练班和短师学生每天化装宣传，而且每次开戏，打头次鼓后在台

CD‘为冀中村剧团进一言>王林(1937--1948>)．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一l-5．

。‘冀中平原杂志'四期河问1946年9月．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一卜：5．

。‘新乐庙会怎样热闹了起来’IN]．‘冀中导报)194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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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一次话，报告胜利消息和繁荣集市等。

其次，在庙会中组织宣传队，由各地党政军机关派遣专业的宣传人员在庙会中进

行宣传，充实庙会的内容。如兴和庙会“由军队和地方合作的六个宣传组”o，张北庙

会上，。察北师范各级妇联等机关学校干部一百二十余入，组织宣传队进行演戏及时事

生产，育婴卫生等宣传”o再次，此时的庙会，除了原有的内容如唱大戏，大鼓，拉洋

片，相声等文艺形式外，还新增了许多新的宣传形式或者在旧的文艺形式中添加了新

的内容。如张家口堡子里庙会中，“有特制的彩色中国全图，以文字和箭头标明东北和

中原的战争形势并配合分析解释，”·一些时事剪报和报章漫画也都得到群众的欢迎。

还有～些庙会用～些最新的设备来加大宣传效果，如河闻庙会上“幻灯放映，当毛主

席周恩来同志朱德司令员照片映到布幕上时。群众皆鼓掌欢迎”o．

由于庙会是边区群众中长久以来所接受和认可的传统形式，在经过宣传部门的深

加工之后．传统的庙会成为了宣传民众教育民众的坚强阵地，成为了宣传民众工作的

重要形式，庙会中的所宣传的现实内容为老百姓和关注。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②乡村剧团宣传

乡村剧团是乡艺大军的重要一员，一般是在基层农村中根据自愿的原则下，由党委

机关，群众团体或专业剧团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由于其属于纯业余性质标准和规格都

无硬性要求，所以边区内部普遍存在。在抗战胜利后的一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冀晋

剧团1381个，团员达29000多人，四分区占百分之34％，而灵寿则占了百分之58％。”

o其中冀中八地委十个县一个市的统计，(缺献县、清沧交)“共有剧团345个”，。主要

为本村的51个农闲时出演的剧团129个o”。剧团遍布，就拥有着庞大的观众群体，

往往一个小型的剧团演出就能引起众多民众的关注，“曲阳下河庙会上联合演出中几天

就有6万多观众看，阜平七区(广安区)一个小城公演有45000干人”o。总体说来，

乡村剧团是依靠其精编的剧本，政治觉悟高的团员，精彩的演出来发挥其宣传民众的作

用的。

。‘漫面街头剧收效甚大．兴和庙会时事宣传活跃’【町．‘晋察冀日报’1946年6月22日．

-‘张北阳原诛源庙会盛况空前'[N】．‘晋察冀日报'194f1年6月8日．

。‘堡子里庙会空前热闷'【N】．‘晋察冀日报'1945年5月29日．

’‘河问庙会的宣传经验'【N】．‘冀中导报'1946年7月5日．

’‘中共冀晋地委宣联会议总结提纲'．1946年1月∞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1q4．2．

。‘冀中八地委宣传部对今后宣教工作意见1．1947年5月17日．河北挡案馆藏．档案号ll—I-52-l

。‘冀晋—年来文艺'．河北档案馆冀．档案号您一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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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剧团首先是做到了精编剧本。乡村剧团剧本的编写大多数来自非专业的群众，

依据发生在周围的真人真事。选取其中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来编写如安国南关翻身剧

团，“把本地卜继光欺压奴役女工的真事编成《苦工》‘翻身》演出。o安国石佛剧团一

年“创作了许多中心工作服务的剧本，”o如在蒋日伪合流后，编出了‘库怨恨》‘笑里

藏刀》，开展冬学时，编出了‘上冬学》，反特时，编出了‘反特务》梆子，旧历年编出

‘拥爱大鼓》。开展生产时编出<生产落子》还编出‘自卫活报》，土地改革中编出<复

仇》都是些短小，符合当时中心工作的创作。这样将剧本内容紧密的和当时的中心工

作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立场，从而保证了剧本的质量和宣传的方向。

其次掌握剧团成员的成份，边区各个乡村剧团构成上“多是翻身农民自己组织起

来，剧团中流氓坏蛋是极个别的，”o如冀晋唐县杜亭村剧团“21个演员中有19个贫农

2个中农，富农地主一个也没有，唐县三区389个团员中，工农占2／3。工农群众已成

为乡艺活动的积极分子”o因此也就为一般群众爱护。此外还要求“剧团的领导必须掌

握在基本群众手里，成分上亦注意防止破坏分子混入”o使乡村剧团保持了其平民本色，

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剧团成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根源上保证了剧团宣

传民众的阶级特色，从而更好的为广大民众所服务。

再次注重演出质量与演出的宗旨，乡村剧团的演出～方面要求演员在演出时认真对

待，一丝不萄：另一方面要求在演出时注意内容服从服务当时的中心工作。一些剧团团

员在演出之后还“用串门聊天的方式深入虚心的搜集观众意见，以求该剧进一步的修改”

o这种严谨的演出作风必将提高演出的质量，从而增加演出效果。

乡村剧团在演出时与中心工作配合紧密。使得广大的民众在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影

响下，获得了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治素养，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③秧歌宣传

秧歌又称秩歌舞，是广泛流传于边区农村的一种传统的乡艺形式。一般以单位、机

关、乡村为单位来演，扮演者装扮成各种角色，在解放战争这个大环境下，给秧歌中添

加了充实的政治内容，并且与时事形势相结合，它将舞蹈、歌咏、音戏剧巧妙结合，成

o‘冀中各地翻身农民男女老幼纷闹秧歌乡村之新剧达数十种'IN]．‘晋察冀日报'1947年1月21日

o‘安国村剧团民间艺人的典范'[N】．‘冀中导报'1948年11月21日．

。‘冀中八地委宣传部对今后宣教工作的意见'．1947年6月1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ll—l-52一1．

o‘冀晋一年来乡艺活动1．{可北挡案镇藏．挡案号12---L--I 5．

o‘冀中党委阴历年文娱活动指示，．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t-360-I．

‘‘冀中乡村剧运括跃'IN]．‘解放日报’1946年3月23日．



为了边区宣传民众教育民众的好武器。边区的秧歌队为数众多，1947年仅冀中八地委

lO个县1个市的统计就有。学生儿童秧歌队144个，旧形式新内容的狮子高跷秧歌18

个，”o冀晋1946年春节“建屏东黄泥的秧歌队都在200人以上，平定仙人村的秧歌队

尽达400人之多，唐县魏庄的大秧歌在120人以上。”o

在秧歌的表演和宣传过程中，注重了对秧歌内容的提炼，选取了老百姓所熟知的内

容，冀中八分区在秧歌表演中，演员们。装扮的是老百姓过日子的生活，唱的是老百姓

熟悉的‘王秀鸾》剧本里的调子。”。把老百姓的劳动生活以艺术形式表演出来，把要传

达到群众中去的意思印在他们的心里．此外，取材内容很广，如“将一个村、一个区或

者更大的范围里的活生生的人民斗争事实来编演”m，将。反恶霸、清算，减租、反特

劳动模范等等作主题”o，编出当地人民所熟悉的故事和秧歌舞．

同时秧歌舞积极地配合了当时的中心工作，对群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石家庄刚

解放后街头文艺宣传，演出节目不仅有“街头活报剧”“教师大合唱”“冀中霸王鞭，还

有。陕北秧歌”演得活灵活现，当宣传队扭起陕北秧歌时，“吸引了千千万万的群众，

大家愁眉苦脸，恐惧变成笑声．一位老大娘说“过去说共产党光屁股扭秧歌。共产共妻

杀人放火都是瞎话．共产党来到跟前说话和气，演得又好。”o采用老百姓喜爱和熟悉的

秧歌这种形式，是宣传工作在娱乐中得以进行，寓教于乐，对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起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秧歌舞这种看似简单，演出便捷的文艺方式，给它添加了鲜活的政治内容。加上良

好有序的组织协调和认真的排演，产生着良好的宣传效应。

④街头诗与歌谣宣传

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大量流行着群众之中，街头诗，民间歌谣大多是由

群众创作，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内容上来说， 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有揭露地主阶

级的罪恶的，如‘翻身十二唱'一。你恭喜我恭喜，咱们穷人是一体，你鞠躬我鞠躬，

咱们的救星是毛泽东．孙老德今年卅八，半辈子光棍没成家有了园子有了地，新娶的

9‘冀中八地委宣传部对今后宣教工作的意见'．1947年6月1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Il—I—眈一1．

。‘冀晋—年来的多艺运动晏晴'．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I-，5

’‘八分区新秧耿舞出演以后’[N】．‘冀中导报'1946年3月“日．

。‘八分区新秧歌舞出演以后)[N】．‘冀中导报'1946年3月14日．

。‘八分区新秧歌舞出演以后’【N】．‘鬟中导报'1946年3月14日．

。孙开平．‘记平安县教师赴石宣传队’．‘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回忆录分册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杜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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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下轿了啦。受苦的日子过去了，千年的铁树开花了受苦的汉子直起腰，翻身的日

子记下了。”o将新旧社会。共产党领导下的幸福生活深刻体现出来。语言通俗。脍炙

人口，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再如‘别受骗》所说“猫哭老鼠瞎装蒜，地主哭穷假可

怜，黄鼬找鸡装拜年，虎带佛珠假行善。地主摆席请穷人，没安好心怕清算。”o将土

地改革中地主的险恶用心巧妙的描写出来，告诚广大民众提高警惕。翻身歌谣以浅显

易懂的道理进行说教，群众听得懂，记得清，粘贴“在大街上起作用很大。”o

街头诗和歌谣不仅压韵短小精悍，而且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教育意义，再加上其

易于学唱和传播。群众喜闯乐见和易于接受，因此一个好的歌谣能够很快的传播到边

区的每个角落。配合以鲜明的政治内容，在民众的宣传过程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 通俗式的宣传形式

通俗式的宣传形式是将专业性的宣传媒介中的宣传内容积极的转化过来，根据广

大民众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采取的一系列通俗易懂，简单可行的宣传形式，主要

包括以下几类：

①利用开会宣传

利用开会宣传是通过开会将宣传材料和主题传达给宣传对象，是一种简捷，有效

地宣传形式，解放战争期间，边区的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利用各自的组织普遍召

开会议，对所联系的民众迸行宣传教育．开会所能影响的民众数量是其他形式的宣传

形式不可比拟的，如冀晋三地委普遍在进行庆祝自卫战争的胜利时，共“召开了几个

较成功的庆祝大会，参加人数15500余人”o，利用开会宣传主要有动员会，庆祝大会，

座谈会等几种主要形式。其特点主要有：

开会的主题明确，而且在时间上统筹安排。如庆祝大会在取得胜利后召开，可以

使消息迅速的传播到广大的民众中去，抗战胜利后，为了将胜利消息及时地传达，冀

晋区要求在根据地立即召开“大规模的庆祝大会囝’’还在新老地区广大群众中，普遍进

行“庆祝胜利大会和庆祝十月革命会议”@。复员中，除了组织群众热烈的欢迎复员人

o‘翻身十二唱'IN]．‘冀中导报'1946年11月27日．．

o‘街头诗抄'[N】．‘冀中导报'1946年12月10 FI．

o‘孟县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宣教工作’．1947年3月1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10-1—64-2．

o‘冀晋三地委宣传部政治攻势材辩汇集)．1946年1月15日，河北盥寨馆藏．档寨号114-1—29-5．

o‘冀晋关于日寇投降猛烈开展全面宣传工作指示'．1945年8月1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1—24-5．

o‘冀晋宣联总结提纲'1946年1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一I一34-2．



员回乡外，还“召开小型欢送会，座谈会”o，教育群众尊重这些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光

荣战士．在新解放区宣化“召开青年座谈会”，经过“深入的宣传解释后，把昔日害怕

八路的思想消除了。”o

另外，开会宣传在的时间上有所安排，如十月革命节来临之时，晋察冀中央局要

求。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妇女中上层人士中都可以普遍召开座谈会。”o冀中七地委在

宣传改组国民政府统帅部的工作中。从分区党政军民一直到村级的干部会员及群众按

系统有计划的召开座谈会”o．如冀中区八地委在土地改革的宣教工作中。召开分片分

街的不同阶层的小型座谈会”o来宣传土地改革的政策。

其次，在开会过程中，将宣传内容逐步的渗透给与会民众，达到宣传的目的。如

在工人和佃户会上。进行阶级教育，说明工人佃户怎样受压迫剥削，怎样穷了。怎样

翻身怎样团结斗争，使她们进一步认识我们，揭穿好特之造谣欺骗。”o这样利用开会

进行宣传的方式，组织简便，而且参加的人数能够得到保障，在开会过程中将宣传内

容传达给了与会的人员，使宣传的内容在最短的时期内得到传播。会议宣传也成了消

除顾虑、打消疑惑，发动群众，政策宣传的武器。

②传单标语宣传

标语是张贴或刷写在建筑物上醒目的鼓动性的口号；传单一般是简短的文字说明

或者与图画结合的一种印刷品。它们的政治鼓动性强。语言文字感情强烈，号召性极

强，因而被广泛运用．

首先，传单标语消息来源非常正规。一般都是根据上一级的党政机关下发的文件

整理而成的，或者是新闻报纸正式报刊采编而成的，避免出现伪假新闻，确保其来源

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如1945年11月20日晋察冀中央局要求各地立即大量印发高树勋

通电，阎部180个官佐的反阎通电，绥远各族各界反傅作义的宣言并且随时根据新华

社广播社论。编成传单大量供给前方。”。冀晋党委在政治攻势中，到处传播胜利消息，

送出。朱总司令的委令与通牒，宣传俘虏政策与宽大政策，普遍组织宣传队，标语队，

o‘冀晋宣传部关于加强城市宣传工作的指示)1946年3月2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一卜髑-2．

o‘宣化三区召开青年座谈会'CN]．‘晋察冀日报’1945年9月24日．

o‘中央局宣传部关于庆祝十月革命节即宣传工作通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I一175-3．

o‘冀中七地委关于深入宣传改组国民政府的指示'，1945年11月1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8-1—18-17．

o‘冀中八地委去年土地改革中宣教工作几点经验介绍'．河北档案馆曩．挡寨号I卜卜100-3．

o‘冀晋五地委一九四五年雁北发动群众总结报告’．1946年2月5 E1．I可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pl-7—4．

o‘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175-3．



写亲笔信大量散发宣传品。四分区宣传品达95种，共66000份，)崞代6301份，五台

2590份。”∞冀中七地委在政治攻势中，宣传品的内容来源有“高树勋通电(导报510

期)阎部190个官佐通电521期，晋绥部270名将校联名呼吁和平通电(523期导报)

绥远各族各界联合反傅作义罪行告绥远各界各族同胞书，(11月15日期导报)”o由此

可见，无论是边区中央局还是各区的标语传单，其消息来源的渠道和书写规格都非常

的正规。

其次，标语传单在实际宣传中，内容具相当的针对性和时效性。1946年10月9

日。晋察冀中央局在宣传品内容的指示中。要求在群众宣传“蒋介石卖国内战美国援

蒋内战殖民地在中国罪行，我们自卫战的正义性爱国性。”固新解放区的广大民众不熟

悉中共政策方针，在进入新的城镇前，提前“作充分准备如印刷。标语，布告及关于

政策实事宣传手册等。”回进入城镇以后马上开展宣传运动。孟县在土地改革的宣传中

要求各地宣传机关“应集中力量经常制作各种短小尖锐具体的宣传品，用各种办法散

发。”o同时注重宣传的形式，冀晋行政公署要求标语漫画在通衢大街的墙壁上“用石

灰刷成白色，拿红土烟煤写了20条启发农民斗争翻身的标语，整齐壮观惹人注意。”国

标语传单还注重了本地特色，作到既保持鲜明的政治性又体现老百姓所熟知的地

缘特色。晋察冀六地委“根据当地具体材料编印成小型宣传品做到及时有力，”文字宣

传，除由地委翻印各种宣传晶外，还“根据各县具体实事，傅匪罪行编写小型宣传品

大量散发。”o晋察冀四地委鉴于国特造谣、国民党大举进攻，首先由分区政治部“印

发了一次本分区的战报，每种印四千至五千份，分发各县，在各县也印了小型宣传品

如涞源，易县，在庙会上散发的(比一比)(摸一摸)等小张宣传晶，徐水曾把报纸上

的漫画印发并编了反还乡团高贺年的简单词印发，易县在庙会上更把漫画画成大幅专

人讲解。”o

最后，在标语传单的标准上做到严格要求，严密谨慎。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

o‘冀晋地委宣联会议总结提纲'1946年1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l僻一l—34-2．

o‘冀中七地委关于继续开展政治攻势与宣传攻势的指示'．1945年12月4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8一卜18-8．

·‘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大量编写宣传品的通知'撙46年lO月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78-1—105--8．

o‘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175-3．

o‘盂县新解放区大横沟土地改革中的宣教工作'．1947年3月16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10-1—64-2．

o‘冀晋行政公署关于动员一切宣教干部宣教组织及宣教工作者进行自卫战争的紧急指示'．1946年9月19日．j可北

档案馆藏．档蹇号110-卜57-2．

o‘晋察冀六地蚕宣传部关于在解放区宣传工作指示’．1948年3月2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34-1—17—1．

‘‘中共晋察冀四地委六个月宣教工作汇报'．1946年1月—6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1—34-6．



严格规定了宣传内容，如冀东区在关于标语书写的规定：。一般适用2l条，适用于解

放区者5条，适用于敌占区者：l条。”o防止因为内容的不妥造成宣传方面的失误，

如冀中七地委根据群众运动后(运动中)各阶层会出现各种情况，在关于标语口号的

指示要求。对不合区党委及中央局规定之标语口号一律洗刷净痕迹”o，晋察冀六地委

要求在新解放区域内“各县组织之宣传队或吸收知识分子专负责涂写敌人标语刷写我

之标语，务求功整清晰．”o另外，做到。区村不要自己随便编写标语，写标语千万不

要随便改写或添字，”o从根源上杜绝了一些不符合中共方针和政策内容的出现，避免

了一些不实的伪消息流传于边区内部，也是中共宣传民众工作的原则立场。

传单标语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醒目、生动、篇幅小、言简意赅，具有较强的鼓动

性，震撼力。同时，由于传单标语内容浅显易懂，制作简单，发放快捷，所以成为宣

传民众中的。轻骑兵”。

◎读报组宣传

读报组是一种遍布于边区乡村街道农民家中的一种宣传组织，读报组的每个组员

。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o读报组一般在基层党委，党员干部的领导下，由有文化识字

的群众担当读报组的组长，从事民众的宣传教育工作。读报组是边区新闻报纸事业在一

定程度上的延伸和扩大，限于当时的物质文化水平，边区各级的报纸出版数量不多，且

发行地区有限，专业的宣传媒介影响力十分有限；另外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

广大边区民众受教育水平很低，真正能够做到看报懂报的人很少。读报组就起到了将专

业化的宣传内容转化为广大民众能够接受的道理、常识的“加工厂”的作用。读报组发

展壮大，推动了农村的读报运动，如“冀晋全区读报组达2269个组员达18000多入。”

01945年。12月唐县统计全县共看读报组293组参加读报的人1484人，在张家口市仅

8、9两区就有10组，组员119人．”o足以证明读报组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

o‘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宣传与庆祝解放军进入全面大反攻的指示，．1947年9月1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3-1-122—13．

o‘冀中七地委宣传部关于执行区党委宣传部宣教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46年3月13日．河北档案馆藏．档

案号8-1-37-6．

o‘晋察冀六地委关于在解放区宣传工作指示'．1948年3月2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34-1—17—1．

o‘区村不要随便编写标语'【N】．<冀中导报'1946年4月15日．

o‘北瞳村的模范读报组'【N】．‘冀中导报’1946年6月21日．

o‘中共冀晋区党委地委宣职席会议总结提纲'．1946年1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挡案号l∞一卜34吨。

o项桕仁．‘目前边区社会教育简述'‘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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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读报组在组织上注意了地点的选择和时间，根据广大民众的生活习惯，读报

时选择“在人们自然凑伙的地方和时候讲。如安平杏贡在‘场里’‘蒹铺里’‘槐树下’

成了三组，”回读报时问恰当合理，如有的读报组读报时“时间是在晚饭后。谁也不找谁，

出入随意，这样避免了时间上的限制。”o还有的碰到天气不好时，就选择在家中的炕头

上，同时听读报的人不硬性规定，在自愿的条件下来听报。

其次，在读报的方式上，“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大家讨论大家负责。”o坚持走群

众路线，一切从群众出发。读报组的带头人“须在群众中有威信，人们相信他的话。”回

在读报过程中，抓住“群众不愿受拘束的心理，读报组便成立了大家歇乏解闷的场所。”

@如冀中区束鹿二区郭庄是模范读报组， 读报人郭义昌，郭清远。深刻了解群众爱听什

么，知道怎么讲，”同时“读报走了群众路线，读报的方式是群众习惯的内容是听众听

得懂的乐意听的内容。”固从使读报组引起群众的兴趣和好感。为读报中的宣传教育做准

备．读报组并不是简单的将报纸上的照本宣科的读给群众，鉴于群众的知识能力和政治

觉悟。形成了一套有序的读报宣传程序，为中,r．,-I-作服务。如束鹿二区郭庄读报组，“读

了统累税的征收，他们便说明支援前线，保证供给是每个人的义务。”o。由于和群众关

系密切，对村工作帮助很多。”o这样就使广大民众及时的得到了中央和边区的大政方针

政策，促进了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读报组大大弥补了专业的报刊宣传要求读者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限制，将报刊上的

内容及时准确的传输给了广大民众，使得报刊宣传的力量在无形中增加了巨大的力量，

成为了提高政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良好工具。

④黑板报宣传

黑板报又称墙报，是遍布于边区各个角落的一种宣传教育民众的有力武器，是农民

自办的一种舆论机关，在边区内部几乎村村都有。成为。推动工作批评落后鼓励进步和

团结群众的有力武器，成为群众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田黑板报优点是简单便捷，

o‘为了自卫战争的胜利农村宣传工作立即动员起来’[N】．‘冀中导报)1946年8月22日

o‘北瞳村的模范读报组'IN]．定县通讯．‘冀中导报)1946年5月21日．

o‘定县北瞳读报组走群众路线坚持常年'【N】．‘冀中导报'194T年7月1日．

9‘冀东组织群众读报经验’[N】．‘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19日．

。‘定县北瞳读报组走群众路线坚持常年'【N】．‘冀中导报'1947年7月1日．

‘‘郭庄读报组办的好—介绍束鹿模范读报组)【N1．‘冀中导报)1946年2月15日．

o‘瓤庄读报组办的好—介绍束鹿模范读报组，珊】．‘冀中导报'1946年2月15日．

。‘北瞳村的模范读报组'【N】，‘冀中导报，1946年5月21日．

。‘冀中区党委青联会文教工作参考资料1946年4月．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一l∞38_2．



技术性要求不高，出版周期短，登载便捷。随时随地都可以都可以写上新内容。题材主

要是“报道本地的，边区的(以上是主要的)和国内外大事，反映村中工作或一个运动，

推广经验，表扬模范，批评落后，”中同时与教育群众结合，提高广大民众的政治文化水

平。黑板报在边区分布广泛，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初冀晋区黑板报。几

乎普遍了每个农村，全区达3988处，四分区百分之八十四的村庄”o张家口在第一次解

放时“已有107块出现在街头”o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边区黑板报工作，井然有序，

充分发挥了其便捷，迅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编写认真，题材贴切。在编写方面。要明显通俗易懂念着顺口”内容和形

式“组织得多越好，刚。如行唐县芦家庄村长亲自担任该村黑板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其他

“四个编辑委员很注意采纳群众的意见，经常研究群众的反映，”o题材方面，有中央和

边区发布的最新的国内外消息，重要的方针政策，国内外消息，战争战局等，如冀中区

的束鹿河庄村的黑板报“不仅写报上的消息，各部门有什么工作，也在黑板报上发表”

o，各地的黑板报主要是刊载的广大民众中的典型事，先进事，劳模英雄，生产能手等

各个方面内容。张家口二区四区的黑板报，在选材方面和。当地当时的群众生活群众斗

争相结合”o在表扬和批评中教育与提高教众，如冀中区东黄垄村，。稿件都是经过各组

织系统整理发表”o这些结合实际的稿件。大大的推动了该村的生产工作．不仅如此，

冀中区还要求“黑板报要普遍的建立，要找出组长编辑讲解，各有专人负责”o黑板报

的编排注重贴近群众，找群众关注和熟识的内容，使得黑板报成为群众生活的伙伴和帮

手，成为宣传民众的良好场所。

其次是黑板报的内容与中心任务相结合，使黑板报能够把握正确的宣传内容与方

向，推动工作的进行，如冀晋区孟县为了把黑板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起到他应有的作用，

黑板报有人专门编写，有人专门搜集材料。有人深入群众中提取反映，所办的黑板报除

。项柏人．‘目前边区社会教育简述'1946年5月‘晋察冀边区教育资瓣选编)社会教育分册【z】．石家庄t河北教

育出版社．1990．第∞页．

’‘冀晋宣联会议总结题纲'．1946年1月30日．河北挡案馆藏．档案号108-1—34-2．

o‘二区四区普谊建立黑板报)翻】．‘晋察冀日报'1045年12月4日．

’(--区四区普遍建立黑板报'【N】．‘晋察冀日报'1945年12月4日，

’‘冀中青联文教参考材料'．1946年4月．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338—2．

o‘冀中青联文教参考材料'．1946年4月．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338-2．

o(--区四区普遍建立黑扳报’(N1．‘晋察冀日报'1945年12月4日．

o‘翼中区党委青联会文教工作参考材料'．1946年4月．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338-2．

’‘冀中党委阴历年文娱活动指示，，1946．00．00．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一l-360-1．



了有的“专载时事消息”，“其他各块专为土地改革服务再隔两天更换一次，”o与土地改

革紧密结合。

黑板报也积极配合着每个时期的工作，如当群众产生懒惰思想时，黑板报上就“及

时表扬生产模范，批评懒婆懒汉，打破‘比穷’思想”，。天旱不雨时，提出了节约备荒，

下雨后，又号召多种菜。”o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二区四区的黑板报内容，积极。配

合中心工作，征收工作中介绍实报财产和店主经理驳斥特务的造谣。”o

此外，黑板报还是广大民众生活生产的好帮手，如冀中区的云彪县北三羊村黑板报，

有一次转载群众报上发表的一种用草染黑布的办法，在黑板报上登录第二天人们都去

了，还有人负责讲解，于是“新的办法推广出去了”o，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由此可见，黑板报这种贴近百姓生活的宣传方式，成为了推动工作，教育民众的良

好平台。搭建起了民众与边区政府之间的沟通的桥粱。虽然形式简便，却是配合边区中

心工作的重要宣传武器。

总之，非专业性化宣传媒介是晋察冀边区宣传民众的优势和特色，是在正规专业

化的宣传媒介之外，宣传民众工作最为重要的一员。而且，非专业化宣传媒介的各种

宣传形式绝大部分是群众早已认识和熟悉的，这样就不存在天然的隔阂和阻碍。在宣

传过程中，坚持去伪存真，抛弃过去低俗反动封建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领导下

的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斗争性的文艺内容，为政治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是其不变的方针，

这样就使这些流传久远，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焕发了青春，成为了边区宣传民众的重

要媒介和手段。

五、晋察冀边区宣传民众工作的历史地位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宣传民众工作是在紧张激烈的战争大背景之下进行的，取

得了伟大的成功。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成为晋察冀边区对外取得战争胜利，对内经济

建设，推行政策措施的重要力量。在工作过程中，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将宣传民众工作纳

入了整个工作的范畴之内，高度重视，组织协调有力；宣传内容根据中共当时的中心任

务适时调整，积极继承借鉴已有的宣传方式，创新创造新的宣传手段，使得宣传民众工

o‘冀晋教育厅盂县新解放区土改宣教工作)．1947年3月t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llo-l—64-2．

。‘冀中青联文教参考材辩'．t946年4月．河北档搴馆藏．档案号3-卜338-2．

·‘二区四区普遍建立黑板报)【N】．‘晋察冀日报'1945年12月4日．

。‘冀中区党委青联会文教工作参考材料)．1946年4月．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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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贴近了广大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宣传民众工作成为军事斗争之外，

边区广大民众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有力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保障了边区在解放

战争中军事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晋察冀边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

的宣传工作经验，成为今后新中国开展宣传民众工作的模版和镜子。有着极强的借鉴作

用．

(一)宣传民众工作的效应

解放战争时期的边区宣传民众工作，在战争的紧张时刻开展进行的，各级党政机关

和群众团体的经过努力。使得宣传工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成为边区开展工作，对

敌斗争，政令传达重要武器。主要表现在：

1、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贯彻了中共党的方针政策。保证了解放战争得以顺利进行。

宣传民众工作的推广普及和有力深入，使得群众政治觉悟大大的提高，在。保家卫国”

号召下，边区的民众自觉地投入到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当中。同时宣传工作与支前，参

军，生产建设，土地改革等边区各项中心工作紧密配合，充分发挥了号角和喉舌的作用。

解放战争初期的宣传工作，在。转变幻蒋怕美右倾“变天”思想收到很大效果。”∞在解

放战争的进程当中，开展任何一项工作，宣传民众工作都发挥着推动鼓动作用。如在征

收公粮时，冀中区温塘村依靠黑板报上画飞机。写。看谁座”，“争取做第一把交椅”的

浅显得宣传形式．号召群众自觉履行义务，结果“鼓励起很多人很快的把公粮送到村公

所。”o很好的完成了征粮的任务．在进行拥军的宣传时。冀晋阜平高街村剧团，把本村

的拥抗模范事迹编成剧目演出，群众们反响激烈，此剧演出后，群众“自动给抗属打柴

七千斤．”o在宣传边区政策，驳斥敌伪宣传过程中，冀中区胜芳市响导剧团演出的<复

仇》，。每至悲苦场面。群众无不被感动得流泪，对汉奸则激起复仇的怒火，又当演至我

军光复胜芳解教人民又给予观众衷心的兴奋，而八路军与民主政府对俘虏人员及坦白改

悔者的宽大政策，又大使群众感动。”回由此可见，利用各种形式进行边区中心工作的宣

传．促使了广大民众的思想紧紧跟随中共政策方针，使广大的民众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认

o‘中共冀晋区党委地委宣联会议总结提纲'．1946年1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134-2．

。‘冀中区党委青联会文教工作参考材料)．1946年4月．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卜338-2．

o‘普察鬟群众文艺运动(1937年7月—1948年)'．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I：p卜：5。

9项柏人‘目前边区社会教育简述'．‘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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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领悟到了宣传的真谛。并将宣传内容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去，这样就使

宣传民众工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从而保证了解放战争进程的顺利发展。

与此同时，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在号召发动群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宣传工作

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宣传，目的就是使广大的民众将宣传内容自觉得以履行。宣传

是动员和发动群众的前奏和基础， 利用的动员会，控诉大会，座谈会等开会形式进行

宣传，都是具有动员意义的发动形式。如晋察冀十九地委在张北县城举行的宣传周中，

举行各种会议进行宣传，普遍的开展减房租，增工资，清算账。控诉复仇的斗争，“不

只使群众明白了国内形势，并且直接的掀起了群众运动。”o这样就这样就达到了宣传的

目的，教育了群众，使所有的受众能够动员起来，响应号召，执行命令，达到思想和行

动的统一，给边区整个工作的进行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2、引导了社会舆论，整合了民众思想。这时期边区的各级宣传机构，一方面把中

共在不同时期的对敌斗争和边区党政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斗争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

而准确的传达到边区的广大民众；一方面通过宣传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将分散的，个别

的议论。化为系统的，集中的意见，把各种各样的思想统一到符合边区中共倡导的轨道

上来，形成一种正确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从而实现社会控制。解放战争时期，整个边

区的民众社会心理，都显现出来了一种急需引导和宣传教育的紧迫感。实践表明，宣传

民众工作针对民众出现的害怕变天，对国民党政府存有希望的正统幻想，以及在这一时

期对中共及边区的法令的错解和误解等产生的不稳定情绪，采取了～系列行之有效的宣

传措施和宣传内容，使得边区广大民众的中社会心理及时地得到了安抚与引导。宣传工

作所作的这些成绩，巩固了边区的革命政权，增强了边区人民的内聚力，也是对边区

取得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促进因素。

此外，在宣传过程中，大量运用了乡艺的宣传形式和其他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

形式，使得广大的民众在享受传统的艺术形式的同时．自觉地接受了中共的政治方针，

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认知水平，产生了和中共方针政策相一致的政治认同感和价值

取向，初步形成孕育了一些组织性纪律性及其他的革命观念，形成了良好的群众思想基

础。其次，宣传中包含的极强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现实材料，“旧坛装新酒”的宣传

形式，不仅给广大的民众带来全新的感觉和意义深刻的宣传效果，更为重要的是，乡艺

内容的改变，逐步淡化了广大民众中沉积千百年的一些腐朽，落后。封建，反动的思想，

。‘中共晋察冀第十九地委宣传部一九四五年宣教工作汇报'．1946年1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3}卜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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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了过去那种任人宰割，逆来顺受的奴隶思想，激发了他们当家作主，追求美好自由

未来的主人翁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是对广大民众思想上的一

次大整合。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宣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对文化的规范和影

响作用更为突出。”o正因为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使得广大民众在得到国内外消息，战

争形势的同时，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反过来又促进了他们理解事物、提高自身

修为的能力与洞察政治现象、分析时局的判断力，这些都大大的提升了他们支援前线，

参军支前的热情，在随后进行的平津战役中，正是由于广大解放区的民众的高涨的支前

热情和参军高潮，推动了战争顺利快速的进行，这其中晋察冀边区的民众宣传所产生的

宣传效应在起着重要的激励和引导的作用。

3、解放战争时期边区的民众宣传工作，对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宣传民众工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众宣传工作涌现出来的宝贵的人力资源和物资

资源成为新中国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尤其是边区在新闻出版事业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众

多的报刊和新闻通讯工作者成为了全国各地新闻出版及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一支主力军。

边区的各级宣传机构，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宣传设备，进行宣传工作。这

些都为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俱兴的情况下，对全国人民的宣教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

用．在宣传工作中形成了严格的宣传制度和工作规章，使得中共最告指示的政策方针在

最短的时间内，完整地传达给了广大的基层民众，这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在新中国

建立之初的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次，解放战争时期边区的民众宣传工作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直至今天仍具有借鉴作用。

(二)宣传工作所的历史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和行为准

则。积累了丰富的宣传工作的经验。这些珍贵的经验和心得，成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宣

传民众工作的最好借鉴和模版。有些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直至今日仍然在发

挥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这些宝贵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把握宣传时机

宣传民众。要将宣传过程中的事前宣传，事中宣传，事后宣传三种类型很好的把握

起来，注重根据性质的不同。时间的缓急。政治性的强弱，丽采取不同的策略。

o郑邦俊主编．‘宣传学概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扯1987．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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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事前宣传。事前宣传是最常用的策略。这种提前性预警式的宣传方法，可以

提高人们的警惕。解放战争初期，无论是中央，边区，各分区各级党委一直在所下发的

文件中谈到警惕国民党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指出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可能，

1945年9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指示到：“严密监视中国的反动派的阴谋”o将国民党

抢夺胜利果实的阴谋及时公布于众。停战协定后，虽然国共双方在口头上达成停战，但

边区内部仍然保持高度警觉，在宣传上告诫广大民众“充分认识与警惕到国民党蒋介石

背信弃义的贯伎与其反动本质，要想全面地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彻底停止国民党反人

民的内战行动，还须经过许多曲折复杂的斗争”四使人民从心理上提前得到准备，对战

争的长期性有所了解。在战争突然爆发之际，将所引起的战争恐慌降至最低，并且将大

部分人团结在周围。

这种提前预警式的宣传方式还应用在土地改革，护粮斗争，战争动员，支前。清算

斗争等重要任务的来临实施前。如冀晋区在土地改革进行的前夕，宣传土地改革时，鉴

于当时中共中央“没有公布五四指示”，但为了加强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发挥其执导作

用，宣传中“注意到不要暴露党的秘密与斗争策略”，“自上而下的说明我们有利于他们

的政策，但要慎重的防止斗争策略的暴露。”o从而在事实上潜移默化的宣传土地改革的

内容，减小土地改革到来造成的社会震动。冀中区由于是产粮区，麦熟季节，由于判断

出敌人必然要争夺粮食，所以提前进行护麦宣传，向群众中广泛揭发“敌人必然要想我

冀中进行抢麦的阴谋，(主要是边缘区)”，。敌我粮食的争夺战亦势必更加尖锐”o使得

广大民众懂得保护粮食，提前预防的重要性。冀东区处于内战的最前沿地区之一，在内

战一触即发的前夕号召群众“认真实彳亍坚壁清野，埋藏粮食，加强备战的宣传工作，克

服麻痹轻敌太平观念和悲观失望丧失胜利信心的不正确思想。旧准备应付内战爆发后出

现的一系列困难局面。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中共各解放区进入到了战略大反攻的阶段。但是为了防止

边区民众中某种乐观情绪和对困难估计不足的心理，在宣传大反攻的消息时，暂不宣传

o‘中共晋察鬟中央局宣传部关于目1l蓍宣传要点'．1945年g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一卜175-3．

。‘晋察冀四地委关于政治攻势的指示'．1946年1月13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卜34—2．

o‘冀晋区宣传部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46年g月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8一l一37一1．

o‘冀中区党委宣传部护麦宣传工作指示)．1947年6月1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卜119-21．

‘‘冀东十二地委为号召全党备战的动员完成补军任务的指示'，1945年11月1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49-1一ll一2．



大反攻的来临，而是先“宣传刘邓大军主动出击之胜利，以防止打击干部群众情绪造成

错误影响思想与工作。”o在晋察冀边区进入到战略大反攻的阶段，冀中区根据冀中地区

临近华北战略重点平津保石和平汉北宁津浦的特殊形势和民众的心理特点，要求辖区的

民众，。加强战斗准备，随时迎接敌人可能到来的局部的地方性的进攻避免在突然情况

下情绪的波动”o以免在过分乐观和放松的情况下，遭到不必要的损失。

其次是事中宣传，事中宣传是指伴随着事情的过程，及时迅速真实的向广大民众正

确解释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以求真实的，饱满的内容，及时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冀中区

在反顽斗争过程中要求。对于顽军向我边缘区进攻必须及时组织通讯报导，不放松每一

顽军暴行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o在国共停战协定签订实行后，要求对于。在十三日二

十四时后国民党军所占领之村镇一面交涉，一面发动群众要求国民党撤退的各种控诉请

愿游行集会等造成强大的群众舆论，”∞从而给予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打击。 在国

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情况下，冀东十五地委。号召群众积极参加部队参加民兵参加自卫

战，在干部会上座谈会上，群众大会上农民代表会上，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要广泛宣传

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罪行使得群众积极参加战争保卫胜利果实。呻这样使得当时当地发

生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民众了解，从而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最后是事后宣传，事后宣传是在事件发生后，对事件的报道宣传、教育，方针政策

的及时解释，使最完整的事件过程展现绘民众，同时加上政策方针的解释，形势内容的

分析。

在政协成功以后，晋察冀四地委在。后方普遍召开了庆祝大会，各个阶层的座谈会，

各高校学校都予当时组织了化装宣传队，进行街头和集市宣传。。使褥政协会议内容及

时传递。还有十区的高小在。内战爆发后曾组织了一个60余人的宣传队，走遍九、十

两个区，哟冀晋三地委向群众讲话只说明说明事实或者以当村当地当时的事情来进行宣

传教育。比如。宣传国民党的罪恶及罪行不要只说其他远的，只要多说眼下事，如顽军

在李各庄强奸了许多妇女，把人家町的王臭儿铡了三截，”o这些刚刚发生的是揭露顽军

o‘冀中区党委宣传部不应过旱广泛的宣传大反攻，．1947年8年2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183-194．

o‘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关于与庆祝解敌军进入全面大反攻的指示'，1947年9月17日．河北挡案馆藏．裆案号

3-1-122-13．

o‘冀中区对目前时局宣传与学习的指示'．1046年B月6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I一186-6．

o‘冀中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中党报党刊的指示'．1946年4月2日．柯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119-10．

o‘II东十五地委关于紧急动员起来参加自卫战争给各级党的指示'．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67一I—17一I．

·‘晋察冀四地委宣敦工作总结’．1947年4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一I一34-5．

o‘冀晋三地委宣传都政治攻势材料汇集'．1946年1月1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14-1—29-5．



罪行最生动的例子。在国共双方停战后，冀晋区党委要求其下属各分区“要把1月13

号以后顽伪向我进攻的次数，动用的兵力，和我坚决自卫中给予顽伪的打击毙伤放下

武器人数与缴获等，作一综合性报导，国民党向解放区前进一步蚕食一村一镇我们都要

大声疾呼，马上报导。反对默而不宣，”o力求在事后及时宣传报道，扩大宣传效果。如

敌人在易县桥头一带制造惨案后，“马上就在桥头村召集了一个全三区的村干部会议把

自村的受灾情况作了教育。这样村干回村一宣传马上各村群众对蒋军的认识就起了一个

变化，”o这样在敌人第二次侵占桥头村时，三区全区群众全跑了，使得宣传效果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

筹协调宣传过程

宣传民众是一个系统的过程，由于宣传的对象范围广大，宣传任务的性质不同，因

此宣传工作。要有坚持性，要连续的宣传反复的宣传逐步深入直至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

不能突击一下百事大吉。”o同时必须强调宣传过程的统筹协调。统筹协调的宣传既有宣

传过程中系统的组织宣传材料，又有连续的组织宣传攻势，以此来达到扩大宣传的目的。

在宣传材科的组织上，强调重点突出，点面的结合。如冀晋三地委在民众的宣传中，

注重了大与小，远与近的结合，宣传方面不仅仅宣传中共力量的壮大有多少解放区多少

军队党员，而是把“大李各庄的胜利，东建阳的村落战，完县城的歼敌等，高玉铺四个

游击小组在苏莘庄打退了一百多个顽军”等等附近处的胜利广泛宣传，“和群众宣传这

四个游击小组的故事比讲半天国际国内形势起作用打得多。”o因为近处的事件老百姓

都亲眼看过，因此宣传后起作用更大。

在宣传程序的组织上，强调连续突击扩大影响。如在刚刚恢复的地区，针对广大的

民众对中共的方针政策不甚了解，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推动工作，如宣传周、宣

传月、宣传日等等。晋察冀十九地委的宣传工作中，在张北与兴和进行了有计划有力量

集中的宣传周，兴和的宣传周，首先在城关区搞的特别热闹，具体的过程如下：“12月

5日游行讲演，观众有5000多人，每个街道均拥挤不堪，12月6日7日小型集会，宣

传参加群众821人，12月8日士绅知识分子座谈会，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意见，12月10

o‘中共冀晋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加强当前通讯报导工作的指示’．1946年5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8一l一9¨．
o‘晋察冀四地委1946宣教工作总结报告'1947年4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一卜34-5．

o‘冀署区党委宣传郎关于坚决进行自卫战争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恢复国内和平宣传动员的紧急通知'．1946年8

月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l明一卜85F8．

o‘冀晋三地委宣传部政治攻势材料汇集'．1946年1月15日．河北档案馆患档案号114-I一29-5．



日召开家长座谈会到会150人，12月11日把所有参加宣传工作的人分4组到附近村庄

宣传。参加群众20余人，”o这样的过程使广大的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推动了工作

的开展。这种连续式的宣传策略还运用在了战争进行的紧张时期。在大清河北冬季战役

支前结合土改的过程中，战役发动之前即“准备了土改宣传品布告标语口号责成组宣部

政工队进行宣传”。在攻克雄县后，。后勤干部除总结工作和继续准备工作外，一律参加

土改，”。此外还在民工中进行比穷比苦，。提出了打仗为谁打的，担架为谁担的．”在

架桥民工提出了。反地主思想”，民工复员时，开欢送会进行“土改教育”，整个宣传过

程不仅涉及战役的各种参与者．而且宣传内容贴近宣传对象的实际利益，因此能取得好

的宣传效果．

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由于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所以在宣传工作中必须统筹规

划，按照材料和事物本身的特点进行有步骤有系统的宣传。

3、坚持灵活应对的原则

宣传民众工作要求对某一具体事件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就事论事，以事育人，使目

标更明确，主题更突出，宣传工作更具体。从区域上来看“晋察冀约有三种地区，老

解放区，新解放区及政权不巩固容易受到摧残的边沿地区”。，从宣传对象的认知水平

和政治觉悟上看，也是参差不一．因此需要严格区分宣传对象的范围，因人因事因地的

宣传教育，保证宣传工作的准确性。在宣传过程中，主要分为针对事情不同采取不同方

式的策略和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策略两大类型，体现出“需要什么宣传什么，做什么

学什么教什么”o的形式。

针对宣传事情的不同采取针对性的策略，是宣传工作时效性，快捷性，服务政治的

客观要求。解放战争时期很多突发的事件都需要专门针对性的来进行宣传，政协协定刚

刚签订，晋察冀中央局就指示。我之宣传中心应迅速转变到拥护政协决议并促其实现”

重针对重庆校场口惨案和国民党捣毁各地新华报馆的事实，冀晋区在指示中要求“大力

o‘晋察冀十九地委一九四五年宣教工作汇报’．1946年1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38-1一l—6．

。‘后勤部大清河冬季战役支前结合土改初步总结'．1947年12月15日一19柏年1月24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8-l—13一1．

。‘后勤部大清河禅战役支前结合土改初步总结)．1941年12月15日一19蚰年1月24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8-1-13-1．

o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传达与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决定’．‘晋察冀解放

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z】．北京l中央档案出版社．1998．第136页．

o‘中共晋察冀十九地委组宣会_改关于宣教工作结论'．1946年3月2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38-1一l-4．

’‘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宣传工作临时通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1—186-14．



开展宣传反攻，用各种办法揭露法西斯反动派的一切阴谋，以启发广大士兵与群众衄特

别是在内战爆发之后，边区的许多民众思想发生了波动，此时的宣传材料必须根据当时

事情的具体情况进行宣传，边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张家口在1946年被侵占后，

使许多人悲观失望，产生对战争前途迷茫，针对这种情况，宣传中即刻解释：“为了求

得主动歼灭敌人在大踏步前迸大踏步后退中在必要时应不惜放弃某种地方以获取歼灭

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放弃某些地方只是暂时的，这种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亦进行适当

解释与教育克服偏向。”o使中共中央的策略和战略方针及时传达到基层民众。针对延

安撤退后，所引起的思想波动。冀中十一地委对广大民众“说明我们的战略，向来不死

守一城一池，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解放区全体人民应更加紧张的动员起来反

对任何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不受任何谣言所动，旧在麦季征收，护粮护麦的过程中，

。进行的宣传教育，号召翻身农民翻身骨干成为早日交粮，交好粮的模范”o如冀东区

。针对群众运动后(运动中)各阶层各种情况下的思想特点制宣传品，提出切合其利益

的经验口号，”o这些因事情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宣传内容的方法是相对简单的策略，

但却是极为有效的策略，可以使宣传的口径随着局势的发展随时作针对性的调整和改

变，保证宣传内容及时传达。

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是另一种宣传策略。新解放的城镇，这种针对

性的宣传更为常用，“如徐水城解放后，我们针对该地人民不了解的具体情况，进行了

宽大政策的宣传，当下有八个国民党员向政府登记自愿坦白o”这种因人群不同采取不

同宣传内容的宣传策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和有效。由于土地改革强调

阶级的划分，成份的标准必然会触动一部分农民的利益，因此在土地法大纲中央与边区

政府未公开公布前，宣传中。不公开的具体的宣传土地改革的办法，只根据宣传提纲对

不同人等作不同的解释。”o如冀晋区党委要求“宣传部门要很好掌握党内与社会上各阶

层在土地改革中的思想动态。以便针锋相对的进行宣传教育解释工作”o此外，在土地

o‘冀晋党委关于目前时局及工作的指示'1946年3月26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一I-6l—4．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张垣撤退后的宣传要点’．t946年10月1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78_卜47_6．

o‘鬟中十一地委宣传部关于撤退延安后开展干部学习与群众宣传的指示'．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20-1—1024．

·‘冀中区党委宣传部护麦工作指示'1947年5月18日．河北档案馆藏．挡案号3一卜n争2l-

·‘冀东区党委关于自卫战争中宣传工作的几个问题’．1946．00．00．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46-1—6-16．

·‘晋察冀四地委宣教工作总结'．1947年4月3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一卜3}5，

o‘冀晋区宣传部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t946年9月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108-1-37-1．

o‘冀晋宣传部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46年9月．9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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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具体的宣传中，。对社会各阶层的宣传动员有着明显的不同，对佃户的1：3号‘农民

们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向吸血鬼，地主讨还血债，地主剥削了我们的血汗叫他们吐出

来’．对富农的口号‘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富农经济天下农民市一家，团结起来力量大’，

对贫农户的口号是‘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对准目标坚决斗争不受地主挑拨，不上地主当。

实行士地改革是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同时对于社会其他的民众也坚持针

对性的宣传策略，如。对商贩从物价苛捐杂税而谈到解放区之贸易自由，对书店老板谈

书籍出版言论自由等，对劳苦大众谈生活受压迫的情形，对学生谈学生运动与学费考试

之不合理。”。根据青年学生具有知识水平程度的特点“有目的的有计划根据对象步步提

高。”o

在区分人群的同时，还根据区域的差别采取不同的宣传内容．如对抗战胜利后对·

晋察冀中央局要求对。沦陷区人民应广泛宣传我党的政策及抗日政府的法令”，。对根据

地群众着重宣传各种胜利消息，动员全民踊跃参军参战”④比如冀中区在护麦宣传过程

中，。在中心区宣传群众中，实行首个互助拔工换工，”“在边缘区及靠近边缘的中心区，

号召群众快收快打快藏，不让敌人抢走或买走一粒粮食“。“在资敌严重的地区，绝不

资敌的宣誓运动，”。“对我不能完全控制的地区，教育群众认识法币，给敌人一粒粮食

就等于帮助敌人。呻这样将边区内广大的民众在针对性宣传的基础上在进行更加细化的

宣传，通过不同的政治宣传内容。使各种性质区域内的民众都受到了教育。

针对性的策略。不仅要体现出因人而异，而且要表现出地缘的特色，这样就通过宣

传把握了绝大部分民众的心理，使得宣传民众工作落到了实处。

4树立典型进行宣传

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在策略上注意以典型的事例来宣传民众，配合以政策和理论

的疏导与解释。在树立典型宣传的同时，将中共和国民党的一些做法作对比，正反典

型的对比，增加宣传效应。

树立典型，表扬先进，使得广大的民众有学习的榜样，推动农民教育工作的全局．

冀晋四地委西庄和西河两村在宣传中“找出典型人物在大会上作报告。影响大家l回忆，”

lDB—l一37一1．

中‘孟县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的宣教工作'．1947年3月16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llpl-64q．
·‘冀晋区关于加强城市宣传工作指示’．1946年3月2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一l-舶_2．

o‘张家口青年工作开展简况与学生运动'．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78-I一121—2．

o‘目前宣传要点与中心口号'．1945年8月14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l_62—4．

o‘冀中区党委宣传部护麦宣传工作的指示’．1947年5月1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I一119-21



国望都五区三堤村鉴于扩军工作推行比较困难，村工会主任门吉祥，青救主任葛江儿，

首先报名入伍，成为了参军模范典型代表，由此“带动群众完成了该村子的扩军任务。”

o

这种树典型的策略，在大生产中宣传中应用的更为广泛和普遍。以典型的劳动场景

和劳动模范来带动广大民众的劳动热情。冀晋区生产建设的宣传报道中，注重“选择典

型(如某一合作社业务好，怎样在大生产中起作用，或能开水利地区，怎样去修水利以

及根据本地特点，怎样特点怎样组织，生产推广经验的稿件，及时报导。”o让劳动英

雄现身说法，如涞水纺织英雄大会上请劳动英雄“西河赵文禄，说出他家直接在共产党

与民主政府的领导与帮助下才将光景过好的后来又在区大会上再让他报告，许多群众听

了后说：‘咱们这里要不是八路军不会有今天”o以周围的所见所闻。真实事，典型人

来教育群众。1946年4月5日，晋察冀中央局指示“将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与政协决

议进行对比，揭露法西斯派企图由东北内战扩大到全国内战推翻政协决议坚持一党独裁

与军人专政的实质，激发广大人民义愤争取中间势力。旧以便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的义愤，

争取中间势力。还有在边区复员工作中宣传“复员必须与批判国民党收编伪军不断解

散伪军调动军队进攻东北，骚扰解放区相联系。”o

此外，在树好典型的同时，边区又结合当时反宣传的迫切性的具体要求，将中共的

政策方针与国民党军的行径作一直接的范例对比，树立正义与非正义两种典型。如晋察

冀四地委中心解放区在选举国大代表工作过程中，各村普遍进行了宣传教育“用我们实

行民主的具体行动来和国民党统治区保定北平的借鉴比较，”o晋察冀十九地委的将宣

传中共时局，主张，措施和政策与“抨击法西斯分子不执行停战命令不解散伪军调兵进

攻东北骚扰解放区选举国大代表如东北滦县等反动措施相联系”o这种典型之间的对比

的宣传是直观的表现出中共的政治态度和施政纲领，将敌我立场置于一个平台下。孰是

孰非一日了然。

5宣传内容具体真实

o‘晋察冀四地委六个月宣教工作汇报)．1946年1月一1946年6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l船一卜24_6．

o‘冀晋三地委宣传部政攻材辩汇集'．1948年1月．15日．河北档案馆震．档案号ll 4-卜凹一5．

’‘冀晋区党委宣传部冀晋新华分社关于目前报导重点指示'．1947年2月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一卜90"-1

o‘晋察冀四地委六个月宜教工作汇报)．1946年6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1—34-6．

o‘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目前宣传任务的指示，．1946年4月5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I一175-3．

o‘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关于复员运动宣传要点'．1046年3月7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卜175-3．

口‘晋察冀四地委六个月宣教工作汇报'．1946年1月一1946年6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1—34-6．

’‘晋察冀十九地委组宣会议关于宣教工作结论，．1946年3月20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538一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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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民众工作不能孤立的进行，必须与各种具体宣传材料结合进行，晋察冀四地委

宣教工作指示宣教干部“去研究计划宣传工作怎样去结合中心工作(土地改革。大生

产，战斗等，)为中心工作服务，”。同时各项工作的进行也是依靠了宣传这个强大的载

体才得以成功，抗战胜利后的边区大反攻，晋察冀边区政府开始发行胜利公债，分配给

了冀晋区七万元，冀晋在接到任务后，。立即宣传动员，使全体军民了解当前发行公债，

对于完成反攻任务，巩固胜利的重大意义．造成群众认购热潮。”。，同时，冀晋在各种

动员工作中如公粮公债扩军大生产等。普遍深入的贯彻了阶级教育采用了回忆座谈等

各种各样的方法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亲自体验相结合，许多东西变成了群众自己的秘诀。”

。这样将具体工作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挂钩，唤起了群众的自主情绪，引导了群众的具体

方向，达到了宣传的目的。其他的边区各级在具体工作中，也将宣传工作与喜e他-1：作

结合起来，如冀中八地委组织宣传突击周，“抓紧农间之时结合各种工作利用各种会议

进行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o冀中区在恢复地区，“配合对顽伪的军事进攻与胜利对恢

复地区广大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o”

这样，在宣传的过程中结合了一定的宣传材料，同人民的生活习惯。乡土习俗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使老百姓不感枯燥和厌烦，加上一定的具体事项和内容，有利于广大的

民众接受，拉进与群众的距离，消除二者之间的陌生感，强化了宣传效果。

晋察冀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过程中取得的宣传经验。是在长期的宣传工作实践中形

成的，这些经验是中共宣传工作的精华．正是拥有这些被称为“策略”的宣传经验，才

使得晋察冀边区的宣传民众工作在解放战争战火烽飞的大背景下完成宣传中共方针政

策，教育广大民众，弓l导社会心理的任务。

结束语

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宣传民众工作在组织化、制度化的宣传体系下，以战争，

生产，土改为主要的宣传内容，将革命的政治文化强有力的锲入了乡村社会，成功地向

广大民众灌输了阶级观念、革命思想和革命信念，提升了广大民众的自身的阶级认同意

识。这些边区民众的宣传形式，如报刊，黑板报，传单标语， 乡村剧团，照顾了不同

。‘晋察冀四地委关于当前几个宣教工作的指示，．1947年5月23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28-1—29-1．

。‘冀晋区党委关于加强宣传动员工作的指示，．1945年8月26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08-l-23-3．

。‘晋察冀四地委关于当前开展政抬攻势的指示’．194($年1月13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L08一卜34_2．

o‘冀中八地委关于区党委八月十六日宣传工作指示朴充意见'．1945年8月15日．j可北档案馆藏．档案号ll—I—4-4．

’‘冀中区党委恢复地区群众宣传要点’．1947年9月8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3一卜1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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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水平和政治觉悟得人群，密切了中共与边区民众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边区的宣

传民众工作，及时地揭露了国民党的虚假性，澄清了是非，正确的引导了社会舆论。所

有的这些成绩，都极大地加强了广大民众的参政意识和革命理念，为积极支援解放战争

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的宣传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新世纪伊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进入到关键时期。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对全国人民进行有效的引导、教育，以化解

方方面面的社会矛盾。宣传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民众工作为我们

提供的某些经验，应该成为新时期宣传工作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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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光荏苒，年华逝过，在毕业论文完成之际，我首先要对我的导师封汉章教授表达

我最诚挚的谢意。恩师封汉章老师，对我的论文的选题、拟纲、初稿、修改直至完成，

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三年来，封老师对我严格要求、悉心指导、使我受益匪浅。封老师

严谨的治学态度、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虚怀若谷的高尚品格使我明白了治学、做事与做

人的道理，这是使我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黄存林教授、郭贵儒教授、张同乐教授、张大军副教授等诸

位老师为我的论文的框架和结构都提出过宝贵的意见，给予了不同形式的指导和帮助。

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的李功老师，宋白桦老师在资料的查阅上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服

务，在此我非常的感谢。

感谢姐姐高冬梅博士，在生活上和学习上给予了我亲情般的关怀，使我在远离家乡

的城市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感谢我远在北京的姐姐范继忠博士，对于我成长中的无

私帮助和爱护。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与家人，他们的支持与关怀是我能够坚持学业与论

文的最大动力。感谢帮助过、关心过我的所有人。

虽然论文的写作告一段落，但我感觉这个课题的研究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由于我的学识和能力有限。论文肯定存在这样那

样的缺陷，敬请各位专家、师长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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