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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印博士”重操旧业
展现宣传工作特长

邓小平从1923年开始，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便已显露

出擅长宣传工作的才情。其时，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

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的编

辑工作。因其蜡版刻字工整、印刷油印清晰、装订简雅结

实而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1933年5月，邓小平因遭受

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不久受命主编《红星报》，重操“油印

博士”旧业。他充满热情和活力，展现出了革命家办军报

的胸襟。

上任伊始，邓小平就与机关选派的3位办报人员一道，

冒着酷暑，深入红军指战员中，搜集意见，听取建议，亲自

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经过多次调研，他决定改进

报纸出版形式。首先恢复铅印，提高油印质量，增强阅读

效果。其次活跃版面，请懂行作者设计栏目题图和尾花，

为各类文章配上插图或漫画。至于文章标题，他有时亲自

用美术字题写刊印。再次，增设广大红军指战员喜闻乐见

的知识性栏目和文艺性副刊，将思想性与知识性、趣味性

融于一体。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努力下，《红星报》以图文

并茂的崭新形象出现在红军指战员面前，让人耳目一新。

《红星报》的目标读者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他们绝大

多数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要让《红星报》充分发挥

其宣传组织引导作用，首先必须让指战员们能够读得

懂、感兴趣。为此，《红星报》除设有“社论”“要闻”等栏

目外，还有反映政治思想理论建设的“党的生活”，反映

红军生活的“红军家信”，介绍开展群众工作方法的“群

众工作”，介绍军事战略战术的“军事常识”，介绍战场救

护和防病治病的“卫生常识”等。此外，还在文艺副刊上

开辟“山歌”“猜谜语”“趣味问答”，以生动有趣的内容丰

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

《红星报》编辑部与军委印刷厂相距三四华里。每

期编好的稿件先要送到印刷厂，待工人排好版后，再拿

小样回来校对。邓小平校对极为认真，错漏之处很少。

《红星报》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深受广大红军指战

员和苏区群众的喜爱，被誉为“政治工作指导员”“红军

战士的良师益友”。

注重通讯员强势阵容队伍建设
扩大政治影响

为了办好这份党的早期军报，邓小平坚持全党全军办

报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办法，组织

起了一支 500 多人的通讯员队伍。他们中既有党政机关

和红军中的各级领导，也有基层连队的普通干部战士。其

中，罗荣桓、肖华等红军将领都是积极写稿的通讯员。通

过组建这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红星报》不仅保

证了丰富的稿源，而且还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宣传骨干。

邓小平经常采用“红星号召”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

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以发挥《红

星报》政治指导员的作用。每当有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

发表，邓小平在仔细编辑修改后，总是再请中央军委负责

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最后审定。他还

经常约请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人为《红星

报》起草社论，撰写文章。从署名看，周恩来、朱德、陈云

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

重要决策，也通过《红星报》迅速传播到广大红军官兵中间。

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正值南昌起义6周年，他

决定在“红军故事”专栏中刊发一系列有影响的红军战斗

故事以示纪念。于是，他主动向毛泽东约稿。毛泽东很快

把稿子写了出来，题目是《吉安的占领》，并署上笔名“子

任”。1933 年 8 月 14 日，改版后的《红星报》第 2 期发表了

这篇文章。毛泽东生动形象地叙述了1930年10月4日红

一方面军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表达了对当时“左”

倾错误军事指挥的不满。毛泽东这篇文章不仅在广大红

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也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革

命家办报的胆识和魄力。

团结鼓舞红军斗志
“红星”闪耀长征路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邓小平带领《红星

报》编辑部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长征。

每到宿营地，邓小平总是立刻铺开摊子忙碌起来。他

们一边听取军委领导指示，一边搜集各军团战况，既采编

稿件，又亲自动手写社论，还要刻版、油印，忙得不亦乐

乎。10 月 20 日，长征后仅十天，《红星报》长征专号第 1

期，就带着芬芳的墨香传到广大红军指战员手中。邓小平

为这期报纸亲自撰写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

人的初步胜利》，指出“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

新的苏区”，鼓舞着指战员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问题很多，《红星报》以问题为导

向，团结鼓舞红军斗志。比如，针对红军战士光脚行军问

题，《红星报》在第2期上发表《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

大声疾呼红军各级领导要把解决战士行军穿鞋问题，提到

减少病员、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高度来认识，并发动战士打

草鞋。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在很短时间内问题得到解

决。再比如，红军进入粤湘境内后，由于不少战士缺乏防

空知识，使敌机轰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红星报》立即组

织编发《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的文章，连夜刻印，使红

军指战员较快地学会了防空知识和隐蔽办法，并采取对空

射击措施，从而减少了人员伤亡。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后，邓小平被突破乌江的英

勇事迹所震撼，当即在马灯下撰文翔实记述。全文写完

时，已是 6 日拂晓，他便在文尾处写下“1935 年 1 月 6 日”。

由于战事吃紧，《红星报》一直没有时间出版。在遵义期

间，邓小平加紧编辑制作，1 月 15 日《红星报》1935 年第 1

期终于出版，里面刊登了他在桐梓坡深夜写就的《伟大转

折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场胜利》一文。

遵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便在《红星报》上刊出了党中

央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及时传达了党中央、

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遵义会议的重要精神。遵义会议

后，邓小平告别《红星报》编辑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

主编《红星报》70多期的工作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心

血，为办好这份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

陆小曼是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师从刘海

粟、贺天健、陈半丁等名家学习中国画，擅长工

笔花卉和淡墨山水，格调幽雅淡远，气息清新

秀润，晚年成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

院专业画师。

1931 年春，陆小曼精心绘制了一幅长近 4

米的手卷《设色山水》（原画无题），画面缜密清

丽，脱俗淡雅，寄寓了画家对神州大地锦绣河

山的热爱。徐志摩爱不释手，装裱后随身携

带，四处请托各界名流赐墨题跋。北大美学教

授邓以蛰第一个在长卷上赋诗以赞：“华亭端

的是前身，绿带阴浓翠带醺；肯向溪深林密处，

岩根分我半檐云。”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一生挚友胡适对手卷

没有盲目吹捧，他以融通中外的学力、“门外

汉”的眼光，在邓以蛰后面题写了一首白话诗：

“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

不得画。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拼得死工

夫，自成真意趣。”随后又秉笔直言：“小曼学画

不久，就作这山水大幅，功力可不小！我是不

懂画的，但我对于这一道却有一点很固执的意

见，写成韵语，博小曼一笑。”意谓一个人做事

要扎扎实实，画画亦然，看熟了山，研透了马，

下笔才峥嵘。

著名社会活动家杨杏佛看到胡适的“打油

诗”和“规劝”后，很不以为然，认为文人画家寄

情山水，旨在抒发个人情感，大可不必为“写

实”所“桎梏”，于是挥毫写道：“手底忽现桃花

源，胸中自有云梦泽；造化游戏成溪山，莫将耳

目为梏桎。小曼作画，适之讥其闭门造车，不

知天下事物，皆出意匠，轻信经验，必为造化小

儿所笑也。质之适之，小曼、志摩以为何如？”

画家贺天健也有感而发，题跋道：“东坡论画鄙

形似，懒瓒云山写意多；摘得骊龙颔下物，何须

粉本拓山阿。”高度认同杨杏佛的观点，认为作

画不必拘泥于形似，应注重文人气息，对胡适

的“不解风情”（说陆小曼作此画是“闭门造

车”）大唱反调。 □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邓小平如何办好《红星报》

1903年，孙中山在日期间，对留学生所办刊物只高谈民族主义、倡

言革命，但却讳言排满颇感忧虑。他便邀刘成禺、马君武详谈，鼓励他

们把握机会，公开提出排满口号。是年1月29日，留日学生齐聚会馆庆

贺新春。联欢晚会正在进行，马君武、刘成禺先后登台，当着台下正襟

危坐的驻日公使和留学生总监的面，大声疾呼排满革命，以救中国。

这一行动引发了一场有关革命方法的大讨论。在上海刊行的《苏报》

用大量篇幅刊载相关的消息和评论成了内地宣传排满革命的桥头堡。

《苏报》大张旗鼓宣传革命，早已引起当局不满，但苦于报社开在

租界，不好直接下手。经清廷一再交涉，1903年6 月30 日，上海租界

当局才同意采取行动。蔡元培、吴稚晖、陈范得知情况有变，先后出走

躲避。章太炎却坚持留在报社。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廷

查拿，现在已经是第七次了！”当警探冲进报社，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

子说：“其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判决之后，章太炎被关在提篮桥租界监狱，每天做工8小时，缝衣、

烧饭，吃着恶劣的饭食。一有空隙，他们就吟诗、写作、读书。每逢探监

时间，蔡元培等就轮流给他们带来狱外的消息。在狱中，章太炎还参与

了光复会的创立。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毫无憔悴之色，

当晚即由孙中山先生安排东渡日本，去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 沈治鹏 据《人民政协报》

胡适题跋陆小曼手卷 章太炎七入牢狱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央苏区时

期的军委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出版，于长征途中停

刊。从1933年 8月至1935年 1月，邓小平担任《红星

报》主编，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为办好我党我军早期

的这份军报，倾心尽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新闻报刊宣

传工作经验。 □ 张秋实 据《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