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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是集更新周期短、传播速度快、善于保存、

时效性强等优点的信息载体，这对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是非常有利的。在新中国初期，由于各种

条件的限制，报刊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依靠

的主要手段。当时，《人民日报》《大公报》等报刊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中国化的产生和确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传播中的先锋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被党和人民赋予了艰巨的历史任务，那就是为社会

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意识形态指导。在这个

历史任务的要求下，马克思理论在我国有效的传播

就显得更为重要，报刊在这一时期作出的贡献可以

总结为以下三点：

1. 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普及马克思主

义知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报刊秉承着理论与

通俗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

章的原创性、真实性。报刊在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基础上，把党员干部的学习经验和实践也刊登出

来，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有很大帮助。

新中国成立所创立的《新建设》报刊，是我国

早刊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报刊。《新建设》不仅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翻译刊登，对季羡林翻译的

《不列颠在英国的统治》、刘小华翻译的《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等也都进行过刊登和转载。随着我国报

刊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进行刊登，在这些报刊中以《中国青年》《新

华月报》等为代表。在此期间，马克思所著的《论

权威》《共产主义的要求》等也都相继被翻译刊登

出来。1951年，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与发

行，有关毛泽东的著作以及生平事迹也都以文章形

式被刊登在报纸上，这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

的中国化、大众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有现实推动

作用。

2. 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专栏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得

到更好的宣传，《人民日报》专门为其开设研究讨论

的专栏。读者通过这个专栏可以充分发表自己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见解，并通过这个专栏学习

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认识，这对于马克思

主义理论在我国的传播有很大的帮助。《光明日报》

为哲学工作者开设了哲学专栏，哲学工作者在这个

专栏里可以交流经验、学习知识、发表意见，这对

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为青年人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开设的报刊专区，当属《中国青

年报》。在《中国青年报》这个学习专区里，青年人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知识都可以得到普遍提高。

3. 号召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哲学基础上建立产生的。

1959年在《文学史》发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

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之后，便在全国引起了一股学

习哲学、使用哲学的浪潮。《哲学研究》这本杂志

通过《对立统一的规律》这篇文章，向群众宣传了

一切哲学源于实践的科学口号，号召人们通过实践

去学习真哲学。报刊对于哲学理论的传播以及实践

的倡导，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得到了更

好的宣传和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报刊对于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宣传，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同时更充分满足广

大人民学习的需求。报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

化的传播，不仅使人民大众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刊发行与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

［摘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刊一直肩负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任。

毛泽东所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报刊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积极倡导人民群众把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报刊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面传播和

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关键词］报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作者简介］张海丽，黄河科技学院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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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理论，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众化的传播和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刊与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1. 报刊对《矛盾论》与《实践论》

的发表

《矛盾论》和《实践论》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大众化 具代表的著作，是

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充分学

习、认识和研究，把它与我国实际国情

以及革命经验充分融合之后的中国化产

物。《矛盾论》和《实践论》在马克思主

义原有理论基础上，又增加了理论与体

系构建的创新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更广泛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人民

日报》在1950年和1952年两次刊登《实

践论》和《矛盾论》，对广大人民群众深

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2. 报刊是人民群众学习“两论”的

主要渠道

《人民日报》对全国人民学习《实

践论》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51

年，《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实践论》

的社论指出，《实践论》是毛泽东在结

合我国国情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再升华，在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同时，提

出在我国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新方法。在《人民日报》对于《实践论》

和《矛盾论》连载的同时，《新建设》等

期刊也不断刊登党员或人民群众对于两

论学习的经验总结，冯友兰的《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论》就是其

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刊

登对于全国人民更深入、更具体的学习

“两论”是很有帮助的。1951年到1952

年期间，《大公报》长时间连续刊登了季

羡林《<实践论>解析》和《<矛盾论>解

析》。这两个“解析”为全国人民展示了

一个“通俗化”、全面、系统的“两论”，

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学习“两论”创造

了条件。

报刊并没有完全把重点放在“两论”

的理论宣传上，对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引导才是报刊的 终目标。报刊通过

对王学文《由<实践论>谈工作》、何其

芳《<矛盾论>与文艺》的刊登，不断向

大众宣传认识论和辩证法在实践中的作

用与意义。从1950年《人民日报》对《实

践论》和《矛盾论》第一次刊登开始，

各种纸质媒体都陆续对它进行连载和宣

传。报刊对“两论”的广泛刊登，对于

人民群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理解

和运用非常有帮助，对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发展有促进意义，对毛泽东思想的

广泛传播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刊是马

克思主义问题讨论的主要渠道
马克思曾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过，

“如果能有一种报纸或者杂志是专门为

科学的社会主义服务的，那将是一件前

所未有的好事情。利用它我们可以真正

把科学的社会主义传播给大众，接受各

种批评的意见与声音，让广大民众从思

想上可以得到解放。”马克思关于报刊对

科学的社会主义传播的希望和设想，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得到了实现。《哲学研

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积极响应马克

思主义号召，提倡广大人民自由发表言

论，充分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接受一

切有益的批评与建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基础的各种学术批评、讨论活动

在《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上展开。

这些学术批评和讨论很大程度上加快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发展进程，

它所产生的现实意义可从以下方面得到

展现。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批评

与讨论活动，对于当时知识分子思想的

改造是很有帮助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大

部分还在坚持唯心主义思想，对于辩证

唯物主义思想还处在排斥阶段。报刊通

过组织对《红楼梦》等电影的宣传与讨

论活动，有力保护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

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

的主导地位。

第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党内

的一些党员以及社会上一些群众在内的

小部分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十分

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也并不看好，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

存在学术误会。报刊所组织的学术讨论

活动正好给了大众一个充分发表意见的

机会，同时也可以吸收和采纳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有利于广大人民共

同进步。报刊对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主

义，消除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误会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学术讨论的过程

中，报刊把马克思主义深入到社会各行

各业、各层次、各领域之中，使马克思

主义在我国真正被普及。

第三，报刊所组织的学术讨论、批

评活动的一个更为重要成果就是把理论

与实践充分结合。在学术批评和讨论过

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些偏激

理论被纠正，在现实工作实践中的一些

实际问题被很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新发展、新思想、新理论都在学

术批评与讨论活动中被发现和总结。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处在一个特

殊的社会形态之中，新民主主义社会需

要转变，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条件尚不

满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经验充分融合，为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马

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思想意识形态中主

导地位的确立，报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

作用。正是由于报刊对马克思主义以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

宣传，才引领全国人民学习哲学、实践

哲学的浪潮。在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众化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报刊仍

是一股不可忽视的传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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