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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华日报》与新四军
———以《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为视角

常 云 平,左 婷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401331)

摘 要: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充分发挥了作为中共在抗战大后方

“喉舌”的功能,及时将新四军作战信息传至社会各界,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限制、打击新四军事件的

行动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在新四军的艰苦奋战和《新华日报》大力宣传的共同作用下,中共倡导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得以维护,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也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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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跃于抗战大后方的舆论先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

下,《新华日报》与新四军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民族大义,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
抗争,以牺牲小我实现了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伟大目标,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目前学界对《新华日报》与新四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历史地位及抗战期间的历史贡

献,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零星地反映出《新华日报》对新四军在作战过程中的抗战宣传、抵抗

国民党新闻舆论封锁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1-9],但是对于《新华日报》与新四军关系的研究尚

不够细致充分,尤其缺乏通过从《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入手去揭示二者之间的联系。故本文以

《新华日报》对新四军的相关报道来揭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以及在这种联系中二者为

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一、《新华日报》与新四军的创建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抗日与救国成为全民族面临的重大任务。8月,国共两党达

成协议,将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建立。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正式建立。

193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正式创刊,直至1947年2月28
日被国民党查封,其间共经历九年一个月零十八天,共出版报纸3231期[10]2。正因为诞生于中

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新华日报》一开始便肩负了宣传中共抗战政策,扩大中共在大后方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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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的作战情况与英勇事迹进行及时报道,动员各界人士积极参加抗

战以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展现了《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在大后方引领舆论导向

的先锋功能。

作为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新四军自1937年12月成立以来直至1947年1月新四

军番号被正式撤销,共历9年,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新四军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令人十分注目。据相

关资料统计,最多的时候,新四军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在武

器装备严重落后的状况下,展开对日伪军作战达2.46万,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日伪军

12.42万余人,经过教育投诚于中共的日伪军总计5.4万余名[11]151。对日作战中,新四军也不断壮

大,从最初建立的10329人发展至1945年7月的仅主力部队已达215325人[11]477,建立起地跨

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多省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整个抗战时期,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和新四军,分别充当了中共在大后方

和抗日战场中的“文”“武”大将,二者相互配合,成为共产党在大后方最具力量的“喉舌”[10]10和敌

后战场最为有力的战斗力量。

二、《新华日报》与新四军之间的关系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与新四军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重庆建立的秘密办事机构,负责四川、云南、贵州、

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及港澳地区党的工作,同时负责与国民党及其他抗日团

体和各国驻华使团相互联系的有关工作,其中便包括直接领导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抗战和建立根

据地的任务,以及负责《新华日报》的全部工作。

南方局对《新华日报》的领导首先体现在对其政策和方向上的把握。《新华日报》一创立便以

忠实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其首要的政治任务。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定

期召开报社会议,宣讲党的历史,传达党的指示,解释党的政策,分析国际时局。南方局领导人始

终坚持亲自审稿,修改并撰写社论等重要文章。据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6年6月,周恩

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署名文章多达37篇。在《新华日报》创刊、发行的九年里(包括长江局时

期),周恩来所写的文章、题词、演讲稿、函电,答记者问、备忘录等共计108篇24万字”[12]3。同

时,南方局对《新华日报》的领导还具体体现在组织方面。周恩来作为南方局书记同时兼任《新华

日报》董事长一职,全面领导《新华日报》的各项事务,《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多为南

方局的工作人员。南方局与《新华日报》二者在组织上人员的交叉更加有利于南方局对其领导管

理。《新华日报》自成立以来便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钳制和打压,南方局千方百计地打破这种新

闻封锁,通过各方力量将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英勇作战的胜利喜讯传至社会各界乃至海外。

南方局自成立以来密切关注新四军的发展。有关新四军扩编、作战区域演化、弹药供给、军

饷发放[13]7等问题均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1941年

“皖南事变”[14]爆发后,国民党当局通过各种手段限制重庆各家报纸的真实报道。南方局得知此

事后,周恩来等领导人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民党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与此同时

还指示红岩电台密切关注新四军部队在皖南的具体情况,及时将新四军在皖南的最新情况向外

界输出。1941年1月19日在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人的努力下,由南方局军事委员会成员所

撰写的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在冲破国民党重重新闻封锁后

得以报道出来,从而澄清了国民党顽固派扣在新四军头上的不实之词,也让社会各界了解到皖南

事变的事实真相。此外,新四军初建之时,军长叶挺与副军长项英之间存在着矛盾,严重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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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的发展,周恩来亲自出面协调二人关系,进一步促进了新四军组织建设的健康发展。针对

新四军不同的作战阶段,南方局及时对其发展方向做出合理安排。1940年9月,南方局对新四

军的作战方针提出了新的要求:“军事自卫,政治进攻,组织严密,工作分散。”[13]8由此看出南方局

在新四军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在南方局的带领下新四军被锻造成了一支“铁军”,《新
华日报》被打造成了大后方政治水平高,思想觉悟好,业务能力强的中共机关报。二者共同成为

中共抗击日寇的强大力量。
(二)《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战绩进行客观报道

作为大后方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密切关注身处前线的新四军的一举一动,对其重大战役

的作战情况及战绩状况及时跟进报道。据《新华日报》的报道内容统计,1938年至1945年期间,
《新华日报》针对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的作战情况进行了770次的报道。其具体的报道次数情况

如下表:
表1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945年12月对新四军的军事报道概况

时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作战次数 253 235 112 63 31 23 29 24

  资料来源:新华日报索引编写组编:《新华日报索引》(1938-1945),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70-75页(1938年),第56-60

页(1939年),第81-83页(1940年),第55-56页(1941),第69页(1942年),第79页(1943年),第84-85页(1944年),第95-98

页(1945年)

《新华日报》对新四军作战的一些重大战役也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以使社会各界更加深入地

了解这样一支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军队。1939年10月18日,《新华日报》以《苏皖:军民合作打

击敌寇 新X军杀敌捷报》为题实时报道了新四军作战过程中著名的“龙潭、仓头间战斗”[15]。

据考证参与此次战役的应该是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因国民党对新闻报道方面的打压限制不

准报道有关新四军的内容及社论,《新华日报》为能及时将新四军作战情况传送出来,便采取了此

种“打哑谜”的方式来躲避国民党的相关检查。1939年11月22日《新X军苏皖一带反扫荡告

捷》中报道了新四军作战中所取得的“九里镇大捷”,此次战役中共击毙敌人168人,俘敌3人,缴
获机枪4挺,步枪28支[16]。1940年1月2日针对新四军在皖南地区取得的胜利,《新华日报》专
门刊登题为《新X军通讯:皖南空前胜利———繁昌战役》[17],文中对于新四军在繁昌地区的战斗

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新华日报》的相关战役报道,使人们了解到新四军作战的艰辛与不易,其形

象的光辉与伟大。《新华日报》的客观报道使人们更加相信中共领导下的这支抗日部队必将战胜

敌人,捍卫我中华民族的每一寸领土。
(三)《新华日报》将新四军对日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统一报道

《新华日报》适时报道新四军在对日作战策略上的变化,使人们明白新四军针对不同阶段日

军的进攻特点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应对策略,取得了可喜的战果。1940年7月10日,《新华日报》

在题为《新四军在江南如何作战》的文章中曾这样提到:“敌仍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弱点,兵力不足

与分散,即占领据点愈多,则兵力分散和不足。因此,小的据点敌人只不过以一班一排的兵扼守,

其兵力不足与分散程度,可想而知。当时,我军针对敌人的弱点,决定大的堡垒不打,专攻击小的

堡垒,他的意义是:一、敌人薄弱的兵力,不能控制更多的据点,亦不能遂行其全面占领的企图,在
原则上游击队一般是不攻坚的,但为着要打破敌人之周筑堡垒的阴谋必须向敌人弱点来坚决地

执行这一任务。二、我在战术上采取之夜袭、强攻、火攻诸方式,因为只有夜晚乘敌人不备,进行

强攻,破坏敌寇之障碍物及工事冲进敌寇之据点内,消灭敌人。”[18]在这种“破坏与作战”并存的

作战策略下,新四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状态下不断击退敌人取得胜利。在江南战场中,敌军处处

布置战略根据地,新四军则根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原则,抱着积小胜成大胜,坚持持久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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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敌人的战略方针进行抗战,“严格注意自己的行军宿营,要十分隐蔽,不能暴露自己的目标。

经常利用有利的天时和地理条件……我们总是利用这种敌人所畏惧所疏忽的天时地理,在敌人

封锁中间,在交通网里面,在敌人炮楼碉堡旁边,像生龙活虎似的横冲直撞,而无所顾忌”[19]。多

变灵活的对日作战策略,使得新四军克服先天条件的不足,在武器装备落后于日军,战略物资严

重不足的条件下仍屡屡击败敌军取得战争胜利。据统计,新四军作战三年以来在江南地区共进行

了1114次战斗,缴获步马枪5700余支,轻机关枪400余挺,重机关枪22挺,迫击炮6门,子弹350

000余发,打落飞机1架,其他军用物资不等,俘敌伪3500余名,毙敌6400余名[18]。由此可见,新

四军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以其灵活而多变的作战方针与敌军斗智斗勇,取得了重大胜利。

(四)《新华日报》对新四军将领进行专访以鼓舞士气

《新华日报》派遣记者深入前线对新四军的领导人进行采访,以此来加深了解新四军真实的

作战生活。其采访并进行相关报道的新四军将领包括:叶挺、彭雪枫、陈毅及粟裕等军事领导人。

1939年10月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叶挺将军谈:新X军如何战胜敌人》一文,文中通过军长

叶挺的口述,我们得知了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中所面临的艰辛与不易,队内每位战士一月的生活费

用仅仅只有一元五角钱,军队的领导人最多也不超过五元[20],在严重缺乏生活与军用物资的条

件下,战士们只有通过歼灭敌军以获取补给和军用物资。即使在此种艰苦的条件下,新四军战士

始终遵循着严明的纪律“爱护老百姓”,在其作战途中绝不轻易叨扰百姓,与百姓之间形成“鱼儿

和水”的和谐关系。1940年8月11日,《新华日报》记者在采访彭雪枫将军的《皖北敌后访彭雪

枫》一文中,通过彭将军的介绍使人们对于新四军在苏皖豫战场中如何与敌作战有了更清晰的了

解。彭雪枫将军谈道:“敌人对苏豫皖边游击队的办法是建立碉堡据点,置少数兵力防守集中,讨

伐部队,分区扫荡,用无线电联络,用快速部队大胆包围,勇敢迂回,汽车骑兵,四方八面分进合

击,定期扫荡半月一次,差不多已有规律性。”[21]针对敌人的作战规律,新四军采取了“灵活机动

的给予反扫荡,用政治经济的反攻,粉碎政治经济的进攻”[21]。彭将军以其自身的战术理论和实

际作战经验指挥新四军的作战,归结为以下三点:首先则是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将群众力量转

化为作战的潜在力量;再者根据敌人的战略部署分析出其自身的不足与弱点,攻击其致命之处;

最后善于利用所处地区的地形走势选取适合作战的隐蔽之处,从而建立起天然的作战堡垒。通

过彭将军的叙述一定程度解答了社会各界对于新四军在装备落后物资缺乏的条件下为何仍能屡

屡制胜钳制敌人的疑问,虽然新四军作战武器无法与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相比,但是军队指挥者

善于将中国传统兵法理论与现实作战情况结合,根据具体的现实状况及时做出准确的指示,故而

新四军可以不断获得胜利。此外,1946年9月27日,粟裕就华中战局发表了个人见解。《新华日

报》将其访谈内容以名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将军畅谈华中战局》的文章刊登出来,在报

道内容中粟裕将军对于国共两党在华中地区的战况进行分析,使得人们更加坚定地相信国民党

必败,中共必将带领中国人民获得胜利的事实[22]。《新华日报》对新四军领导人的相关访谈,展

现出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新四军将士们智慧与勇气的结合,为了人民的事业一步一步走向

胜利。

(五)《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战果进行阶段性报道

新四军在不同时段的战绩,《新华日报》都对其进行报道,进一步提高了新四军在民众心中的

光辉形象。1939年2月26日,《一年来的新四军》一文对新四军投入战斗后半年内所取得的成果

进行了汇总报道:“从江北江南作战开始,新四军大小打了二百三十四次仗,在这二百三十四次战

斗中,江南的占两百次。缴获了一千五百三十九支步马枪,轻重机枪三十六挺,驳壳枪四十八支,

手枪二十支,日钞两万两千七百余元,击毁敌汽车一百九十五辆,敌人伤亡三千二百余人,俘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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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四十九人,敌我的伤亡对比为一比四点七。”[23]1939年9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新X军献

给抗战二周年》一文,对新四军抗战一年的成果进行汇总报道[19]。1945年10月12日新四军军

部发表了八年来战绩公报,《新华日报》于1945年11月20日以《新四军建军八周年 发表八年

光辉战绩》为题加以刊载:“八年来,新四军指战员在江淮河汉之间八大战略区(苏中、淮南、苏北、

淮北、鄂豫皖、苏浙、皖中、浙东)抗击敌军十三个师团及伪军二十三万人,总计大小战斗达三万

次,毙伤俘敌伪四十二万九千六百三十六名,缴获长短枪二十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六支。轻重机枪

四千七百余挺。各类炮四百四十八门。敌伪在这八年中虽使用各种凶残的办法,扫荡、清剿、清
乡、烧杀,但华中解放区居民却愈战愈强,敌伪伤亡与我伤亡的比例已由一九四一年的一点四比

一,增至一九四二年的三点一比一,一九四三年的三点四比一,一九四四年的三点九比一。”[24]

《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战绩的汇总报道,向全国人民展现了新四军在抗战每一阶段所做出的巨大

贡献,每一份战绩公告都是新四军交给人民的满意答卷。
(六)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为新四军发声

1941年1月,新四军部9000多人从安徽泾县出发,被国民党部队包围袭击,致使新四军将

士大部分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也在此蒙难。此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

生后,《新华日报》相关揭露此次事变的稿件均被扣押。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记

载,皖南事变前后《新华日报》的大部分稿件均无法正常刊登,从而导致了《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

中对于皖南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空缺。以下表为例:
表2 皖南事变前后《新华日报》“违检”被处罚情形统计表[25]

时间 免登次数 删登次数 “违检”次数

1940年12月 55 47 18
1941年1月 70 50 46
1941年2月 47 12 29
1941年3月 25 18 23
1941年4月 16 16 16
1941年5月 51 13 22

合计 264 156 154

  据资料记载仅事变刚刚结束的1941年1月8日,《新华日报》送检的15篇稿件就有11篇被

扣[10]201。国民党的强力封锁并没有击退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周恩来亲自部署并进行了多方面

应对。1月17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以揭露皖南事变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26]和“千古

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7]的题词。仅仅25字表达出对国民党当局最为强烈的抗

议! 1月18日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撰写了一篇文章,用事实逐一驳斥国民党当局为制造皖南事变

强加给新四军的罪名。经过各方力量的努力,最终在1941年1月19日由《新华日报》以《新四军

皖南部队被围歼真相》为题公诸于世。为防止再次被破坏,《新华日报》以秘密传单的形式进行散

发或是将报纸直接送达订阅人手中。文中对于污蔑新四军的言论一一进行了反驳,其中最为重

要的八条内容如下:“一、关于新四军不受调遣的问题,二、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三、关于新

四军移动时间问题,四、所谓借端要索问题,五、究竟谁打谁的问题,六、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

问题,七、叶项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八、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28]353虽然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

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无法刊登,但是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的《新中华报》1941年1月

16日刊登了《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28]336一文,将皖南事变的详细过程和事实真相展

示给社会各界。至此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世人面前,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也受到了国内外各界

人士的强烈谴责。

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新华日报》和新四军的打压十分严重,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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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文化专制行为,《新华日报》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反击。1939年秋季开

始国民党禁止报道有关新四军战绩的文章和相关评论,《新华日报》为了能将新四军的相关消息

传出,采取 了 文 字 游 戏 和 国 民 党 当 局 周 旋,对 于 新 四 军 的 相 关 报 道 一 律 将 其 军 队 番 号 以

“新X军”或“XX军”表示,以此种无硝烟的方式进行抗争。长期关注《新华日报》和新四军消息

的人们一看便明了《新华日报》的意图。这样一来即使长期处于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中,《新华

日报》仍密切关注着新四军的动向,并将最新最真实的情况传达给社会各界。
(七)解放战争初期《新华日报》对新四军的相关报道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底,新四军军部北移至山东临沂,兼具了山东军区领导机关,由陈

毅军长兼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军区政委,副军长张云逸兼军区参谋长[14]111,领导山东、

苏皖地区野战军,地方军及民兵,在苏皖、山东地区进行自卫反击战。1946年1月至12月,《新华

日报》对新四军在鲁苏解放区针对国民党破坏国内和平所发动的大小战役进行了客观的报道。

据《新华日报》本年内所报道的有关新四军相关作战情况的全部内容,经考证汇总可知对新四军

的相关报道共有88次[29],其中有关报道新四军反击国民党作战的有65次[29],其具体内容如下表:
表3 1946年1月—12月《新华日报》对新四军在苏中、淮北等地区的军事报道[30]

战役名称 时间 战绩状况

李堡战斗 1946年8月10日
歼国民党军新7旅,第105旅及314团,俘105旅长,新
7旅副旅长以下5000余人,毙伤3000余人

宣泰战斗 1946年7月13日―7月15日
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83师第19旅第56团全部,第57
团大部及山炮营全部,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山炮10
余门、轻重机枪200余挺

如南战斗 1946年7月18日―7月20日
歼敌10000余人(俘获敌人6000余人)缴获各种口径
火炮200门,轻重机枪约500挺,长短枪4000余支

海安战斗 1946年7月30日―8月3日 国民党军伤亡3000余人

朝阳集战斗 1946年7月27日―7月29日 歼灭国民党军第92旅全部,第60旅一部共5000余人

丁堰、林梓战斗 1946年8月21日―8月23日 全歼5个交通警察大队5000余人

如黄路战斗 1946年8月25日―8月27日
共歼国民党军两个半旅,约17000余人(其中俘1.2万
余人),华中野战军伤亡3500人

邵伯战斗 1946年8月23日―8月26日 毙伤国民党军2000余人

泗县战斗 1946年8月7日-8月9日
歼灭国民党桂系部队3000余人,顿挫其气焰。山东野
战军伤亡2000余人

淮阴保卫战 1946年9月10日―9月22日 歼敌近千人

涟水保卫战 1946年10月19日―11月1日 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

淮沭路反击战 1946年11月17日―11月24日 歼敌4000余人

盐城保卫战 1946年11月27日-12月16日
全歼敌57团,俘团长以下2000余人,毙伤敌65师、83
师4000余人,缴获山炮5门,曲射炮1门,火箭炮1门,
轻重机枪88挺,步枪500余支

胶济线阻击战 1946年6月22日―10月10日 歼敌12000人,迟滞国民党军半个月打通胶济线的计划

东台防御战 1946年10月13日―10月26日 毙伤国民党军2000人,华野第7纵队伤亡300人

  资料来源:该表依据1946年1月至12月《新华日报》所发表的有关新四军军事报道内容整理并经考证而得,军事科学院历史研

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1946年7月-1947年6月)》,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58-67

页,第7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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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华日报》与新四军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新华日报》与新四军相忍为国之精神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

在抗战期间,为了维护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大局,中共在揭露反动派阴谋迫害的同时,尽可

能做到相忍为国,以此来争取国共两党关系的好转。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新华日报》和新四军

作为抗战的两大重要力量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其遭到国民党当局打压时,始终秉持着

“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反击。从1940年3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将军事反共的重点由八路

军转向了新四军,连续不断地制造了与新四军的军事摩擦和冲突。1940年面对国民党韩德勤对

新四军所展开的军事摩擦,新四军为维护抗战大局,在黄桥战役结束后,苏北指挥部主动将俘虏

交还给韩德勤部,在韩国均给陈毅的书信中便记载到:“昨承示贵军拟遣散被俘中、下级军官七十

一名,已由钟副主任开单见示,可交由三十三师电台报务员陈家俊,一一七师文书程义清、三十三

师报务员武瑞率领回省”[31]242,展现了新四军维护抗战团结的理念。此外在德国汉斯·希伯①对

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采访中再次充分展示了新四军为国忍辱的精神,“自从皖南事变以来,我们

没有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军队或者成员采取任何报复行为,我们非常友好地对待那些进攻我们而

被俘的国民党官兵,我们仅是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31]252以此彰显中共方面为维护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国民党顽固派除了对新四军进攻不断升级外,对《新华日报》的政治压迫亦是不断加剧,致使

《新华日报》经常“开天窗”[10]211。1940年7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欲将叶剑英以第十八集团军

参谋长名义所撰写的《第十八集团军抗战三年来的几种统计数字》一文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

平所写的《三年来坚持大江南北敌后抗战之新四军》一文刊登于当天的版面上,但国民党战时新

闻检查机关蛮横地不准其发表,《新华日报》遂于当日刊登“启事”[12]53,声明两篇文章“奉命免

登”[12]61,以此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行为。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和《新华日报》所制

造的种种阴谋事件,二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上,选择了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实现而忍辱负

重。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各种军事摩擦和政治压迫下,新四军和《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的指示

下最大程度地做到不将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罪恶行为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同志相关联,一
切矛头只针对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分子,积极主动地团结和争取一切中间力量和部分顽固派力量,

从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方位胜利作出巨大的历史贡献。
(二)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贡献

在长达八年的抗战过程中,新四军作为中共领导下活动于敌后抗日战场中一股战斗力强大

的主力部队,担负着中共在东南与中原地区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新四

军所开辟的华中战场与八路军所开辟的华北敌后战场相互配合,使得日军陷入两面夹击的不利

局面中,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长久地坚持,并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45年4月

25日,中共七大上朱德总司令在所作的军事报告中,对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八年来,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与敌人进行

了空前英勇的、残酷的、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32]此外,陈毅将军对

于新四军在抗战期间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也给予了高度的认可:“本军(新四军)的力量和所包围的

国土,与全国的友军比较,任何一个军、一个集团、甚至一个战区,都不能与本军比拟。本军所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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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斯·希伯(1897―1941),记者,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以美国国际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身份来到新四军军部驻

地皖南泾县云岭,会见了周恩来、叶挺、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新四军维护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斗争》是《重访新四军占领区》节录,原

载于1941年9月出版的美国《美亚》杂志,译文来源于《希伯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6-414页。



制的敌伪军占敌侵华总兵力的六分之一强……于是本军成为时局的中心,全国抗战军队除八路

军外,没有哪个军队能有新四军那样,享受着空前绝后的国际荣辱和人民同情……本军在今天已

成为中国抗战的支柱之一和坚强抗战的保证,是无疑义的事了。”[33]由此可见,在长达八年的抗

战过程中,新四军自觉地承担起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在此过程中新四军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从
最初建立的10329人,武器装备仅轻重机枪57支、长短枪6231支枪发展至1945年7月时其主

力部队已经达到215325人[11]477。此外,据资料统计,在与日军英勇作战过程中,新四军所展开

的对敌作战次数多达24617次,对日伪军所造成的总损失为478764人[34]。正是由于新四军牵

制并消耗了大批的日军部队,使其处于难以兼顾的被动局面,从而直接击碎了其妄图迅速灭亡中

国的侵略计划,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此外,新四军与其他武装力量

的共同对日作战,阻止了日军企图与德、意法西斯势力相互汇合的计划,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

挥了重要的策应作用,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三)《新华日报》对新四军的大量报道真实展现了中共在大后方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所做

出的巨大贡献

《新华日报》自1938年创刊以来,在动员人民抗战,维护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和扩大中共政

治影响,推进中国和平民主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新华日报》对新四军的大量

报道中。新四军的每一次胜利喜讯犹如一针强心剂般注入中国人民心中,广大民众更加坚信人

民的军队必定会守护每一寸领土。

在抗日烽火中所诞生的《新华日报》和新四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抗战而摇旗呐喊,是军民

团结抗日的号角和灯塔。《新华日报》和新四军用其实践唤醒了沉睡中的华夏儿女,重新燃起中

华民族所蕴藏的强大凝聚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新华日报》积极宣传中共中央在抗战时期

的政治主张,热情讴歌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伟大战绩和铁军精神,无情揭露日寇的侵略本性和国民

党顽固派所实施的投降、倒退及分裂之阴谋,从而发动更多群众投身于抗日事业中,坚定人民抗

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人民群众为驱逐日寇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从而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新华日报》和新四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以其坚定的政治原则和爱国为民、不屈

不挠的战斗精神,将抗日的呼声传遍中国。八年的抗战历程中,新四军经历了大大小小数以万计

的战争,《新华日报》用如此多的篇幅刊发新四军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的相关信息,既体现出《新华

日报》坚持当好中共和人民喉舌的宗旨,贯彻围绕党的工作中心服务于抗日大局的办报方针,又
充分地展现了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无论是重大战役的典型报道,抑或是一般战斗的系列报道,随
军记者的战地通讯,新四军将领的相关采访,每一篇都呈现出新四军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战斗

精神。《新华日报》和新四军为抗战胜利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充分地展现了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

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忍让为国,委曲求全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在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历

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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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uaDailyandtheNewFourthArmy:FromthePerspectiveofRelevantReportsinXinhuaDaily

CHANGYunpin,ZUOTing
(CollegeofHistoryandSociety,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XinhuaDailyandtheNewFourthArmyplayedimportantrolesduring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
Invasion,andthereisacloseconnectionbetweenthetwo.UndertheleadershipoftheSouthernBureauoftheCentral
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XinhuaDailygavefullplaytoitsfunctionasthe“mouthpiece”of
theCPCintherearof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Invasion.IttransmittedcombatinformationabouttheNew
FourthArmytoallsectorsofsocietyinatimelymanner,andcarriedoutruthlessexposureandcriticismonthereaction-
aries.ThankstothecooperationandeffortsofXinhuaDailyandtheNewFourthArmy,theoverallsituationofnational
unitedfront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advocatedbytheCPC,wasmaintained,whichconsolidatedtheanti-Japanese
baseareasandmadegreathistoricalcontributionstothefinalvictoryoftheAnti-JapaneseWar.
Keywords:XinhuaDaily;theNewFourthArmy;SouthernBureau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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