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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邓拓办报的“书卷气”

许　莹，周贯华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０）

［摘　要］作为一名具有“书生气”的知识分子，邓拓对中国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兼收并蓄，造就了他独特的
“书卷气”办报风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传统文化的艺术、深厚的学识使他在报刊活动中既坚持求真、求实的独

立思考精神，又追求报刊的可读性与群众性，而坚持党性则使其“书卷气”独具一格。

［关键词］邓拓；“书卷气”；党性

［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０８－０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ｎｇＴｕｏ’ｓＢｏｏｋｉｓｈ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

ＸＵＹｉ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ａｉｆｅｎｇ，Ｈｅｎａｎ４７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ｅｎｉ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ｅｎｇＴｕｏ，ａｓａｂｏｏｋｉｓ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ｒｅａｔｅｄａ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ｙｌｅ．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ｅｎｉｎｉｓｍａｎｄ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ａｒｔ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ｍａｄｅｈｉｍｈａｖｅａ
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ｆａｃ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ｉｎｈｉｓｐｒｅｓ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ｂｕｔｍａｄｅｈｉｍｐｕｒｓｕｅｒｅａｄａｂｌｅａｎｄｍ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ｅｎｇＴｕｏ’ｓｂｏｏｋｉｓｈ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ｌｗａｙｓｓｔｉｃｋｔｏ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ｐｉｒｉｔ，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ｈｉｓｓｔｙｌ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ｅｎｇＴｕｏ；ｂｏｏｋｉｓｈ；Ｐａｒｔｙｓｐｉｒｉｔ

　　１９５６年《文汇报》复刊之时，邓拓曾对徐铸成
说，《文汇报》复刊后要充满“书卷气”，是“读书人

看的报纸”。邓拓此言中的“书卷气”不仅止于对

知识分子色彩浓厚的《文汇报》而言，事实上，邓拓

个人的办报活动就具有明显的“书卷气”。这种

“书卷气”来自多年积累所形成的文化境界，又体现

为一种办报风格，是邓拓报刊活动中特殊的一面。

邓拓的“书卷气”有别于普通所指的“书生

气”。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报人，邓拓有着“书生办

报”的典型特征，有学者将其“书生办报”的内涵归

结为：济世精神、求真精神、独立意识和理想情

怀，［１］而在“书生”之外，邓拓又是一名坚定的马列

主义革命者，若从知识文化背景来看，除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浸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邓拓知

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共同造就了邓拓的精

神视野，造就了他独有的文化境界。中国传统儒家

文化使邓拓有“追寻历史正义”［２］的崇高精神追

求，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指出了现实的道路，

使邓拓投身于革命，从一名“书生”转变为一名革命

志士。在报刊活动中，马列、毛泽东思想使他重视

报刊理论宣传，充分发挥党报的指导与组织作用，

而中国传统文化又使他重视报刊的济世作用，对于

两者的兼顾，使其在坚持求真、求实的基础上，走党

报的群众路线道路，使报纸既是“读书人看的报

纸”，更是“群众看的报纸”。坚持党性基础上的理

论性兼具可读性、艺术性兼具知识性、求真求实与

群众性构成了邓拓报刊活动的“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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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莹，周贯华：试论邓拓办报的“书卷气”

　　一　理论性兼具可读性

邓拓办报的“书卷气”首先表现在始终围绕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邓拓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最初来源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那场“科玄之
战”，陈独秀等人的唯物史观深刻地影响了青少年

时期的邓拓，使其对改造社会的认识体现为对社会

公平的追求，经过革命活动的淬炼和大学时期的研

究思考后，以“左翼”身份投入到新闻工作中。１９３０
年代，在加入“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后，结合革命

形势和党的革命任务，邓拓开始撰写理论文章进行

马克思主义革命宣传，１９３３年的《形式逻辑还是辩
证法》表现出了高度的辩证主义唯物思想，而１９３７
的《中国拓荒史》更令其被认为是“能写大块理论

文章的人”。总体上看，邓拓的办报活动分可划为

三个时期：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８年主编《晋察冀日报》时
期，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８年主持《人民日报》时期，１９５８
年至１９６６年主编《前线》时期。［３］与多数知识分子
报人不同，邓拓的报刊活动是围绕着党报所进行

的，理论宣传既是党报的任务，又是党报理论形成

的依据，对理论宣传的重视在各个办报时期都有突

出的体现。

１９３８年，邓拓带领晋察冀日报社以“七七出版
社”的名义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１９４２年，
他撰写的《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

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描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

著；［４］１９４４年，邓拓又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工作，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任
报社理论组（部）的工作。１９５０年，《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史》一书的出版引发了一场“谁领导了五四

运动”的大讨论，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谁

领导了“五四”运动？》，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

想对“五四运动”下了一个定义：“三十年前的‘五

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

而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的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运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５］３１１

在利用报刊进行理论宣传时，邓拓使用的并不

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而是把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熟

悉的语言和方式，比如，在对毛泽东《论持久战》进

行进行宣传时，《晋察冀日报》副刊就刊登文章《中

国能马上打败鬼子吗》《为什么说是熬年月的战

法》《蛇吞象》等，理论性宣传并不是简单地刊印经

典著作和党的决议，而是在结合实际情况和典型材

料的基础上，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出发，用简单的

话语进行深刻地剖析后，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把

指导性与可读性紧密的结合起来。

加强新闻报刊的理论性是“新闻工作是最经常

的、最有力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党领导的新闻

报刊是我们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武器”。［５］４０１邓拓认为每一位

新闻工作者都应该力求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

辩证方法，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正确认识事物的本

质，充分分析事物的矛盾，这样才能更好地宣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完成新闻工作任务。正

如《晋察冀日报》的改刊题词中所说的，在抗日战争

时期，它“是统一边区人民的思想一致和巩固团结

共同抗日的武器，也是边区人民重视的言论代表和

行动指南，它将成为边区文化战线上铁的正规

军”［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宣传，加深了

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和抗战路线方针的认识，也坚

定了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促进了解放

区的发展团结。无产阶级报刊是无产阶级革命和

建设的武器，思想理论战线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

建设的重要战线，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

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宣传给予了

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鼓舞，并指引现实的道路。

　　二　艺术性兼具知识性

自维新运动开启国人办报热潮，“开民智”即成

为报刊被寄寓的重要功能，传播知识是一方面，通

俗化是另一方面。从初期西学的传播与报章文体

的创建，到其后思想启蒙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都

是这两方面的表现。作为知识分子报人，邓拓在办

报活动也践行着这一传统，以通俗的艺术性与知识

性服务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传播。

他认为报纸的理论性与艺术性并不冲突，以报

刊为载体进行文艺创作可以提高报刊的艺术性，也

使报刊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１９４４年，他撰写了
《聂荣臻将军在晋察冀》一文，其中用清丽的的文字

和豪壮的激情报道了聂荣臻在革命战争中的成长

历程，描写了晋察冀的英雄事迹，歌颂了抗日战争

的正义事业，鼓舞了军民的抗日热情。他曾邀请丁

玲主编《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并且，随着大量

知识分子来到边区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小

说、漫画、诗歌、木刻、杂文等越来越多的文艺形式

出现在《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形成了文艺创作与马

列主义、毛泽东想思宣传相结合，通俗内容蕴含高

雅情趣和艺术追求的特色，成为了人民群众的“精

神食粮”。文艺副刊中有关革命前线的报道摧毁了

日寇的欺骗宣传、毒化教育，有关农业生产的诗歌

指导了人民群众日常劳作，有关现代科学文明的介

绍打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６年，为贯彻执行“双百方针”，邓拓主持了
《人民日报》改版并支持《文汇报》复刊。改版后的

《人民日报》内容充实语言活泼，复刊后的《文汇

报》成为知识分子争鸣的阵地，在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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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的文化氛围中，这两个报刊成为艺术繁荣的文化

阵地。离开《人民日报》后，邓拓进行了大量的文

学、诗歌、书法作品创作，保持对艺术的追求，《燕山

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中的作品都表现出他

较高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创作能力。在《燕山夜话》

中，邓拓谈政策时事，谈思想哲学，也谈科学艺术和

工作学习等等，其中既有中国古典经、史、子、集的

内容，也对西方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有所涉猎，通

过引人入胜的典故或事例，把人民群众的视野从日

常生活的琐事上升到了思想、文化的高度，“其中大

量的‘无典不说话，非古不著文’，历史典籍的出现

大大增加了文章的书卷气和文化内涵”。［７］

邓拓曾对《桂林日报》的同志说，“人民群众有

各种各样的追求，包括生活志趣、身体健康、文化爱

好等等，不单单是政治生活问题……报纸也不仅仅

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同时又是传播文化、新知识、新

技术、新科学的工具。”［５］４２５“多登载神话、民间故事

和美丽的传说，一定能够吸引广大读者……报纸可

以办得很生动。”［５］４２６“真正好的通讯也就是好的文

艺”。［５］２８９他主张编辑、记者要成为“杂家”，用专门

的学问和广博的知识去从事新闻工作，报纸才能成

为读者“科学知识的朋友”“文艺欣赏的朋友”，使

读者在各方面都有精神的鼓舞。

　　三　求真、求实与群众性

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又是

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思想路线，更与中国传统儒家文

化“迂”“直”的精神相契合。邓拓在加强报刊理论

性和艺术性的同时，一直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从

事报刊活动，始终从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现实情况出

发，运用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把新闻活动植根于广

大人民群众实际生活中，切实保持新闻报刊的生命

力所在。

他曾经说：“报纸是办给群众看的，人民群众是

我们的服务对象。报纸一定要做‘热心人’，要关心

群众，做群众的朋友。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不论

是思想的、工作的、生活的或者是学习的，报纸都要

敢于触及，给予回答。这样，报纸的读者会时时刻

刻感到你是在关心他，报纸才能办得得人心，才一

能成为读者的知心朋友。”［８］主持《晋察冀日报》时

期，在全党办报的方针下，邓拓认为，“通讯工作要

实现群众路线，群众观点，通讯就要有最真实生动

的群众内容，采取群众形式，依靠群众写作，才能把

党报办好”，［５］２８７因此，他倡导“建立更为广泛的通

讯组织，吸收每一个爱护革命工作爱护报纸的人为

通讯员”，［５］２８２广泛开展边区通讯写作运动，培养一

批工、农、士兵通讯员，文化程度低不会写作的采取

通讯小组口述，推人执笔记录的方式，文化程度高、

组织能力强的则组织通讯网，并且积极调动妇女写

作热情，编辑、记者与通讯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群

众的思维结构、群众的语言，而不是生硬地搬用它

们，不是在洋化的结构中套进一些群众的思维片

断，在洋化的句子中格格不入地装进几个老百姓的

土语”，要用“自然的手法”，“在文风上来一个彻底

的转变，使我们的通讯具有群众的气派”。［５］２８８《人

民日报》时期，为进一步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之间

的联系，邓拓认为，“编辑部工作的重点应在报社之

外，不应在报社之内。我们要想出一切办法，把千

万根线索伸展到群众中去！”［９］他主张选拔能力强、

水平高的编辑记者赴各省担任首席记者，同时也请

各省市政治条件好的干部任特约记者，加强第一线

的采访力量，并且鼓励记者、编辑多交朋友，开展广

泛的社会交往，多交朋友，增强与社会各方面、各行

业的社会互动，广泛聆听群众呼声，把他们的要求

及时地反应到报纸上来。另外，邓拓说：“高高在上

的‘新闻官’是写不出东西来的。”［１０］１２４对新闻单位

中存在的官气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要求记者、编辑

不要当“新闻官”，要深入第一线，深入群众之中。

邓拓是群众路线的倡导者，更是群众路线的践

行者。作为党报党刊的社长、总编辑，他事必躬亲，

“亲自带头指挥记者深入采访；他亲自处理来稿来

信来访，指挥编辑部开展通讯员工作和读者来信工

作”［１１］１２５，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写了几百篇社

论，上百篇理论文章，两百多篇杂文，始终坚持求

真、求实，力求做到真实和客观。这种求真、求实与

联系群众的精神在他后期作品《燕山夜话》和《三

家村札记》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两部作品中有很多

杂文都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不合乎实际的盲目行

为。在《燕山夜话》《围田的教训》中他讲到农业生

产要以史为鉴，合乎实际，吸取教训，在《一个鸡蛋

的家当》引用明代小故事，对“用空想代替假设”进

行批评。在《伟大的空话》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好说

空话的作风，在《有法与无法》中，他又倡导技法要

回到客观实际中去，遵循事物发展规律。而在《两

点说明》《卷前寄语》《作者的话》《编余题记》等多

篇文章中，邓拓认为读者要求和意见是非常有帮助

的，鼓励读者向编辑部提出要求和意见，为给他写

作提供方向，对于文章中的内容和观点不正确，也

欢迎读者来信批评。

　　四　“书卷气”要以党性为根本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邓拓在办报实践中一直把

党性原则当成自己办报的第一原则和根本原则，这

是其与普遍所指的“书生办报”的不同之处。党性

原则最初由列宁提出，是我国党报报刊遵循的根本

原则，党性原则主要表现党报要接受党组织的领

导，宣传贯彻党政策。受到列宁主义深刻影响，中

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接受了列宁的党报党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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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毛泽东曾作《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一文，也曾

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

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

地同群众见面”。［１２］邓拓的新闻理论是在党报理论

形成与完善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他也把“党性”作

为其报刊活动的首要原则。

在主编《抗敌报》期间，邓拓认为，“《抗敌报》

的产生是有它的任务的，它要成为边区群众抗日救

亡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它要代表广大群众的要

求，反应和传达广大群众斗争的实际情形与经验，

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教育群众自己。”［５］２５８在 １９４０
年《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中，邓拓提出，共产党人

办的报纸应该是“集体的宣传组与集体的组织者”，

“我们的报纸必须具有明确的党性，它和人民性、民

族性是一致的”。在《关于报纸的社论》中，邓更拓

明确指出，“对于我们党的机关报来说，社论的观点

一般地必须代表整个党的观点……而还应该忠实

地表达党的观点”。［５］３５８这些观点无不表现出他坚

定的党性原则观念。

这种“以党性为根本”的办报原则贯穿了邓拓的

报刊活动，即使在特殊时期也可看到他对这一原则

的坚持。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运动开始，１９５９年三年自
然灾害来临，邓拓在《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中写到，

“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

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

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

稻谷、马铃薯、高梁、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

录”，邓拓曾作《中国救荒史》，是荒灾领域的研究者，

但文中依然可见其对主观能动性的夸大，对“大跃

进”运动的肯定。另外，在《‘电子音乐剧’原来如

此》中，邓拓把西方艺术归为“反动资产阶级用以自

欺欺人的‘玩意儿’”，对西方艺术问题表现出意识形

态层面的偏见。这类文章虽有偏颇，但也能反映出

邓拓对党的维护和对党性原则的坚持。

邓拓是支持党的政策和“百家争鸣”的，他说，

“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绝无坏处。如

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

效果往往不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

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

家争鸣”。［５］２７５在“百家争鸣”时期，《文汇报》《光明

日报》进行了“大鸣大放”，在当时气氛的感染下，人

民日报社有些同志要求《人民日报也》进行“鸣放”，

事实上邓拓也作了一些报道计划上报，但是没有得

到批准，所以就一直“按兵不动”。“毛泽东最初认为

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

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报的报纸大讲特讲，毛泽东

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不宣传做了严厉的批

评。”［１３］邓拓在受到批评后又组织了宣传材料，但内

容都是依据根据党中央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

“作为一个敏锐的思想者，他不可能不想到如果鸣放

超出毛泽东设想的框框，双百受挫，有会出现何种后

果”，［１４］“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出于对形势的客观思

考和种种顾虑，基于党报宣传性质的认识，邓拓担心

发表一些未经中央确认的观点会引起基层党组织的

思想混乱，从而影响共产党的威信”。［１５］按照这种说

法，在复杂的局势中，邓拓始终接受党的领导，服从

党的政策，乃是出于高度的纪律性和忠诚感。这也

正是“书生”邓拓坚持党性原则的特殊方式———建立

在独立精神基础上的忠诚。日后事实证明，《人民日

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在“鸣放”中并没有盲目跟风，避

免了更大的政治错误。

邓拓办报的“书卷气”来自于对中国传统儒家

文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兼收并蓄，这两种

文化的共同作用使得邓拓一方面具有求真、求实的

独立思考精神，因此他才不能成为长袖善舞、毫无

政治操守的政客，另一方面又始终坚守党报党性原

则，积极配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正是他报刊

活动“书卷气”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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