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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收音网的建立和探索
◎ 薛春燕  艾红红

新中国成立后，广播因传播迅捷、无远弗届、不识

字的人也能听懂等优势，成为备受党和政府重视的群众

性宣传教育工具。1950年4月22日，新中国第一个广播

政令《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由新闻总署发布。

此后短短三年间，借助强有力的政策导向，依托各级各

类党群行政组织，一张纵横交错的广播收音网在中华大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通过广播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政治需求和民间收音工具极度匮乏的

现实困境，建设全国广播收音网成为发展人民广播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短短三年内，在党和政府统一布局

下，一张纵横交织的广播收音网在一些城乡地区快速建立。依托各级各类组织的领导与推动，借助收音站的

集体收听和收音员的接力传播，广播节目实现了最大化收听；通过举办广播大会，组织群众参与办节目和不

断巩固以节目为中心的固定收听群体，广播在对民众进行教化的同时，也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人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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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织就。纵向上，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建立

“中央台—大行政区台—省（直辖市）台—市台”的四

级联结（笔者注：当时全国建有华北、华东、东北、中

南、西南和西北六大行政区台）；横向上，以无线电广

播收听为主、有线广播传输并存的方式向全国各个城市

乡村以及各条战线、特定人群立体延展，实现了“中央

人民政府的每一个指令或国内外重要新闻都可以在当天

传到全国2000多个县市，并通过小报、快报、油印报、

黑板报和屋顶广播等形式及时传达给当地干部、部队和

人民”①的宏图。

一、借助收音站、收音员及集体收听等多种传播手

段，确保广播收音的最大化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各地约有收音机

100万架，其中半数以上是日本制造的三灯或四灯中波

收音机，大都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一带中上层人家

手中，劳动人民所有的只占很少一部分。②随着各城市

的解放，因为规定广播电台为人民服务，以工农为代表

的基本群众购买收音机比过去明显增多，主顾几乎是企

业机关、部队、学校、群众团体和收入较多的职工；人

民解放军通过战斗缴获和新购，也拥有了相当数量的收

音机。但是截至《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发布前

后，这部分新添的收音机数量估计只有1万至1.5万架。

此外，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直接或间接管理的5个修造

厂在原料顺畅、全部开工的条件下，每年约可新增收音

机2万架。③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广播事业在急需扩张之

时，在收听端却面临着收音机拥有量非常少，尤其在工

农群众中几乎匮乏，且产量在短时间内无法大幅跃升的

窘境。

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之一，就是通过有组织的广播

收音工作，广泛传播电台内容。这一做法在解放前陕甘

宁边区和解放后的华北等地已有先例。早在延安新华广

播电台时期，电台就设置了记录新闻节目，通过播音员

的慢速播报和文字标点的语音提示，供党内、军内各机

构抄录传播。1947年年底，打过黄河的解放军部队每天

约有60万人从各部队的油印小报上读到电台的记录新闻

和其他消息。④1947年年底到1948年年初，陕北新华广

播电台连续全文播送毛主席的重要报告《目前形势和我

们的任务》，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北平、上海、重庆等

地都有人秘密抄收，并且油印散发。⑤新中国成立后，

华北区几个省的人民广播电台在所属各县设立收音网，

收音员记录电台的新闻政令，提供给当地党委、政府和

其他机关，并作为当地油印报、黑板报的主要内容，在

及时报道本省新闻、迅速传达政令以及交流经验、推动

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绩。

很明显，记录新闻打破了广播原有的“电台—听

众”二级模式，通过加入收音员记录这一中介传播，使

播音内容扩展了“落地”的路径。

另一思路是建设全国广播收音网，并在这一网络

的接收端部署更多的收音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

国政权后建设广播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收音网的作用

在于接收信息、组织集体收听和广播消息抄录后的再传

播，极大地“密切领导机关与下级的联系，在传达政

令、交流经验、掌握运动、端正政策、制止偏向等方

面，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交

通条件下，通过收音站接收信息，在交通方便地区比报

纸快1至2天，比行文快5天以上，在交通不便地区比报

纸则要快10天甚至半月以上。在山东蒙山县的乡村，3

天后才能看到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现在居然能

得到一个当天就知道天下大事的宣传武器，我们是如何

感到方便啊！”⑦正是由于认识到广播传输信息的巨大

便利，1950年3月1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发出指示，要

求有些省台将政务院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的通知等文件以

记录新闻播送，以使交通困难、报纸传递迟缓的地方尽

快知道。⑧据此，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在当年5月13日发

布的《关于使用广播电台传达贯彻政策法令的决定》中

明确规定，省府一切重要指示、决定、命令和通知，一

律送交张家口人民台广播，经过收音员的抄收，迅速下

达到各县甚至区，与文件同等有效，以大幅提高行政效

率。⑨在广播播出的同时，收音员组织群众到收音站或

指定地点收听，或是搬运收音器材走街串巷、深入乡村

组织民众聚集收听，广播也因此成了群众眼里的“活报

纸”和“顺风耳”。据统计，1952年1月至10月中旬，

有21个省2900多位收音员下乡组织群众收听广播，收听

人数达1800多万。⑩ 

先由收音员抄收电台的记录新闻，再通过当时技

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所有“融合再传播”手段，灵活迅速

地传达给人民大众。也就是说，收音网的各个接收“中

介”——收音员，成了接力再传播的关键节点。

这些再传播手段，在全国被因地制宜地广泛“开

发”，大致分为文字、图像和口头传播等几种方式。收

音员把记录下来的广播新闻抄写成黑板报、墙报（偶尔

还配上漫画等图画形式便于群众理解），或是编写成油

印、铅印、石印小报等印刷品广泛分发，再或是通过

“屋顶广播”（用自制土话筒喊话）、集市宣传等口头

传播方式传达给群众。在建有有线广播的地区，还可以

通过大喇叭播报收音员抄收的记录新闻和本地重要消

息，转播各级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等。电台播音的新闻稿

经过笔头抄录后的各种再传播，受众面成千上万地扩

大。大批干部群众在广播新闻稿历经“文字—声音—文

字”或“文字—声音—文字—声音”的媒介介质转换

传递后，成为“读”取、“听”取广播新闻的间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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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音员为“中介” 的接力再传播示意图

众（参见上图）。如当时湖北沙市通过收音站出版一种

“广播消息”报，这个报是八开两版的小型铅印日报，

公开发行订阅，内容主要是收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

中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kk更多的县则是依靠广播消

息源编写本地油印小报。仅在山东一省，据1952年年底

统计，全省有95个县出版了名为《记录新闻》《记录广

播》《广播快报》《收音快报》《广播新闻》《人民

快报》《电讯》等的油印小报，供给70821名宣传员和

28719块黑板报。ll在口头再传播方面，福建的许多收音

站用本地话通过“屋顶广播”向群众喊话；山东白彦县

把收音网与宣传网结合起来，组织15名党员和团员，运

用广播材料进行集市宣传，一个半月进行12次，据4次

统计，听众就有四五千人。mm

另一扩大收听面的方式是举行广播大会。这也是当

时配合重大政治运动，组织最广泛群众收听的一种特有

形式，声势浩大，听众人数众多，作用显著。举行广播

大会时，场外群众与中心会场遥相呼应，发挥了广播生

动、不受时空限制的宣传鼓动优势，有利于激发听众群

强大的情感力量。在各地的广播大会中，以抗美援朝、

欢迎志愿军代表团、镇压反革命、庆祝“五一”等主题

最为常见。比如当时200多万人口的天津，曾经不止一

次组织了规模巨大的广播大会，每次都大约有150万人

收听。nn1951年，华东人民庆祝“五一”广播大会，共

连续广播3天（4月25日至27日三个下午和晚上），由华

东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华东各省15家人

民广播电台等同时联播，听众在700万人以上。会间，

上海直接收到电话4477次，长途电话400多次，信件

11000多封。oo在山东全省，直接收听的群众超过百万，

济南市从通衢大街到寂静小巷，从热闹市区到偏僻市

郊，到处是集体收听的人群，所有收音机、扩大器一齐

放送着大会的声音，仅经七路小学就有200多名小同学

写了决心书送到省电台。pp

到1953年2月为止，全国各地建有收音站20519个、

专职和兼职的收音员32667人，各大中城市里建起了几

万个街道、妇女、青年、儿童的收听小组，人民解放军

和赴朝鲜作战的志愿军的每个战斗单位都设有收音机、

配有专职收音员。同时，全国575个县城和区镇，很多

工厂、矿山和机关、学校都设置了有线广播站，仅据北

京、天津、上海等8个城市统计，就有企业机关学校广

播站3489个。qq至此，全国收音网初步建成，在基本破

解广播宣传任务与国内收音机保有量矛盾的同时，也让

基本群众成为收听广播的“主力”。

二、广播收音网建设与探索的一体两面

广播收音网让人民广播扎根到最广泛的群众生活

中，成为党和政府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政治性联系的

桥梁。在当时基本群众几乎没有个人收音机的形势下，

发动听众及各方力量共同创办群众性节目，同时巩固和

发展固定听众群，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收音网建

设与探索的一体两面。

全国初步建起广播收音网的头三年，也是国民经济

的恢复期。这期间，广播收音网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是

为配合各大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鼓与呼，激发起各阶层

民众充满民族性、阶级性的伟大情感共鸣，充分发挥集

体的力量。运用广播这一有力武器，抗美援朝战争、土

地制度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中苏

友好等主题宣传得以广泛而持久地开展。天津、南京、

武汉等几个城市，广播听众最多的时候曾达到全市人口

的四分之三以上。rr1951年，从朝鲜前线回国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代表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做了28次广播演讲，

报告志愿军在朝鲜前线英勇杀敌的情况，全国至少有1

亿人收听了他们的广播，社会反响强烈。ss在持续反复

的广播宣传浸淫中，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党

和国家的命运连为一体，化为朴素真挚而热烈的情感并

付诸行动。在中央广播事业局1951年6月给各地电台发

出关于捐献“人民广播号”飞机的一封信后，各地群众

纷纷慷慨解囊，在当年年底之前超额完成“人民广播

号”战斗机的捐献计划。农村群众也深受广播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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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与国家心想一处。如山东济宁市有部分群众原

来认为抗美援朝是“扛着杆子掏蜂窝——找事”，之

后彻底改变了认识。tt山东枣庄市材林村55岁的军属邵

世忠大爷在山亭大集上听了宣传员讲解后，说：“前几

天，我还盼我儿子回家，现在我要去信告诉他，早晚把

美帝消灭再回家。”uu河北唐山桃园村农民在听到政府

要积极生产多种棉花的广播号召后，在第二天就集体增

种了18亩棉花。vv

发动听众及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创办群众性节目，是

铸就广播收音网广泛群众基础的重要方法。当时各地经

验证明，群众来台播音较多较广泛的电台，也必然是有

听众基础的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发动群众、组

织群众、依靠群众大家办广播”的办台方针指导下，

1950年上半年1月至6月20日，组织到电台播音的达

4193人次，各类专家学者、群众中的典型人物、模范

工作者、工人、学生、妇女以及工人广播文工团、业

余广播合唱团等都成为电台编辑部的客人，不仅让电

台的节目吸引了各阶层各类群众，也使广播洋溢着火

热的生活气息，受到欢迎。ww上海人民广播台开办群众

性节目后，每天门庭若市，来播出节目的，来要求解答

问题的，来提意见和建议的，络绎不绝，电台楼上楼下

连走廊过道也挤满了群众。据不完全统计，1年时间内

就有近2万人次来电台广播，发展通讯员1110名。xx置身

广播工作让群众增强了主人翁意识，也更易将广播听到

心里去。

在组织收听方面，各电台以节目为中心组建收听

小组，发展和巩固固定收听群体。这些收听小组往往以

听众的生产、工作或生活为单位，借助党群、行政、相

关团体等机构联合推动常态化收听工作。例如，山东人

民广播电台为各档群众性固定节目建立由电台联合相关

机关、团体共同组成的广播委员会，有工人、店员、

青年、妇女、儿童、工商、文艺等各广播委员会，起

到了解情况、组织节目、提高质量以及推动组织收听

工作等作用。yy松江省齐齐哈尔人民广播电台依托140

个机关单位，在15个县、2个市和1个矿区建立了收听

组织；沈阳市人民广播电台于1950年7月面向城市妇

女组织了3556个妇女收听小组，共有50719人收听该台

的“妇女时间”；华东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组织收听

“社会发展史”广播课的听众达13万人左右，儿童节

目组织了510个学校共56000多人收听。zz武汉人民广播

电台儿童节目就排在武汉市各小学课程表里，保证了每

次至少有7000名儿童收听。ヒヒ有些电台如上海人民广播

电台还通过广播小组、广播之友（常向电台提批评意

见，反映收听情况的积极听众）等辅助组织联合促进收

听工作。

当时在各工厂、矿山、企业中建立的有线广播台，

按照本单位作息时间安排广播并组织干部职工收听，在

转播各级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之余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本单

位生产、学习和文化娱乐活动播送自制节目，收音效果

较好。据统计，自1950年4月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

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到1951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这类

工厂有线广播台在全国已建起约1000座。フフ

三、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收音网建构了一条由广播媒

介通过集体收听和再传播手段，进而多级传达党和人民

声音的信息通道，为巩固新生政权、实现对社会各阶层

最广泛的动员、开展社会教育、完成对城乡社会旧有结

构的重组等方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在媒体融合向

纵深发展的当下，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更多元的利益

诉求，人民广播事业应被赋予更丰富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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