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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在1921年夏至1933
年初长期驻沪（曾短暂迁往北京、广州、武汉），所以

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多创办于黄浦江畔，生动演绎了
海派文化善于创新、引领潮流、追求卓越的特质。

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回眸
朱少伟

除了上述党报党刊外，还有一些早期中共
中央机关报刊也曾在上海出版。

《前锋》于1923年7月1日在沪创刊，为
了蒙蔽敌人，假托在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
编，陈独秀、张太雷、向警予等为主要撰稿
人。该刊主要分析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宣传
中共三大制定的方针、策略；每期辟有“寸
铁”栏目，以短小精悍的文字揭露时政弊端。
1924年2月1日，出至第三期停刊。

《中国共产党党报》于1923年11月30日
在沪创刊，由陈独秀主编，期刊不定。至
1924年5月，已编印4期，其中第一期是中共
三届一中全会文件，第三、四期是1924年 5
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文件。具体停
刊日期不详。

《中央政治通讯》（也称《中央通讯》）于
1926 年 9 月在武汉创刊，翌年 11 月迁到上
海。该刊初为供“中央局负责同志及重要区域
负责书记了解各方面工作情形及决定政策时之
参考”的“党内最机密最重要的政治刊物”，
后改成党内公开刊物，主要登载中共中央文
件、工作总结、各地通讯，包括南昌起义、广
州起义和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材料。1928年7
月停刊，共出版30期。

《党的生活》于1929年1月1日在上海创
刊，初为不定期刊，出至第六期后改成半月
刊。该刊主要登载党内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讨
论的文章，也有对右倾思想观点的批判；主要
撰稿人有李立三、刘少奇、邓颖超、余鸿泽
等。1930年6月15日停刊，共出版11期。

《实话》 于 1930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创
刊，系理论性报纸，由王稼祥主编。登载的主
要内容为中共中央决议、宣言、通告，共产国
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阐述党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的文章。1931年3月5日停刊。

《斗争》 于 1932 年 1 月 21 日在上海创
刊，系油印的不定期刊，16开本，曾由张闻
天主编；中共中央机关迁离上海后，该刊仍
在上海出版，内容以中共中央文件、关于中
国革命的理论文章为主，1935 年 7 月 5 日停
刊，共出版 79期，被称为“上海版”。顺便
一提，1933 年 2月 4 日，江西瑞金也曾印行
《斗争》，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系
铅印的旬刊，16 开本，1934 年 9 月 30 日休
刊，共出版 73期，被称为“苏区版”；红军抵达
陕北后，1935 年 11 月 21 日，《斗争》接续“苏
区版”期号在延安印行，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
机关刊物，后改成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系周刊，
32开本，共出版54期，被称为“西北版”（1937
年3月19日终刊）。

在上海创办或出版的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报
刊中，有的敢为人先，有的策划精湛，有的编排
考究，有的奋力开拓，它们坚持了鲜明的政治立
场和办刊宗旨，也奠定了党报党刊的优良传统。

（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

其他中央机关报刊

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曾讨论党报问题；8
月，中共中央在西湖会议上决定创办一份权威性的刊物，广泛
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9月13日，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
在上海问世，系周刊，为16开本，总发行所设于上海老西门
肇浜路兰发里 （今复兴东路1047弄） 3号 （原建筑已不存）。
创刊号的《本报宣言》指出：“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
是和平统一与自由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
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

“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
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蔡和森主编《向导》近3年，以顽强的精神克服经济拮据
等困难，坚持出刊。该刊起初是依照稿件内容排列，他出于增
强针对性和突出重点的考虑，相继开辟“时事评论”“寸铁”

“各地通讯”“余录”“什么话”等栏目。同时，他还动笔撰写
了大量政论、时评（仅署名“和森”的便达130余篇），无论
是五六千字的长文，还是数百字的短稿，都能抓住现实中的重
要问题或典型事例作具体分析。

蔡和森常去工厂虚心听取大家的建议和批评；为了及时反
映读者的要求和呼声，他特意在《向导》增设“读者之声”栏
目。该刊积极向民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努力使之深入人
心；而民众对该刊的热忱支持，又成为它在困境中坚持出版的
坚强后盾。该刊被誉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发行
量从起初的3000余份，逐渐上升至数万份。当年，李立三曾
这样评价：“《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
现的极大的功绩。”

由于险恶环境所迫，《向导》在上海出版前5期后，编辑
部不得不辗转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发行范围也扩大
到许多大中城市，并在巴黎、柏林也有销售。1925年10月，
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随即担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导》由彭述之主编，郑超麟承担具
体编辑事务；1927年春，编辑部从上海迁至武汉，《向导》由
瞿秋白主编，羊牧之协助编辑，有老同志回忆说最高发行量曾
达10万份，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停刊，共出版201期。

《向导》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
支持工农运动，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见证了这个历
史时期党的发展。

《向导》：

“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及时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鼓舞民
众的斗志，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公开出版一份日报。瞿秋白率
领相关同志通过紧张忙碌，仅数日就完成了筹备。

1925年6月4日，《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由瞿秋白担
任主编，沈泽民、何公超和郑超麟等参与编辑工作。瞿秋白在
发刊词中宣告：“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
得沸腾到顶点了……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
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
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热血日报》系4开4版，采用铅印，每期约1.2万字。该
报政治性、鼓动性比较强：第一、二版的“本埠要闻”“国内
要闻”“紧要消息”栏目，多登载各报回避或忽视的新闻；第
三版的“国际要闻”栏目，专门报道苏联和各国工人阶级对中
国人民同情、支持的消息；第四版的“呼声”副刊，主要发表
短评、杂文和文艺作品等，其中既有对错误言论的批判，也有
对可耻行径的讽刺。

《热血日报》登载的社论，大多出自瞿秋白之手，如《工
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谁是
敌，谁是友？》《五卅惨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针对性都很
强，说理非常透彻。

在主编《热血日报》期间，瞿秋白正被上海租界当局“通
缉”，但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废寝忘食地投入办报工作。
他的妻子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中谈道：《热血日报》社址是
一间客堂，室内陈设非常简陋，中间放一张白木长桌，四周摆
着几条长板凳。当时天气很热，白天瞿秋白在闷人的房内认真
撰写文章、编辑新闻和校对、组版，忙得汗流浃背；晚上，他
还要听取记者们的汇报，并组织写稿。每当发现重大问题，瞿
秋白总是走到工人群众中去，亲自核实材料，然后才见报。那
时，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他却对妻子杨之华说：“这样工作比
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得多。”

有一次，瞿秋白外出办事，瞧见一个工人正在看 《商
报》，便与之交谈，对方诉苦说：“没有合适工人看的报纸，现
在报纸都看不懂。”他从中受到启发，在编报时力求文字浅
易、注重使用口语或方言；文章的观点开门见山、篇幅能短则
短，使工人有空看、看得懂。此外，他还发表了许多民间小
调、说唱，它们通俗生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迅速被大家传
唱。

《热血日报》是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在五卅运动中有很
大的影响。该报曾在启事中透露：“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
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该报从第二期起，
在报头旁标明通讯处为“北浙江路华兴坊五六七号转”；从第十
二期起，标明社址为“上海北浙江路华兴路五十六号”，北浙江路
即今浙江北路，华兴坊后为华兴路64弄。

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扼杀，《热血日报》于6月27日出版
第二十四期后被迫停刊，但它的革命宣传已产生了很大影响。

《热血日报》：

“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万”
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选出以瞿秋

白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久，中
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因《向导》已被
迫停办，遂开始筹划秘密出版新的中共
中央机关刊物。

10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举行会议，正式决定在沪创办综合
性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由瞿
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
成编委会，并由瞿秋白担任编委会主任
（主编）；11月14日，又决定设立中央党
报编辑委员会，增加蔡和森、毛泽东、
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张太雷等21人
为编委。

《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于 10 月 24 日
问世，刊名由瞿秋白亲笔题写；编辑部设
于上海愚园路亨昌里 418 号（今愚园路
1376 弄 34 号），此系“假三层”砖木结构
新式里弄住宅。瞿秋白在主持中共中央
工作的同时，负责编辑《布尔塞维克》，决
心使它成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
他每周必从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
寓所前往编辑部，与大家一起商量选题、
筛选稿件。

《布尔塞维克》是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
重大变化之际创办的，先后开辟过10余个
栏目；为了防备敌人破坏，曾以伪装封面印
行，曾经用过《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

《经济月刊》《平民》《虹》等刊头。
该刊以大量篇幅宣传党制定的实现土

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如第一
卷第二十五期发表的《湘南、湘东、赣西革
命势力之扩展》，介绍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
根据地，报道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
伍上井冈山，赞扬井冈山会师和根据地发
展使革命“势力所及之地”“敌人都不敢正
视”。该刊还及时登载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指
示，转载共产国际的文件，发表探讨、研究
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成为党的重要
政治宣传阵地。那时，毛泽东曾在给中共中
央的信中要求寄送《布尔塞维克》等，并称

“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
《布尔塞维克》从创刊至1932年7月，

共出版52期；担任过编委会主任的还有蔡
和森、李立三、张闻天等。因环境险恶，它逐
渐改成半月刊、月刊、不定期刊，并由16开
本改为 32开本；编辑部设在亨昌里的 15
个月中，共出版31期，占60%。当年，该刊
如一股清风，吹散了大革命失败后读者胸
中郁积的块垒；又似一盏“暗夜明灯”，照亮
了人们前进的道路。

《布尔塞维克》：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

1931 年 2 月 17 日，张闻天从苏联
莫斯科回国抵达上海；3月初，他担任中
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又成为中共临时
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根据开展革命宣传
的需要，及时对党报工作进行调整。3月
9日，他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
报》在沪创刊。

《红旗周报》的前身是《红旗》和《红
旗日报》。《红旗》于1928年11月 20日
在沪创刊，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开始
是周刊，从第二十四期起改成三日刊，初
为 16开本，后改成 32 开本、8 开本，至
1930年 8月 2日共出版126期。1930年
8月15日，《红旗》与中共江苏省委主办
的《上海报》（1929年4月17日创刊，由
李求实主编，为 4 开 4 版日报，共出版
385期）合并为《红旗日报》，4开4版，注
明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至1931年 2月14日改成“中国共产党
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红旗日报》
主编先后为潘文育、王稼祥，采访部主
任是潘汉年，常撰稿的有李立三、关向
应、张闻天等，该报从多方面宣传党的
方针和政策，受到党内外的欢迎，问世
不满一个月发行数即达1.2万份以上，
后因印刷所连续遭敌人破坏，难以正常
印行，于 3月 8日停刊，共出版 182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果断决定将
《红旗日报》停刊，改出秘密发行的《红
旗周报》。

《红旗周报》创刊号发表了《中华苏
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
和《击破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新计划》等文
章。而且，在相当于发刊词的《本报编者
给读者的信》中呼吁：“亲爱的读者，为了

维护苏维埃政权、推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
统治而斗争呵！”该报主要刊登中共中央的
工作报告、决议、政策、通电、宣言等，转载
共产国际的文件，报道苏联和各国共产党
的消息，反映国内外政治形势发展状况，
指导全党工作的开展。《红旗周报》所开辟
的“蓬蓬勃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专栏尤
其受读者关注，曾登载大量通讯，介绍革
命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如张闻天在
1932 年 7月 10日署名“洛甫”发表的《苏
维埃政府怎样为粮食问题的解决而斗
争》，综合几个苏区的文件和报告中的典
型材料，生动阐述了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
能够不断发展的充分依据。值得一提的
是，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周恩来在 10
月 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发表《日本
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
其中最早提出“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
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这使

“义勇军”的名称传播开来；此后，中共满洲
省委决定“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
并先后派出200多名党、团员到各地组织
或协助创建义勇军。

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红旗周报》常面
临危险，但张闻天无所畏惧，尽力保证它的
正常出版。《红旗周报》第一期至第九期，为
8开版报纸；从第十期起，改成32开本书籍

形式，出于掩护发行需要，曾陆续采用过
《实业周报》《时代周报》《摩登周报》《佛学
研究》《平民》《现代生活》《建筑界》等16种
伪装封面。

为了使《红旗周报》等能顺利印行，中
共中央1931年春租用上海齐物浦路元兴
里两幢紧挨的楼房（今周家嘴路 998 弄
146-148号），一幢设秘密印刷厂，一幢设
进行掩护的绸布庄，由钱之光具体负责。不
久，由于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要职的顾顺章
叛变，秘密印刷厂转移到上海梅白克路（今
新昌路）99号，一楼开烟杂店，常由“老板”
钱之光观察外面动静，二楼作为宿舍，三楼
用于排字、印刷和装订。

因白色恐怖严重，张闻天不得不屡次
变换寓所。在1932年，他大部分时间居住
于上海爱文义路平和里（今北京西路239
弄）27号；至11月，转移到坐落于跑马厅
西南侧的马立斯新村（今重庆北路 216
弄）。其间，他除了埋头工作，还以“洛甫”

“平江”“歌特”等化名发表百余篇文章。
1933年1月，他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进
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红旗周报》坚持
办到翌年3月1日，共出版64期，另有附刊
13期；该报不仅起到重要的“喉舌”作用，
还对昔日党在苏区和国统区的工作进行了
完整的记录，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红旗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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