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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湘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红色新闻宣传的重要阵地。

在湘赣苏区，红色报刊的出版、发行及阅读，在湘赣省党委、省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

有计划地展开，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体系以及灵活的发行模式和阅读模式。湘赣苏区的红色报刊，

提高了军民的政治觉悟，加强了苏区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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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unan-Jiangxi Soviet Area was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led by our Party during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War in China, and w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red news propaganda. In the Hunan-Jiangxi Soviet Area, 
the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and reading of red newspapers were organized and planned under the direc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provincial Soviet government in Hun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forming a rel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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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创建苏区和红军

的过程中，湘赣苏区党和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为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湘赣红色新闻记载了苏区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

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对湘赣红色报刊的出版

发行及阅读进行研究，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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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

导的革命根据地，是在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位于湖南和江西两省边界地

区，始于 1930 年 2 月，终至 1934 年 8 月，包括

永新、茶陵等共 25 个县，面积 1 000 平方公里，

人口 100 余万。

一 湘赣苏区红色报刊的出版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第十条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并用群众

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

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

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

础” 。[1]《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保障了湘赣苏

区报刊的出版自由。

据《湖南省志 • 新闻出版志 • 报业》[2]《江西

苏区新闻史》[3]195-200《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 下
册 )》等文献记载，湘赣苏区创办的红色报刊达 30
多种。1930 年有《湘赣简报》《政治通讯》《红旗》

《党的生活》《组织通讯》《宣传通讯》《赤报》

《东路红旗》《东河通讯》《通讯》等；1931 年

有《党的生活》《团内生活》《宣传通讯》《党报》

《湘赣红旗》《红军报》等；1932 年有《列宁青年》

《红孩儿》《团的建设》《北路青年》《红报》《铁

军旬刊》《特别通讯》《医院小报》《革命法庭》《血战》

等；1933 年有《反帝》《湘赣红星》《红色湘赣》

《湘赣斗争》等；1934 年有《红色湘赣副刊》等。

另外，还有几种县级报刊。

( 一 ) 湘赣苏区红色报刊出版系统的构成

在湘赣苏区，红色报刊系统由省级报刊系统、

特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等不同等级的若干

报刊系统构成。县以下地区，限于客观条件，主

要是翻印上级部门出版的报刊。

1. 省级报刊系统

湘赣省级报刊系统较为全面，既有以《湘赣红

旗》《湘赣斗争》为代表的中共湘赣省委创办的

报刊，又有以《红报》《红色湘赣》为代表的省

苏维埃政府创办的报刊，同时还包括了湘赣省军

区及主力部队以及群众团体创办的报刊。

中共湘赣省委创办报刊 4 种，其中主要刊物是

《湘赣红旗》《湘赣斗争》。作为湘赣省委的主

要刊物，《湘赣红旗》于 1931 年 11 月创刊，是

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的，由甘泗

淇、王首道、林瑞笙、张启龙、易心平等 5 人组

成的党报委员会负责编辑。《湘赣红旗》为半月

刊，每期 8 页，毛边纸石印印刷，每期印 5 000 至

6 000 份，至 l933 年 6 月终刊，共出 33 期。《湘

赣斗争》则是在《湘赣红旗》和《列宁青年》两

刊合并的基础上，于 1933 年 7 月 1 日创刊。《湘

赣斗争》为旬刊，每期 12 页，石印，发行量达到

9 000 份。1934 年 8 月终刊。

省苏维埃政府创办报刊 5 种，主要刊物是《红

报》《红色湘赣》。作为省苏维埃政府的主要报刊，

《红报》创刊于 1932 年 6 月，该报为三日刊，共

发行 2 000 份，出版 28 期，1932 年 8 月 23 日停

刊。《红色湘赣》于 1933 年 6 月创刊，是在《红

报》的基础上创办的，方维夏为负责人。最初，

每个月出版 3 到 4 期，后来半个月出版一期。第 1
到第 14 期，每一期是两张 8 版。第 15 期起，每

一期只出一张两版。1934 年 1 月起，出版了《红

色湘赣》副刊，毛边纸石印印刷，每期一张，均

为专号。1934 年 8 月停刊。

省军区及主力部队创办报刊 4 种，代表性的刊

物是《湘赣红星》。《湘赣红星》于 1932 年 4 月

创刊，由湘赣军区政治部出版，石印，16 开本，

每个月一期，每期发行 2 000~3 000 份，于 1934
年 8 月停刊。

群众团体的省级机构创办报刊 5 种，代表性

的刊物是《列宁青年》《红孩儿》。《列宁青年》

是少共湘赣省委的机关刊物，创刊于 1932 年 3 月，

石印，发行量为 2 000~3 000 份。1933 年 7 月 1 日

与《湘赣红旗》合并，l933 年 10 月重新出版，

l934 年 5 月 25 日停刊。《红孩儿》由湘赣省儿童

局出版，1932 年 3 月创刊。不定期出刊，8 开 2
版到 6 版，石印。

2. 特委报刊系统

湘赣特委报刊系统的报刊一共有 13 种，主要

是中共特委机关、共青团特委机关出版的刊物。

中共赣西南特委刊物，有党刊《政治通讯》、机

关刊物《红旗》、组织部刊物《党的生活》《组

织通讯》、宣传部刊物《赤报》等；中共赣西南

特委各行委刊物，代表性的有赣南总行委刊物《东



97

余习惠：论湘赣苏区报刊的出版、发行及阅读

河通讯》、东路行委刊物《东路红旗》和南路行

委刊物《通讯》等；此外，还有共青团特委机关

的刊物，如共青团赣西南特委西南分委宣传部的

《宣传通讯》。

3. 县级报刊系统

县级报刊系统由中共各县委主办的报刊、各

县苏维埃政府主办的报刊、县赤卫军主办的报刊、

共青团县委机关及其他群众团体县级机构主办的

报刊构成。1931 年由中共安福县委机关创办的刊

物《党报》、1932 年 5 月由共青团分宜中心创办

的刊物《北路青年》，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县级报刊系统，《茶陵实话》和《茶陵列宁

青年》影响较大。《茶陵实话》创刊于 1932 年 1 月，

是中共茶陵县委机关报，4 开 4 版，油印，不定期

出版。《茶陵列宁青年》创刊于 1932 年 5 月 13 日，

是共青团 ( 少共 ) 茶陵县委团报，邓永耀、龙舒林、

陈宜圣、朱岳恩、朱瑞胜及各区委书记为“经常

通讯员”，l6 开，4 版或 2 版，油印，不定期出版。

（二） 湘赣苏区红色报刊出版的原则

1. 坚持有领导、有组织的出版

1931 年 10 月，中共湘赣省委第一次代表大

会通过《中共湘赣边省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决议

案》。决议案强调省委一定要出版党报、党报要

起组织上工作上的领导作用，并对党报办报宗旨、

通讯、发行及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党报委员会须在代表大会或执委会议产生，提高

党报的威信和领导作用。党报的建立，新的省委

应负责定出具体的计划，而须在最短期间开始实

现。[4]211“党报是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领导者，是

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的有力工具，是群众中的

组织者。”[5]70 1932 年 6 月，中共湘赣省委第二次

执委扩大会通过的《湘赣全省冲锋季竞赛条约》，

要求省委党报委员会与各县党报委员会经常通讯

和检查下级党报。

在中共湘赣省委的统一领导下，省级报刊、特

委报刊、县级报刊编辑部大多成立了“编辑委员

会”，编辑委员会由同级党委批准任命。《湘赣

红旗》是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的，

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长甘泗淇担任党报委员会书

记，其他 4 位委员王首道、林瑞笙、张启龙、易

心平也是湘赣省委主要领导。《红色湘赣》的总

负责人方维夏当时的职务是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教

育部长。《列宁青年》由共青团湘赣省委直接领

导，共青团湘赣省委多次对《列宁青年》的办刊

宗旨和通讯、发行等工作作出指导。“《列宁青

年》是湘赣省委的机关报，不仅是个集体组织者，

而且是个集体宣传者。”[4]432 
2. 坚持有计划、有系统的出版

1931 年 1 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

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要求“各省委应根据这

个决议讨论地方党报的具体计划”[6]72。作为重要

的革命苏区之一，湘赣苏区各级党、政、军机关

和群众团体积极响应中共中央要求，致力于服务

好苏区的政策宣传、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做到

了有计划、有组织、系统性地发展党报。由于各

类报刊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创刊目的和出发

点有所差异，报刊担负的任务也有所不同，由此

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它们之间，既有分工，又有

协作。

湘赣苏区创办的红色报刊在系统分布上是一

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系统由省级、特委、县级

三个不同等级的报刊系统构成。省级报刊系统主

要包括中共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及

主力部队、群众团体的省级机构出版的各类报刊；

特委报刊系统包括中共特委机关、共青团特委机

关出版的报刊；县级报刊系统包括中共各县委主

办的报刊、各县苏维埃政府主办的报刊、县赤卫

军主办的报刊、共青团县委机关及其他群众团体

县级机构主办的报刊。

湘赣苏区创办的红色报刊在内容和形式上也

构成了一个完善的整体。在内容上，能紧密配合

苏区当时的政治形势，为革命斗争服务；但由于

各自的定位，又体现出各自的特色。有以传达上

级精神为主的刊物，如《湘赣红旗》；有以报道

新闻事件为主的刊物，如《红色湘赣》；有专业

性强的刊物，如《医院小报》。同时，它们之间

又明显地存在着互补的作用。一方面，省级报刊

为县级报刊提供宣传报道内容；同时，在专栏设置、

版画编排等方面，省级报刊为县级报刊提供模式。

如《茶陵列宁青年》经常转载《列宁青年》的重

要评论文章和红军作战胜利消息，其专栏设置、

版面编排与后者也基本上一致。另一方面，县级

报刊为省级报刊提供实际材料，有利于省级报刊

充实内容、加强指导性。湘赣省委指示各县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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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宣传部负责经常把各县工作经验写成稿件给省

委机关报《湘赣红旗》及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

旗》，使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更加符合实际。同时，

县级报刊还要为省级报刊的发行做宣传。

二 湘赣苏区红色报刊的发行

1931 年 3 月 5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 要求各省委及

一切地方党部立即成立发行部或设立发行员 , 并明

确了各级发行部门或发行员的职责。[6]751932 年 4
月，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正式成立，各地也陆续

成立了发行部或设立了发行员，一个从上至下的

报刊发行网络逐步建设起来了，报刊的发行得到

有力保障。

（一）湘赣苏区红色报刊发行的途径

1. 单位订购和免费赠送

1931 年 10 月 , 中共湘赣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

研究了报刊发行工作的具体问题，并通过了有关

组织决议案，要求“各县区委或选出或指定一个

到五个通信员和发行员 , 各级党部要有系统的组织

党报通信网与发行网” [4]211。同时，湘赣省苏维埃

政府加大了报刊发行的工作力度，规定各机关购

置《红色湘赣》的费用可以从机关经费中开支。[3]63

少共湘赣省委也高度重视报刊发行工作，对如何

办好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及其发行提出了具体

要求，强调“把发行工作完全建立起来”[5]217 。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向党政军机关赠送 , 也是湘

赣苏区报刊主要的发行途径之一。在湘赣苏区，

除了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外，同时还有一些采用

定向赠阅方式的内部刊物，如湘赣省委组织部创

办的《组织通讯》、省委宣传部创办的《宣传通讯》、

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和国民经济部联合创办的《特

别通讯》等刊物 , 都是内部免费赠送刊物，不对外

公开发行。这些内部刊物的发行途径，主要是在

本系统、本行业、本单位内部印发，用以指导学习、

促进工作、分享经验和交流信息。

2. 代派处推销和赤色邮政传递

湘赣苏区的报刊发行还采用了设立报刊推销

代派处的方式。代派处可以是社会团体，也可以

是个人。社会团体的推销代办处，是固定发行点，

由机关团体和个人兼营；个人推销代办没有固定

的地方，由当地老百姓根据实际情况到当地各处

叫卖。他们推销有一定的报酬。比如《湘赣红旗》

根据销量设置了不同的批发价，代销 100 份至 500
份打 8 折，代销 500 份至 1 000 份打 7.5 折，代销

1 000 份以上打 7 折。为了充分发挥推销代派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对于未售完的报纸，报社一般会

全价回收。

湘赣苏区为红色报刊发行建立了赤色邮政。在

最鼎盛时期，湘赣苏区赤色邮政管辖范围达到 16
个县，包括永新、莲花、攸县、茶陵、酃县等。当

时的茶陵县的赤色邮局设在严塘井泉湾。开始，赤

色邮路传递比较固定 , 由县赤色邮局负责县至省、

区的邮件传递 , 邮路成辐射状；后来由于国民党的

多次“围剿”, 邮路便不再固定，随时随地变动。

攸县的赤色邮局设在东冲，由于与白区不通邮，攸

县苏区的邮件便只能经江西省莲花赤色邮局转发 , 
县内的邮件则由区、乡交通员进行传递。在战事频

繁时期 , 邮路及班期均不固定。邮递信件是赤色邮

政的两大主要业务之一，另一块主要业务是邮递报

刊。通过邮路，湘赣苏区报刊得以广泛发行 。[7]

3. 竞赛发行和通讯员发行

在发行中 , 湘赣苏区的报刊采用组织各地举行

发行竞赛的办法 , 来增大发行量。湘赣省委的具体

做法是，要求各级发行部发动党团员和群众团体

及个人来进行订阅竞赛，从区乡中推选出一批模

范，通过这些模范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区乡的

发行工作。《湘赣红旗》也把刊物的发行列为开

展革命竞争的一项内容，并定期检查和评比。为

了扩大报纸的销路 , 报刊社对发行中的积极分子进

行奖励。

通讯员的主要职责是以通讯形式向报刊反映

情况、提供稿件，但同时也承担发行的任务。湘

赣省委规定每县必须有通讯员，通讯员不仅从事

投稿工作，同时也兼做发行员。按照中共湘赣省

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确定的“各县区委或选出

或指定一个到五个的通信员和发行员”原则，在

赤白交界的地区，通讯员 “不仅要有计划的经常

将白区的政治消息输送进来给党报发行员，还要

有计划的输送党报到白区去”[4]211。

（二） 湘赣苏区红色报刊发行的特点

1. 报刊发行是党组织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初，报刊发行由报刊社自己负责。随着苏

区形势的发展，尤其是苏区革命宣传斗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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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省委加强了领导，并把它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进行统筹安排。同时，省委认识到报刊发行工作

不仅仅是报刊发行人员的工作，它还关系到党的

领导地位和政权的巩固；因此，省委强调，报刊

的发行要以党委系统为核心，把党报发行作为党

员的政治任务。“党报须深入到每个党支部，使

所有的党员同志都能经常的将党报分给群众。这

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任务。”[6]371932 年 6 月

省委第二次执行会议通过的《全省冲锋季竞赛条

约》中，又把建立省报的发行网列为竞赛的内容

之一，指示“各县的《红旗》消息处须要有计划

的建立发行工作”[4]443。

中共湘赣省委的高度重视，使得报刊发行成为

党的整个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杜绝了商业化的

行为，做到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而不是

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经营性层面。这样，报刊承

担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发行工作的侧

重点与之相适应，成为通过组织的行为而不是靠

营销的策略和市场的力量来展开；发行工作也不

仅仅是报刊内部发行人员的任务，而是各级党委、

政府机构及党员个人都必须参与并完成的使命；

而订阅报刊所需的费用，也由各级党政机关解决。

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报刊发行的顺利开展 , 保
障了党的精神在报刊发行区域的传达，有利于党

的政策的贯彻与实施。

2. 报刊发行采取多渠道、立体式的方式

湘赣苏区报刊的发行既有常规发行模式，又有

特殊发行模式，常规发行模式与特殊发行模式结

合。在单位订购、赠送、邮政发行、内部交流等

常规发行模式的基础上，为了扩大发行，报刊社

开展了发行竞赛活动，还实行报刊通讯员兼做发

行员的办法，把通讯网和发行网的建设统一起来。

湘赣苏区报刊的发行以组织发行模式为主，又

有个人发行模式，组织发行模式与个人发行模式

结合。当时，湘赣苏区最主要的报刊发行方式是

批发兼零售。其发行既有组织发行模式如社会团

体的发行，同时又有个人的参与。这种发行方式

使报刊有效地渗透到基层 , 及时送达到百姓手中。

湘赣苏区报刊的发行以公开发行模式为主，又

有内部交流模式，公开发行模式与内部交流模式

结合。大多数党报党刊，采用的是单位订购、设

立推销代派处、邮政发行等公开发行模式；用于

本系统、本行业指导学习、交流信息的内部刊物，

多采用内部交流模式。

报刊发行是报刊提升社会影响力的主要手段，

因此，扩大报刊的发行量也是报刊的重要工作。

从湘赣苏区报刊发行的模式来看 , 报刊的发行以党

委系统为核心，通过多渠道、立体式的方式，注

重在苏区范围内的各个部门、各类组织和广大百

姓中广泛发行。湘赣苏区的报刊发行实践和探索，

为以后报刊尤其是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积累了有

益经验、提供了方法借鉴。

三 湘赣苏区红色报刊的阅读

1932 年 7 月 16 日，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

员部发布了第三号命令，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读报

活动，以此营造群众性的读报用报氛围。

（一）湘赣苏区红色报刊阅读的措施

1. 设立读报组和书报阅览处

在湘赣苏区，通过设立读报组和书报阅览处，

开展报刊阅读工作。省委 1932年 7月 20日下发《中

共湘赣省委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 要求各级

党的宣传组织领导同志划分读报组，使每个同志

都阅读、讨论党报的内容。读报组必须广泛地建

立在贫农团、工会和反帝大同盟的小组之内。[4]497 
1932 年 6 月 19 日，少共湘赣省委宣传部印发《宣

传鼓动工作决议》，建议少队、童团的反帝青年

部建立读报组，读《湘赣红旗》及《列宁青年》。

其对读报组的工作也提出了具体方法步骤：第一

步是将报纸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讲给他们听；第二

步是教他们识字；第三步教他们自己去看，并且

要领导他们讨论、了解内容，提高他们的阶级觉

悟。[4]432

1932 年 6 月，永新县在通衙大道中心点建立

了工农图书馆和书报阅览处，以此来提高广大苏

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加强群众对革命

的认识。[8]146 

此外，一些报刊就读报用报问题刊登了新闻

报道和评论文章 , 宣传读报用报的重要性，交流读

报用报的工作经验，向群众提供读报用报的方法。

有些地方积极探索新模式，建议成立读报室管理

委员会，管理购报读报事项，并拿出合适的房子

做读报室。有些县出台了指导群众读报的办法，

加强对群众读报的指导工作。部队也要求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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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多种形式灵活的读报活动。

2. 借助列宁室和夜校等载体

湘赣苏区多利用列宁室和夜校等载体，促进报

刊阅读工作。

列宁室是湘赣苏区军民文化教育的窗口。对于

列宁室的主要任务、工作内容、组织形式，上级

都有明确的规定。在部队连级单位，设立列宁室，

设立读报、讲演和识字小组，由部队指导员指导

士兵的读报工作。1933 年，湘赣省制定“文化教

育建设决议草案”，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列宁室，

列宁室要备有书报。[8]98 茶陵县委要求各机关、团

体、学校、兵营等，建立列宁室，列宁室内陈列

有革命书籍和报刊，供群众学习。攸县“列宁室”

的读书读报学习制度，是用毛笔书写在墙壁上的。

夜校又称为工农补习学校，是为了让所有工农

群众都有机会读书，专门为从事生产劳动而无法

在白天正常参加学习的工农群众开办的。在湘赣

苏区，一些乡村和机关单位 , 都设有夜校。夜校开

办识字班，以政治消息做补充教材；有的夜校还

专门开设了读报课，主要是学习和传播党报党刊

所宣传和动员的内容。

（二） 湘赣苏区红色报刊阅读的作用

1. 提高了报刊的影响力，扩大了传播效果

湘赣苏区红色报刊采用多种传播和阅读措施，

扩大了报刊的社会影响力，提升了报刊传播的效

果，也为报刊自身争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作

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在读者与读者这个终端

结点之间一般是没有联系的。但是，湘赣苏区红

色报刊的传播，由于组织意愿和行为的介入，即

通过读报组、读报团、读报会等阅读形式，借助

列宁室和夜校等载体以及报刊新闻内容，让读者

与读者建立起联系，其影响力形成了一张无形的

辐射网。

2. 提高了军民的政治觉悟，加强了苏区的宣传

工作

湘赣苏区红色报刊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面对苏区广大工农群众识字率低、个

体难以独立阅读看报的现状，苏区通过开展有组

织、有计划的读报活动，使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

素养与政治觉悟得到了大力提升。“苏区范围内

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及各种

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无论三岁小孩，

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

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

众的口头禅。”[3]178 这与报刊的阅读有很大的关系。

“青年及儿童识字比前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程度

也提高了。”[5]239 军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为苏区宣

传工作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湘赣苏区的新闻宣传，

围绕湘赣苏区的中心工作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开

展以建设革命武装为主的政权组织教育，开展以

发展经济支援苏区为主的革命教育，歌颂湘赣人

民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斗争，在凝聚民心、鼓舞斗志、

调动力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在独特的生存环境下，湘赣苏区的红色

报刊的出版发行及阅读，与广大军民读报用报需

求紧密结合，使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递到根据

地军民之中，充分发挥了其特殊的政治作用和宣

传作用，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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