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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报刊批评思想的特色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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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刊批评是舆论监督的特殊历史形态，党的报刊批评思想在强化报刊批评的双

重责任、制定报刊批评规范、重视自下而上批评、党委领导与媒体独立负责相统一、重视批评的

方法和艺术等方面，体现其特色与创新的内涵，这些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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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刊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作

风的媒体呈现，在 １９８７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

出舆论监督这个概念之前，报刊批评与舆论监督

是通用的。 当然，两者之间也有一定差别，报刊批

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媒

体行为，虽然也对公共权力和公众人物进行监督，
但这种监督更多体现为官方意志。 而舆论监督主

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觉的媒体行为，更多代表

民众意志对公共权力和公众人物进行监督，尽管

这种监督一定程度上也是党和政府自身建设的需

要，但是祛除了官方的组织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
从舆论监督角度来审视，党的报刊批评思想在今

天看来仍有不少特色与创新之处。

一、报刊批评的源流查考
一说到报刊批评，人们都会自然想到中央

１９５０ 年颁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

我批评决定》，认为这是报刊批评的理论源头，是

报刊批评规范化的开始。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

确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作风，党从建

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利用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既有相关的理论思考，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自我批评原则的确立

党一直非常重视通过报刊对党的错误进行批

评。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１ 日，中央就专门发通告，要求

主编对内的刊物，对党的错误进行批评。 在《关
于宣传鼓动工作》 ［１］３５⁃３７中要求中央主办对内刊物

《中央通讯》“解释党的政策，批评党的错误”，同
时要求“省委常务委员会应时出版《省委通讯》”，
“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如较大的市委或县委等，亦
须出版此种对内刊物”，以此来开展对党内错误

的批评。
“自己批评”是党的报刊早期关于报刊批评

中使用的一个概念，跟“自我批评”只有一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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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１９２９ 年，《党的生活》就强调，“布尔塞维克的

党，是要在不断的‘自己批评’中锻炼出来，没有

‘自己批评’的精神，决不能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

的党。 ……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要有公开的

批评工作，批评同志的勇气，尤其要有自己批评和

接受批评的勇气。”并明确该刊的任务就是“发展

党内的讨论，实行‘自己批评’提高全党同志的政

治认识。” ［２］１８⁃２０

早在 １９３１ 年，“自我批评”这个词汇就出现

在关于报刊批评的文献中。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红色中华》报发刊词中就指出其任务之一是“指
导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

的缺点与错误……以自我批评精神，检阅工作的

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 ［２］２３⁃２４这是“自我

批评” 这个词汇在党的新闻工作文献中最早

出现。
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随着大批革命根据地的建

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办报的历史以此开端。
在报刊宣传报道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革
命队伍内部的批评、自我批评与表扬，成为革命根

据地报刊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常见报，辟有专栏，
这是前所未有的。” ［３］３３９革命根据地报纸之所以重

视批评、自我批评和表扬，除了现实生活的需要以

外，主要原因在于对报纸性质的认识。 列宁《论
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的观点，特别是要用具体

事例教育群众、要进行社会批评、要成为阶级专政

的机关报等主张，为根据地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反

复引用。［３］３４５⁃３４６可见，这个时期是党的报刊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的一个高潮时期。
在报刊批评实践活动广泛开展的同时，党也

非常重视理论总结。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博古就

在《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中对《红色中华》报的自我批评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说：“严格的自我批评，揭露我们工作中的弱点

错误，藉以帮助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去克服它，
以及无情地打击一切官僚腐化及潜入苏维埃的敌

对阶级的奸细等等，这一切，都是不可磨灭的成

绩。” ［２］１５５⁃１５６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张闻天在《关于我

们的报纸》一文中对党报自我批评的不足进行了

分析，他指出：“在我们的报纸上差不多经常议论

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

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 然而关于官僚主义

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

了。” ［２］１７８⁃１８４党报的“自我批评”经过 １９３０ 年代的

报刊实践和党的领导人的大力提倡，遂成为中国

共产党新闻事业长期坚持的办报原则。
（二）自我批评的理论思考

１９４０ 年代初延安整风之后，报刊批评成为一

种经常性的工作。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４ 日，中宣部《关
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指出：要“善于

使用批评的武器，表扬各种工作中的成绩，揭发其

错误。” ［１］１１４⁃１１７把报纸批评当成“武器”，足见中央

对其功能的充分肯定；“实事求是”成为报纸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１ 日，延安《解放日报》在改版

《致读者》社论中，在强调报纸揭露敌人功能的同

时，强调“报纸亦应该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的自

我批评的武器，对于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和弱点，党
报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同志的态度加以批评和指

摘，帮助其克服和改正。” ［２］５０⁃５３把“自我批评”当

成“武器”，强调“实事求是”，可以看成是对中宣

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的贯彻

执行，“同志的态度”说明批评者对被批评者要有

善意而非恶意，这是《解放日报》对中宣部指示的

创造性发展。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 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我

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对
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中的两种错误态度提出了批

评，并再次强调了报纸批评必须坚持的“实事求

是”和“善意”这两大原则，社论指出：“只要合乎

实事求是和善意这两个条件，批评就是正确的。
……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乃是我们力

量增长的标志。” ［２］７０⁃７４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在

《办好党的报纸和通讯社》一文指出，新闻记者应

“同时使用表扬和批评两种武器”，尤其是批评与

自我批评不可少，“敢不敢在报纸上公开揭发和

批评自己的错误是考验我们对人民负责地态度是

否诚恳，有没有勇气和决心改正错误的标尺。 放

弃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对于违反党的政策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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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错误行为熟视无睹，实无异自杀。” ［２］９７⁃１０２

“标尺”“无异自杀”等字眼，充分肯定了正确的、
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在全国执政之前，党关于报刊批评理论阐释

的集大成者，应该算山东分局宣传部及山东总分

社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８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新闻报道中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 （ “山东局 １９４９ 年《决
定》”）。［１］３４３⁃３４６这是党史上关于报刊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第一个专门文件，同年，中宣部向全国

新闻单位转发了这个决定，使这个地方性决定产

生了全国性作用及意义。 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
这个《决定》对如何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了具

体规定，特别是把领导干部正确对待报刊批评上

升到党纪高度这一点具有开创性，要求“凡各地

党报对某一工作、某一干部提出批评或质问时，应
当立即作负责地声明或解答（特别是县以上机关

和干部），必须认为这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置之

不理。”从这个《决定》与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中央

《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

定》（“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 ［４］５⁃７的内容比较，以
及中宣部向全国新闻单位转发山东局 １９４９ 年《决
定》的举动，我们可以说，山东局 １９４９ 年《决定》
对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的产生具有启示意义。

除了主张运用报刊对党和政府及领导干部工

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之外，这个时期的报刊还倡

导运用批评武器对自身工作进行剖析。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新华日报》在社论《人民的报纸》中
就坦诚读者批评报纸工作的重要性，“没有读者

们的继续经常的给予批评，加以协助，单靠报馆同

人的努力是不会有效果的。” ［２］７５⁃７７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１１
日，重庆《新华日报》在《检讨和勉励———读者意

见总结》中进行自我批评，剖析报道工作中的缺

点，“新华日报的缺点，不在于它歌颂光明太过分

而在它歌颂不足，不在它暴露黑暗太过分而在它

暴露不足，还没有做到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来

和法西斯反动集团作斗争。” ［２］７８⁃９６

二、报刊批评思想日趋成熟
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利用

报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经过 ２８ 年的发展

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洞见，但是其报

刊批评思想走向成熟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事情。
（一）中央文件专门谈报刊批评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中央颁布《关于在报纸刊

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央 １９５０ 年

《决定》），［４］５⁃７这是党的新闻思想史上关于报刊

批评的第一个中央专门文件，这个决定成为中央

指导党政民主建设，加强党内外报刊批评监督作

用的纲领性文件。 这个《决定》特别强调党在全

国执政以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指出：“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

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

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

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

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

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
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

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开展报刊批评跟执

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可见，报刊批评在

当时的地位和作用是多么重要。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中央颁布《关于改进报纸

工作的决议》（中央 １９５４ 年《决议》），［４］３１９⁃３２９要求

切实改进报纸工作，其中第三部分专门对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以来报纸批评的情况进行了评估，
特别是对存在的问题毫不客气地加以指出：“报
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没有经常的充分的开

展……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

锐的武器……但多数党委和报纸对于这一工作不

是基本上进行得好，而是基本上进行得不好。”可
见，当时中央对党委领导在搞好报纸批评中的重

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
可以说，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和中央 １９５４ 年

《决议》是党的报刊批评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这
两个文件不仅对报刊批评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且对党的舆论监督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地方党委全面落实中央精神

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４ 月 １９ 日颁布，《人民日

报》在 ４ 月 ２２ 日就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布了这一

《决定》，同时将《决定》连同其中规定学习的列宁

《论我们的报纸》、毛泽东《论自我批评》等 ５ 个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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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集印出版专页，免费随报附送，以便读者学习讨

论。 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个

《决定》，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 例如，东北局

在《决定》发布后，连续召开 ３ 次报纸工作会议，
一再强调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全区

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又专门讨论开展批评的问

题。［５］６１⁃６２新闻总署在 ５ 月 １ 日发布《关于改进报

纸工作的决定》，［４］７５⁃７７这个《决定》关于报纸批评

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指出了报纸批评的三个基

本问题：一是明确了报纸开展批评的责任，说“报
纸对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经济组织及其工

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负批评的责

任”，与之前多从党和政府角度强调报纸批评不

同，“责任”的强化有利于报纸更加自觉地搞好批

评报道；二是明确了报纸批评的四条基本原则，这
种批评应当是“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实事求

是的”“与人为善的”，而之前只提到“实事求是”
和“善意”两个方面；三是明确了报纸批评的一个

基本要求，就是“报纸所发表的批评应当要求被

批评者作适当的声明，以便向人民群众报告批评

的结果”，批评报道须采访被批评者至今仍然是

媒体从事批评报道的基本规范，批评报道要有始

有终也成为媒体的自觉要求。
为配合中央 １９５４ 年《决议》的贯彻执行，各

地方局党委及省委也出台了相应的文件，对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执行以来的报纸批评工作进行了

全面的总结，特别是对存在问题做了深刻检查。
譬如，西北局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

说，“目前报纸批评工作的缺点，是零碎、不经常，
和中心工作结合不紧，只限于犯错误的干部或局

限在大运动中，和批评不够稳当。” ［４］３７１⁃３８０中南局

《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说，“从经常情况

来看， 报 纸 的 批 评 和 自 我 批 评 仍 然 非 常 不

足。” ［４］３８１⁃３９４东北局《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
中，承认 “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很不够

的。” ［４］４０１⁃４０９华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解放日报〉
工作的决定》中说，“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般不经

常、不充分，对个别批评稿件的处理与发表则有离

开党委领导的倾向。” ［４］４１３⁃４２０热河省委《关于改进

〈群众日报〉工作的意见》指出， “《群众日报》的

批评工作，自 １９５３ 年以来是有改进的，但还非常

不够。” ［４］４３８⁃４４７“不够稳当” “非常不足” “很不够”
“有离开党委领导的倾向”“非常不够”等字眼，都
体现当时地方党委在报纸批评问题上强烈的自我

批评精神。
（三）报刊批评实践异常活跃

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颁布及贯彻，把报刊批

评实践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批评报道的数量

和质量都有显著提升。 以《人民日报》为例，从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５６ 年，该报共发表批评报道和批评

稿件 ７ ４９９ 篇，其中，１９５１ 年到 １９５３ 年 ３ 年间，平
均每天刊登的批评稿件超过了 ４ 篇。［６］２７

从地方报纸看，《山西日报》１９５０ 年 ５ 月共发

批评稿件 ８１ 篇，其中头条 １２ 篇，有 ６ 篇配发了社

论或短评，３１ 篇加了编者按语。 《黑龙江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发表批评稿件 １７７ 篇，占来稿发表总

数的 １３％强。 《东北日报》从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到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终刊的四年多时间，共发表批评稿件 ３ ８００
多篇，平均每天见报有两篇以上。 山东《大众日

报》从 １９５０ 年下半年起至 １９５３ 年止的三年中，在
报纸上公开进行的比较重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

有 ４０ 多篇。［５］６２

总之，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增强了报纸的活

力，全国各地发表了来自记者、通讯员、各级干部、
广大工农群众数以万计的批评建议，充分显示了

人民当家做主的主动进取精神，形成了 １９５０ 年代

前期报纸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

三、报刊批评思想特色与创新的表现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７８ 年这 ２９ 年间，由于受到整

风运动、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
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报刊批评一度发生变异，出现

错误，甚至陷入停顿，只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七年

时间，报刊批评得到正常开展，党的报刊批评思想

也得到良性发展。 这个时期，党的报刊批评思想

日渐成熟，其特色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强化报刊批评的双重责任

搞好报刊批评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报刊

的责任，这种双重责任在党全国执政之后，显得更

为突出，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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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一个责任而言，虽然党一直非常重视报

刊批评，但是其对全国执政之后报刊批评的强调

则是之前没有的。 毛泽东把搞好报刊批评看成是

关系党和政府生死存亡，走出历史周期规律的必

然抉择。 早在 １９４５ 年，黄炎培就对毛泽东直言相

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
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
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

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

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

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

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

息。” ［７］毛泽东这里提到了让人民监督政府，而报

刊批评就是人民监督政府的一种形式。
全国执政之后党颁发的党史上第一个关于报

刊批评的专门性文件———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
更是强调报刊批评对执政党的特殊意义，报刊批

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为“我
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

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

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

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如
果不能搞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

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

务。” ［４］５⁃７中央 １９５４ 年《决议》在分析中央 １９５０ 年

《决定》以来报纸批评“基本上进行得不好”的原

因时，认为“党委对于领导和支持报纸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做得不够”是首要因素。［４］３１９⁃３２９可见，
搞好报纸批评当时已经成为各级党委的重要

任务。
就后一个责任而言，１９５０ 年之前的文献大多

是把党的报刊作为党的一个部门，理所当然地要

配合党在报刊上搞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较少涉及

报刊自身责任。 而 １９５０ 年之后的文献则开始重

视报刊应该承担的批评责任。 虽然中央 １９５０ 年

《决定》没有明确提出搞好报刊批评是报刊的责

任，不过在同年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

决定》则强调，批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经
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
报纸应负的责任。［４］７５⁃７７ 同年 ４ 月 ２３ 日《人民日

报》社论《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则把“实
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和严正地揭发

各种犯罪行为”作为人民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的

根本区别之一，并要求报纸成为“党和政府引导

人民向前进的有力助手。” ［２］１０３⁃１０４

报刊批评的双重责任，实质上就是要强调党

和政府重视与报刊媒体自觉的紧密配合，只有双

重责任落实到位，报刊批评才能搞好。
（二）制定报刊批评规范

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既是党史上关于报刊批

评的第一个专门文件，也是关于报刊批评的第一

部党内规范。 为保障报刊批评顺利有效地进行，
《决定》做了四点规范：一是记者、编辑对报刊批

评负“独立的责任”，不受被批评者干扰，并指出：
“在今后，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

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

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

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

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二是通讯员稿件参

照记者稿件处理，“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

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三
是读者来信应谨慎处理，“读者来信中的有益的

批评，凡报纸刊物能判断其为真实者，应当加以发

表。 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

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四是被批评者要

正确对待报刊批评，“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
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

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 如有部分失实，
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

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并主张用纪检监

察和法律监督手段来确保报刊批评效果，“如被

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

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 上述情事触犯

行政纪律的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

机关予以处理。” ［４］５⁃７

对于报刊批评的基本原则，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
定》对正确的批评加了三个“的”来限制，即“人民

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

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

的”。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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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上的报告》中用“建设性的，积极的，指明

出路的，与人为善的”这四个“的”来限制。［４］４２⁃６１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１ 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

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也用了四个“的”来限

制，分别是“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
和与人为善的”，与胡乔木略有区别。 无论是三

个“的”还是四个“的”，归纳起来就是报刊批评要

服务并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实事求是、积极，有建

设性、与人为善、指明解决办法，这是当时衡量正

确报刊批评的基本标准，也是报刊批评应该遵守

的基本原则。
（三）重视自下而上批评

很长一段时期，党的新闻思想史上的报刊批

评大多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批评，而来

自人民群众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批评不多。 党全国

执政之后，自下而上的报刊批评的重要性才逐步

凸显出来。
在 １９５０ 年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关于在报纸

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还是新闻

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以及胡乔木

《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献，均没有

“自下而上的批评”等字眼。 而自下而上的批评

在中央及地方党委和有关领导文献中集中出现是

在 １９５４ 年的时候。
中央 １９５４ 年《决议》分析了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

定》以来报刊批评“基本上进行得不好”的三个主

要原因，其中第二个原因就提到了“自下而上的

批评”，《决议》说：“党的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严

重的骄傲情绪和压制批评的现象，缺乏对批评特

别是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的‘热烈欢迎和坚

决保护的革命态度’。” ［４］３１９⁃３２９ 这里加上了“特别

是”这个限制词，可见当时不重视自下而上批评

的情况比较严重。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中宣部《批转中南局宣传部检

查各地报纸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

乱纪斗争的通报》 ［４］２８０⁃２８３在分析报纸批评的三个

不足中，第一个方面就提到“自下而上的批评”，
《通报》指出：“未能坚持经常地独立地公开地进

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批评也不及时，特别是未能

有意识地吸引人民群众来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

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这里也加了限制词“特
别是”，《通报》最后提出的三点要求的第二点是

针对报社的，要求“报纸编辑部应认真加强报纸

的群众工作，从检查人民群众的来信和稿件处理

入手，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密切联系群众，吸引他

们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并将这一工作订为经常

的制度，彻底改变目前这种批评的不足、甚至长期

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
里强调将吸引自下而上的批评订为“经常的制

度”，说明当时中央已经意识到报刊批评的制度

化问题。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中宣部《宣传通讯》述评《党委

要大力支持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２］１０５⁃１０８提

到《人民日报》批评一些地方报纸和党委不重视

报纸批评时，也注意到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存在

的问题，述评说“人民日报在最近发表的几篇报

纸工作述评中，批评了某些地方的报纸和党委不

重视、不积极发动群众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特别是

自下而上的批评。”这里依然加了“特别是”这个

限制词，与此同时，对于如何促进自下而上的批

评，述评还引用了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布）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话“只有在每

一个提出健康的批评的人能够确实知道他可以得

到我们组织的支持，确实知道他所指出的缺点会

真正予以消除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开展

和扩大。”说明自下而上的批评之所以难，党委及

领导重视不够也是重要原因。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 ［４］３０２⁃３１８谈到报纸批

评重要性时，用的限制词是“尤其是”，他指出：
“必须正确而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

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坚决反对宣传工作中缺

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庸俗习气。”在谈到报纸批

评存在问题时，用的限制词还是“特别是”，他说：
“在我们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

的批评还是很不发展的。”在搞好报纸批评的三

个原则中，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坚持一种非常宽容

的态度，他说：“对来自劳动人民的自下而上的批

评，必须坚持哪怕百分之五的正确，也要采取热烈

欢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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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 年，邓拓《怎样改进报纸工作》一文在谈

到报纸批评重要性时，特别强调自下而上的批评，
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

把自下而上的公开批评当成空气和水一样，成为

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不能缺少的东西。”如何搞

好报纸批评，他反复对各级党委、纪委及监察部门

提出要求：“今后各级党委的责任就是保证报纸

上批评和自我批评顺利的经常的正确的开展。 总

的口号是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

下而上的批评。” “各级党委应当从保护批评、特
别是保护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批评的观点出发，
来领导和监督报纸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

作。”“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人民监察委

员会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应保证在报纸上经常地

和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劳动群众

自下而上的批评，确实收到实际效果。” ［２］３２３⁃３４４我

们看到，邓拓每次提到自下而上批评的时候用的

限制词也都是“特别是”，而且用了四个，足见其

对这种批评的重视程度。
在上面的文献梳理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

现象，就是每每谈到自下而上批评的时候，都用了

“特别是”这个限制词。 这一限制词主要传达出

两层意思，一是自下而上批评的地位和作用特别

重要；二是自下而上的批评特别难搞好。
（四）党委领导与媒体独立负责相统一

党委领导是我国舆论监督最基本的制度，是
中西方舆论监督体制上最重要的区别，对于保证

新闻批评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舆论监督的党性

原则，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等方面，党委领导制起到

了重要作用。［８］２０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

党对舆论监督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党

对舆论监督的领导，而且强调党委领导与记者编

辑独立负责的有机统一。
无论是前苏联党报“五性”理论中的党性、思

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真实性，还是延安时期《解
放日报》提出的党报“四性”理论中的党性、群众

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党性都是放在第一位的，而
作为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形式表现出来的战斗性均

排在第三位，这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顺序差别，还是

一种重要性的差别，更是一种主次差别。 要通过

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前提是报刊批评要坚

持党性原则，而党委领导是报刊批评党性原则最

有力的保障。
报刊批评中的党委领导，是党委领导重视报

刊批评与报刊批评接受党委领导两方面的统一。
党委领导重视报刊批评，是说党委对搞好报刊批

评负有领导责任，只有党委真正重视了，报刊批评

才能健康发展。 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要求“党的

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

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

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

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 ［４］５⁃７ 中央

１９５４ 年《决议》在对 １９５０ 年《决定》执行以来的报

刊批评进行分析总结时，认为“报纸上的批评和

自我批评还没有经常的充分的开展”，“多数党委

和报纸对于这一工作不是基本上进行得好，而是

基本上进行得不好”，而首要原因是“党委对于领

导和支持报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不够。”
党委究竟该如何领导报刊批评，１９５４ 年《决议》既
做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又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性要

求。 就原则性要求而言，《决议》要求各级党委

“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

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

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

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就操作性要求而言，
《决议》要求“党委要对报纸编辑部经常给以关于

开展批评的具体指示”，党委和报纸编辑部要“善
于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还要善于

区别应当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和只应在党内刊物

和文件中进行的批评”，“还应当区别不同的情

况，采取不同的方针。” ［４］３１９⁃３２９

报刊批评接受党的领导，是说报刊批评要坚

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强调党报不能批评

同级党委。 列宁认为，党的报刊必须旗帜鲜明地

宣传党的观点，绝不允许“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

反党观点”；而“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

限，是党纲，是党的策略依据和党章。”中央 １９５４
年《决议》指出，１９５０ 年《决定》执行以来“有些报

纸曾发生过脱离党委领导的倾向。”１９５４ 年 ３ 月，
华东局在分析 ５ 年来《解放日报》报刊批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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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就承认“对个别批评稿件的处理与发表

则有离开党委领导的倾向。” ［４］４１３⁃４２０当月，辽东省

委在《对改进〈辽东大众报〉的意见》中，也承认

“报纸编辑部在批评问题上曾片面强调独立负

责，发生过离开党的领导的倾向。” ［４］４４８⁃４５１同年 ５
月，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

会议上的总结》中，把“批评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

进行”作为报刊批评必须肯定的三点经验教训

之一。［４］３０２⁃３１８

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最早出现在苏联共产

党的有关决议中，１９３９ 年 ７ 月，科米省委机关报

《争取新北方报》主编札多夫在一则编辑按语中，
对该省委常务会议决议表示反对，并展开论争。
联共（布）中央于当月 ２５ 日作出决议，认为根据

党章，报纸应受党委会领导和监督，如果主编对省

委有不同意见，可以向党委提出，甚至可以向中央

提出，但无权利用报纸与省委会争论。 决议宣布

撤换札多夫的主编职务。［９］７９１９５３ 年，广西《宜山

农民报》在报上批评宜山地委。 就此事，中宣部

于当年 ３ 月在《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给广

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 ［４］２７９中，重申了 １９３９ 年苏

共（布）决议同样的话，认为这是一种“脱离党委

领导的作法”，也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

象。”《复示》指出：“党委会如犯了错误，应由党委

会用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进行自我批评。 报纸编

辑部的责任是：一方面不应在报纸上重复这种错

误，另一方面可在权限内向党委会直至上级党组

织揭发这些错误。 报纸编辑部即在上述情况下也

无权以报纸与党委对立。 这是党报在其和党委会

的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自此，“党报不得批

评同级党委”作为报刊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沿用

至今。
为防范党委管得过多过细有碍报刊批评的正

常开展，因此，在强调党委领导的同时，重视记者

编辑的独立责任。 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 ［４］５⁃７中确

保报刊批评顺利开展四条措施的第一条就指出：
“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

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这种“独立责任”，只
有在实实在在限制作为报刊批评对象的党政组织

及官员权力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和充分

体现。 《决定》认为在现时条件下继续采取过去

一些地方实行批评稿件要批评对象审阅同意才能

发表的做法“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主张今后

报刊批评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应当是记者编辑不能

决定批评真伪时的一种自觉主动行为，而非被动

强制行为，“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

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

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这使一些掌握

权力的批评对象借“领导报刊批评”之名干扰正

常批评实践的做法师出无名。
与此同时，中央 １９５０ 年《决定》还对批评对

象对待报刊批评的态度做了更严厉的具体规范，
“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

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

误的结果。 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

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

正确部分。 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

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

理。 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的法律的部分，应由

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这里把作为

报刊批评的舆论监督跟组织监督、行政监督和司

法监督结合起来，既体现了制约批评对象确保记

者编辑独立责任的决心，又凸显了舆论监督跟其

他监督手段配合的必要性。
胡乔木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全国新闻工作

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指出：“只要是报社认为这种

批评是正当的，正确的，确实有依据的，仅仅被批

评的人不同意，那么报纸仍然应当加以发表。 在

必要的时候，甚至不送给被批评者看，不征求他的

同意，也可以发表。 全部责任由报社来负。 ……
这样 就 可 以 给 批 评 扫 除 一 种 不 必 要 的 障

碍。” ［４］４２⁃６１“全部责任由报社来负”在制约批评对

象的同时，也强化了批评者的主体意识，责任

意识。
习仲勋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

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中，在讲到报刊批评

的三个原则时，要求批评对象“必须坚持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反对一切不欢迎批评、借口批

评不完全符合事实而拒绝批评以及对批评者实施

打击报复的行为。” ［４］３０２⁃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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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１９５４ 年《决议》 ［４］３１９⁃３２９在强调批评对象

对待报刊批评态度时，对报刊批评错误的包容度

更大了，要求被批评者“对报纸上的批评认为不

正确或有部分失实的，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解释，
但是对于其中正确的部分，即令是只有百分之五，
也必须虚心接受。” “百分之五”虽不是一个好操

作的正确率比例，但可以堵住对报刊批评求全责

备者之口。 同时，《决议》主张报刊运用继续批评

来促使批评对象改正错误， “直到他们改正为

止”。 对批评对象打击报复批评者的行为，“不管

他是什么人，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应当受到应得

的处分。”此外，还要求被批评者所在地区党委机

关报“必须转载上级党委机关报的批评稿件”这

种做法，来对被批评者施加影响；发挥纪检监察部

门在报刊批评中的协助作用，以确保批评的实际

效果。
党委对报刊批评的领导与记者编辑对报刊批

评的独立责任，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在坚持党性

原则前提下确保报刊批评正常、健康发展。 在原

则性上不动摇，在灵活性上应松绑，两头都按规矩

办，报刊批评才能抓出实效，不负使命。
（五）重视批评的方法和艺术

报刊批评要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除了党委

领导和媒体重视之外，批评的方法和艺术也是十

分重要的。 无论是中央有关文件，还是我党领导

人的相关讲话，都很重视这一点。
毛泽东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提出的报刊批评“开、好、

管”的方针，其中“好”就谈到批评方法和艺术问

题，他指出：“什么事不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

指名，要经过研究。” ［１０］１３０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同
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１０］１３２⁃１３７中，毛泽东在谈

到报纸批评时，要求批评者要从批评对象的角度

考虑，他说：“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

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
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

己，民主就越小越好。 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要

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

毛毛雨，下个不停。”同时，他还强调报刊批评的

语言艺术，认为批评语言应该尖锐，但是要适度，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

……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

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报刊批评的方法和艺术。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

报告》 ［１１］７３⁃７７中，在谈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邓小

平指出：“报纸稿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
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
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

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报刊批评要有活泼的

文风，他接着说：“什么叫生动活泼？ 不在文字长

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而且有结果。 我们的

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 描写

过程也不能冗长。”
胡乔木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全国新闻工作

会议上的报告》 ［４］４２⁃６１中，在谈到批评与自我批评

时，引用并肯定了《东北日报》通过如实报道批评

对象的批评意见来开展报纸批评的好方法，他说：
“东北日报的同志说他们作了一件很好的工作：
他们发表了一篇批评的稿件，引得被批评的人把

记者找去骂了一顿，于是报纸就把这一件事又写

成了稿子，送给被批评的人看过了，证实了，然后

发表了。 这样，报纸再批评什么人，被批评者就不

能再用骂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这个例子说明只要

我们能够坚持，有充分的负责精神，无论什么困难

都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报纸批评如何处理与批

评对象的关系，他指出：“只要是报社认为这种批

评是正当的，正确的，确实有依据的，仅仅被批评

的人不同意，那么报纸仍然应当加以发表。 在必

要的时候，甚至不送给被批评者看，不征求他的同

意，也可以发表。”
中央 １９５４ 年《决议》在对 １９５０ 年《决定》颁

布实施以来报刊批评进行总结时，就如何搞好批

评与自我批评对报纸编辑部的要求中强调批评的

方法和艺术，《决议》指出：“在报纸上进行批评的

时候，还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
对典型的坏人和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坚持不

改正错误的分子，不只是应该进行批评，而且要进

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重的打击和应有的制裁；而
对于在工作中犯了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或虽

然犯了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是愿意改正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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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正的同志，就应该采取同志的态度进行批评，
以 便 大 家 团 结 起 来， 消 灭 这 些 缺 点 和

错误。” ［４］３１９⁃３２９

尽管这个时期谈到报刊批评方法和艺术的文

献不多，而且比较零散，还不系统，但是我们不可

否认，无论是党的有关领导人，还是中央有关决

定，都意识到批评方法和艺术对于强化报刊批评

的效果十分重要。
总之，党的报刊批评思想既有其特殊的历史

内涵，又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只有把其中的特色与

创新跟今天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让历史经

验产生当下价值，推动舆论监督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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