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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前半期云南 

革命出版活动的发展及其影响 

张军云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昆明 650034 ) 

【摘 要】从 20 世纪初开始，云南革命出版活动以报刊为先导，“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宣扬反帝反封

建民主思想革命；五四运动前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中共

云南地方组织成立后，云南革命出版活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在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巩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营造云南和平解放舆论导向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出版活动；革命运动；云南；舆论导向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一 723X( 2016 ) 09 一 0108 一 07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西学东渐，大量的西方理念和知识传人，对国人产生深远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

慈禧太后两次发布“变法上谕”，清政府逐渐开放言禁，允许臣民上书言事，[1]（P92）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观念由此开始渐入人

心。20 世纪初，激进的云南知识分子以报刊为先导，开启了云岭大地革命出版活动的滥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成立后，云南革

命出版活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在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造云南和平解放舆论导

向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20 世纪前半期( 1900 一 1949 年）的云南革命出版活动，既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又是云南各族人民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云南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以报刊为先导，“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宣扬反帝反封建民主思想革命 

19 世纪中期以来，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断加剧对华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日益深重。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以及英、法等列强在云南的不停渗透和蛮横侵略，激起云南各族人民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抗争。

从 20 世纪初开始，一大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海外及国内纷纷创办报纸杂志（兼编印书籍），以“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1]

（P25）为宗旨，揭露英法帝国主义对中国、对云南的侵略暴行，声讨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罪恶行径，宣传爱国民主思想，鼓吹反

帝反封建革命。 

光绪三十年（1904 年），云南籍日本留学生在东京组织云南同乡会编译社，“以开通内地、输导文明为宗旨。„„ 输入

新知识、新思想，钥通顽固陋习，警醒我桑梓诸青年”。[1]（P22）随后，创办《 云南》 杂志等期刊，对云南传播近代新思想、新

文化，在海外吹响了云南革命出版的号角。1905 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云南籍留日学生有几十人加入了同盟会，其中杨

振鸿、吕志伊、李根源、罗佩金、叶荃、唐继尧、刀安仁、黄毓成、张开儒等人，是同盟会筹建和初创时期的骨干；次年，同

盟会云南支部成立，吕志伊为支部长。1906 年初，孙中山、黄兴接见云南籍留日学生李根源等人时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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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贪官污吏，如丁振铎、兴禄的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函、英占缅甸、法占

安南（即越南）, 皆以云南为侵略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及外侮侵凌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

之任务。”[2]并指定宋教仁、陶成章等人“为之帮助”。在同盟会的关怀和直接指导下，云南近现代出版史上的第一本期刊― 《 云

南》 杂志同年 4 月正式创刊，李根源、赵伸为总干事，负责全面工作；张耀曾为总编辑。孙中山先生亲自题写刊名，并为之题

词“振我民气”，以示鼓励《云南》 杂志创刊号的正式出版。《云南》 杂志一出版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要宣扬爱国主义，反

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为本旨”；以“启人智识，惊醒国魂，激起爱国思想，提倡尚武

精神，唤国人之睡梦，提国运之进步，推倒专制政体，鼓吹民族主义，大声疾呼，警醒睡魔。挽狂澜于既倒，扬国旗于将来”

为自己的重要任务，[2]号召三迄大地各族人民起来斗争。《云南》 杂志从创刊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停刊，长达 5 

年之久，共出版发行 23 期及纪念特刊《 滇粹》 一册。由于《云南》 杂志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

云南社会状况、帝国主义与云南等方面，并适应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代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初

创时发行量为 3000 份，一年后扩大到 1 万余份。除在昆明兴隆街设有分社外，在北京、上海、贵阳等省外 39个城市及昆明、

大理、腾越等省内 9 个府、州、厅、县都设有分社，派有代表及调查员，并设立发行所；在新加坡、越南、缅甸瓦城也开设了

代办所。《云南》 杂志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3]（P14）为同时期发行量仅次于《 民报》 的一种革命刊物。 

受《云南》 杂志的影响，滇省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投身革命出版活动。1908 年，滇籍留日学生在东京相继创刊出版了“滇

人言滇事，宣传近代民族国家思想，感动社会改良”的《 滇话报》 ，以及以论述滇事为主，“有关治滇方略，国防建设，边

疆开发、实业振兴”等内容的《筹滇》 。《云南》 杂志还直接催生了《云南公报》 《云南旬报》 《云南日报》 《星期报》 

等进步刊物。此外，在《云南》 杂志的影响下，留学越南的云南学生在河内创办了《云南警告》 、留日滇籍学生回国后在北

京编印了《滇事危言》 、昆明爱国青年编印了《滇铎》 、留越学生在昆明办了《云南旬报》 ，等等。[1]（P25-26）出版发行革命报

刊，宣传爱国思想和民主主义，鼓吹反帝反封建革命，是 20 世纪初期云南广大胸怀赤子之情的知识分子，积极从事革命最重要

且取得成效最大最明显的活动内容。 

二、五四运动前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促进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 

民国初年，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发动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在深受封建制度压迫和封

建思想禁锢之苦的云南各族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激起了他们追求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情。留学海外或游学国内的

云南各民族知识青年不同程度地接受着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和洗礼，他们用自己的笔，在其创办、主编或参与编撰的报纸杂

志上，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大力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猛烈抨击军阀专制统治，呼吁云南各族人民投身伟大的爱国革命运

动之中。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虽然云南地处边疆，但革命的曙光不可抗拒地照亮了云岭大地。云南的不少进步报刊开始增

加篇幅，介绍、研究、讨论俄国十月革命情况以及苏俄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例如：“传播马列主义云南第一人”龚自知（云南

大关翠华人），于 1919 年 2 月在其主编的《尚志》 杂志中转载了李大钊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一文，

较系统地向云南乃至全国人民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重大历史意义，并以《一九一九年》 为题发表社论。[4] “云南革

命三杰”之一“爱国弃家”的马骧，于 1919 年 5 月在其以私人名义创办的《滇声》 报先后登载了列宁和卡尔· 李卜克内西

的传记，次年 3 月又分两次以《马克思逸话》 为题连载了读马克思传的读后感，该文称马克思是“19 世纪后半叶的大思想家

大革命主义者”。[5]（P58）这些进步刊物对马列主义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介绍，使云南的进步青年及广大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思潮在云南迅速扩散并更为高涨，在青年中几乎形成了“以不知民主和科学为耻”[6]（P407）的

风气。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潮，进一步激发了云南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对英法列强野蛮侵略的激愤、对封建军阀主义独裁统治的

不满。这时，宣传爱国民主思想的省内报刊也逐渐增多。云南救国团张天放（云南腾冲人）创办的“云南第一家使用白话文”

的刊物《 救国日刊》 、云南学生爱国会会长杨兰春（杨青田）主办的倡导文体改革的《学生爱国会周刊》 等进步期刊，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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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报道和评论的文章，在云南各界响应五四运动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P395-397）l919 年下半年，

昆明开始出现“新亚书店”和“日知社”[3]（P84）两家专售新思想报刊书籍的书店，《共产党宣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 《哲学

的贫困》 《反杜林论》 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从各种渠道流入云南，使社会主义思潮在云南各界中

得到更广泛地传播。在五四运动民主思想的陶冶下，云南学联中接受了先进思想、志同道合的学生，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

社会主义的团体，初步地提出了要求改造社会的宗旨，并决定用云南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名义创办月刊《滇潮》 ，作为团体的

舆论宣传阵地，扩大社会主义政治影响。1920 年 10 月，《滇潮》 在创刊号发刊辞中写道：自五四运动以来，各省学界在新文

化运动的旗帜下行动起来，云南则因地理因素，处于“睡眠状态”，是落伍者。因此应尽快觉醒，“去寻找一条跟上时代的路

径”，热望“打破内外资本强权的恶势力，贯彻国民生活的民主化，树立新社会制度新经济组织”。①1 由滇籍留日学生编辑、

在上海印刷发行的《曙滇》 等杂志，较系统地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 

1925 年秋，云南旅外进步青年组织------云南革新社（后改名“新滇社”）在北京成立，并创办了社刊《革新》 （后改

名《铁花》 ），以“团结云南革命青年，砥砺训练，钻入社会的中心，作根本的、实际的改造”为宗旨，旗帜鲜明地提出“用

革命的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压迫民众的恶势力，实现国民革命与真正的民主政治”。[6]（P524）在省内，

省立一中图书管理员李国柱于 1925 年初发动该校进步学生，秘密组织了“云南青年努力会”，并在开智印刷公司建立了工人小

组，秘密印刷革命书刊，同时开办了专门订购和发行革命书籍的云南书报合作社，还创办了《云南学生》[6]（P519）杂志。以新滇社

和云南青年努力会为首的进步团体开展的革命出版活动，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疾呼“我们为要由这种奴隶的苦境里解脱出来，

向光明的新社会，得到人间的真的生活”，[7]进一步促进了云南青年和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筹建奠定了

思想基础。 

三、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早期领导下的出版活动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各族人民的心中，不断

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5 年 9 月，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成立。1926 年 11 月 7 日，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在昆明节孝巷 55 号正式成立。这一云

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光辉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云南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争

取自由的伟大时代。在共产党先进革命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云南革命出版工作始终站在斗争的前沿，承担起传播马克思主义、

宣传革命思想的历史重任，广泛动员并武装了革命分子的头脑，推动了云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及其领导、影响下的革命群众团体，通过出版发行或编印党刊、内部读物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书刊，

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云岭大地各族人民心中。1929 年 9 月 14 日，云南省委（省临委）向中央“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中指出：

“使党的宣传工作与群众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提高党内及群众的政治水平线，增强无产阶级的意识”, “用马克思列宁

主义，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连（联）系起来，使群众种命斗争中，增强了斗争的武器”。在“党内宣传教育工作之一般”中明

确要求：“出版《党内生活》 ，目的是提高同志的政治和发展下级同志对工作的建议、讨论和批评。又出版《临委通讯》 ，

可将国际、中央、省委的指导传达于各支部”, “编辑关于理论方面的小册子”, “出版党的机关报-----《斗争》 ，分析目

前的政治问题及反（国民党），反改良主义等”, “设立图书馆，汇集关于理论的各种刊物书籍，以供做口口② 讨论参考”。在

“关于群众方面的经常宣传工作”中要求：“出版《工农兵》 政治小报。内容是用浅近文字分析政治，介绍国际国内及本省内

工农斗争的消息，及战争的消息”, “出版《云南工人》 ，内容是描写云南工人的消息，并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 “编辑关

于工农兵的小册子，如《农民四字经》 《八点钟》 《走厂调》 《月叹穷》 《兵士歌》 《马家坝演义》 《士兵之路》 。同

时用普通歌谱来编歌„„ ”[6]（P333-335）在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思想的指导下，影响力较大的革命刊物主要有：中共云南省临委的

党刊《斗争》 （半月刊）以及《工农兵》 （三日刊）、《云南工人》 （周刊），昆明总工会的《斧头》 、云南妇女解放协

                                                        
1
 ① 原载 1920 年 10月 25日《滇潮》创刊号，系发刊辞《我们为什么要出这本月刊》 

②原文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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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 女声》 杂志等；党内刊物还有《临委通讯》 《临委通告》 《党内生活》 等。同时还编印了面向滇省各族人民及工农

兵宣传的普通读物《八点钟》 《五卅宣传大纲》 《反对帝国主义二次大战》 《中共宣言》 《中国劳苦群众到哪里去》 等，
[6]（P336-337）为配合革命政治斗争，还印发了大量的宣传品和传单。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及革命群众团体还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或半公

开销售《向导》 、《中国青年》 《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 ABC 》 《阶级斗争》 ，[3]（P16）以及《政治生活》 《政治周报》 

《现代社会学》 等革命理论书刊。地下党员卫秉礼、熊文和等在墨江以开办的文劲书店为掩护，秘密销售《唯物辩证法》 《工

农红军读本》 等革命书籍。地下党组织在风险重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翻印发行了《列宁主义概论》 《无产阶级之战术

及战略》 等进步书刊，使革命的种子播撒在了祖国西南边睡的山乡村寨。 

云南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地方，早期革命活动中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不可避免地要和本地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

况密切结合。时任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的王德三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他结合云南边地实际，专门组织了少数民族问题委

员会，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少数民族问题大纲》 ，[6]（P183-184）提出党“应注意少

数民族斗争的领导”，提出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平等地位等观点。1929 年前后，王德三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

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编写了《苗夷三字经》 （又称《夷经》 ）① 2，宣传了少数民族受剥削压迫的原因，鼓励他们“齐心联合

挣天下”“土地革命世界新”。[6]（P352-370）1928 年夏秋之际，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赵柞传将马列主义同农村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用朗朗上口、语言生动的顺口溜形式编写了《农民四字经》[3]（P86）控诉了反动阶级“嘴讲博爱，吃人脑袋”的丑恶罪行，呼吁劳

苦大众“大家觉悟，认清仇敌，团结一心，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毫不客气，代表选出，组织政府，地主田地，分来种植”。

此外，党组织的其他领导人李鑫用矿工喜闻乐见的曲调，填上揭露剥削压迫、诉说人民苦难的词，编写了 20 多首在群众中广为

传唱的革命歌谣。《苗夷三字经》 《农民四字经》 的刊印发行及通俗易懂的歌曲等宣传品的广为流传，较好地宣传了中国共

产党早期民族政策，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开辟了道路，并推动了云南革命形势的持续发展。 

1930 年底，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受残酷镇压，王德三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壮烈牺牲，云南革命出版工作受到空前扼制和窒息。

但是，散布在云南各族人民手中的革命出版物却成了不灭的思想火种，在群众中辗转传阅，继续照耀着革命的道路，为迎接云

南革命的下一轮高潮积蓄看力重。 

四、积极倡导并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时革命出版活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拉开了华夏儿女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序幕，中华民族

在这一天彻底觉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暴行，也激发了西南边睡各族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1935 年 11 月，被血腥镇压破

坏长达 5 年之久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恢复重建后，非常重视革命宣传工作，秘密出版发行了各种进步书刊。中共云南临时工委

创办了秘密刊物《火山》 ，[3]（P87）刊登《八一宣言》 等党的前沿文章，呼吁停止内战，宣传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主张，并指导

云南各族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 年 11 月，临工委建立抗日救亡秘密团体“云南省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创办了

秘密刊物《救亡》 ，号召云南各阶层人民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同时，云南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省

区之一。1935 年和 1936 年，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经过云南，并从石鼓等地胜利渡过金沙江。“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② 。红军长征过云南沿途，留下了诸如《怎样分析阶级》 《中国工农红军》 《支部工作纲要》 

《红军战士读本》[3]（P87）等从苏区带来的许多革命出版物；驻扎或经过村寨时，写下了大量革命标语和宣传漫画，宣传了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宣传了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使共产党的主张得以广泛传播，直接促进了云南最底层被压迫人民革命意识的

觉醒。 

                                                        
2
 ①此处的“苗夷”泛指云南边迪苗、彝、哈尼、壮、瑶等各少数民族。 

②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论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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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的“七七”事变，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8]（P3）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成为我国抗

战的大后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随后，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中法大学等高校，中

央研究院等文化团体也先后迁至昆明，一大批专家、教授、名流学者、文艺青年以及爱国民主人士也随之纷纷荟萃昆明，使昆

明成为当时和重庆、桂林三足鼎立的文化中心；[9]（P1）滇省内外的爱国民主力量也由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爱国民主力量，

使昆明成为“民主堡垒”和“进步文化活动中心”。[10]（P20）在抗日救亡活动的推动下，在党的领导、组织和影响下，各种进步社

团不断涌现，云南逐步形成“爱国、民主、进步”为主流的文化氛围，书刊出版业也非常活跃，革命出版发行工作也呈现了空

前的发展高潮，使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得以巩固和发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适应抗战新形势的发展，1937 年 10 月，中共云南临时工委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用非党名义公开登记出版了党刊《南

方》 。[3]（P87 ）《 南方》 及时刊载抗战时事论文，阐述抗战救国政策和救亡理论，批判在抗战问题上的各种歪理邪说，介绍抗

日救亡工作经验及方法，引导云南各族青年走向革命进步的道路。《南方》 的出版发行使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实际工作的

指导方针，被誉为“云南救亡工作的指针”和“地方文化的开拓者”。《南方》 第一期印刷 500 份不够销售，后逐期增加印数，

最高时每期发行 3500 余份，发行到全省 50 多个县和全国有生活书店的省份。《南方》 刊载的抗战时情文论主要有《云南学

运的组织问题― 献给学抗会》 《蓬勃开展的反日游击战争》 《目前新的情势》 《云南学生运动的检讨》 《云南青年运动的

回顾与前赡》 《坚守抗战与妇女解放运动》 《从国家两大阵线的对立说到我们应有的努力》 《在全民抗战旗帜下》 《保卫

云南》 等文章，呼吁全民抗战；揭露和批判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失败主义的文章主要有《驳斥失败主义者》 《严防汉奸

和投降分子的活动》 《肃清动摇妥协分子》 《严防肃清托派汉奸》 《对汪精卫通敌卖国应有的认识》 等，对抗战问题上的

各种歪理邪说及时给予无情的揭发和批判；刊登了《军长到阵地上去了》 《田舍英雄》 等大量来自前线的战地通讯，以及《 国

仇不报誓不回乡― 献歌抗日战士》 《用炸弹回答敌人的炮响》 《逸西的农村》 等文艺作品，发出了“民族解放的喜音在响，

中国的胜利就在前方，中国的革命已经在望”[11]的希望，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信心。与此同时，中共昆明支部成立后，于

1937 年 9 月创办了革命期刊《 前哨》[3（P87）]，以刊载宣传党的团结抗战主张、指导云南抗日救亡运动为主的时论文章（出版 2 

期后因登记问题被迫停刊）。1941 年 1 月 6 日，国民党反动派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皖南事变爆发后，迫于复杂的形势

压力，公开刊物《南方》 因人员疏散停刊。革命出版活动再次被迫转人地下。 

处于反动专制中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为了进一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解放区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

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以大无畏的精神，于 1943 年 8 月开始，在昆明秘密出版了党刊《 战斗月报》[3]（P87）（先为月刊，后不定

期出版）。《战斗月报》 先后刊载（或转载）的重要文章有《 质问国民党》 《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对比》 《克服投降危险，

力争时局好转》 （党中央的指示）, 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或演说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学习

与时局》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等；此外还刊载了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的文章，报

道了云南各界革命运动的情况。《战斗月报》 刊载的文章理论前沿，观点正确，所以在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中都有着极大的影

响力，闻一多、吴晗等众多爱国民主人士都如饥似渴每期必读。 

1941 年 2 月，由于受皖南事变影响，党领导的为出版发行党刊和革命理论著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

新知书店在云南的分店被国民党当局通令查封。[3]（P19）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三家分店以昆明为中心，公开或秘密发行了大量马

列主义经典著作、革命启蒙读物，同时还发行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导人的著作或言论集，以及中共党报党

刊《新华日报》 、《群众》 周刊和大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革命文艺作品。虽然皖南事变后云南的革命刊物和出版机构被

大量查封，但革命出版的火种并没有因为白色恐怖而熄灭。云南地方党组织或党员在昆明开办的进修出版教育社（1942 年 9 月

开业）[3]（P93）、康宁书店（1944 年 8 月开业）[3]（P91）、高原书店（1943 年 7 月开业）[3](P90)、《新华日报》 昆明营业分处（1945 

年 5 月开业）[3](P91)、群意书店、新民书店、华侨书店，以及在党的支持帮助下由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创办的北门书屋（1942 年

12 月开业）和北门出版社（1943 年创办）[3](P94-95)，还有分布在全省各地由中共地下组织或党员及与党关系密切的进步人士开办

的许多书店，克服了反动专制统治下的重重困难，将党报党刊和大量的革命理论著作、革命文学作品在云岭大地广泛传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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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当时秘密隐蔽、积蓄力量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分子提供了精神给养和思想武器，并引导了大批进步的各族青年认清形势，接

受革命思想，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 

此外，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革命出版活动还渗透到国民党当局的机关媒体。1935 年 5 月，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 云

南日报》 创刊，云南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先后派了一批党员潜伏进该报社，在报社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并努力团结报社

中的进步人士，不断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所以，抗战期间的《云南日报》 有相当的篇幅宣传坚持抗战的思想，尤

其是国际版和副刊《南风》 ，还相继刊载过《毛泽东论中日战争》 《毛泽东谈抗战前途》 《论新阶段》 ，彭德怀《争取持

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 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和言论，在云南产生深远影响。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皖南事变前，在党组织和党员的团结和影响下，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民主人士，也纷纷站到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各种合法的名义积极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战时知识》 《文化岗位》 《 战

歌》 《民众呼声》 《新文字》 等进步刊物。皖南事变后，不少进步刊物被迫停刊。直到 1944 年，随着以昆明为中心的城市

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党组织领导或创办的《高原》 《建民小报》 等进步刊物又开始秘密或公开出版。1944 年 12 月，民盟

云南省支部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创办《民主周刊》 ，积极主动地宣传团结抗日和民主进步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云南革命出版发行活动始终以宣传抗日救国、民主进步为宗旨，

积极呼吁和平与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唤醒并激励民众，动员和组织各阶层人民一致对外抵御外辱，多渠道、多形式发展并

巩固了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五、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云南和平解放营造了正确的舆论引导 

1945 年 8 月 15 日，经过华夏儿女万众一心、艰苦卓绝历时八年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面对

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巨大伤痛，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和安定，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新中国。但国民党反动政

府置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于不顾，一意孤行，并于 1946 年 6 月悍然撕毁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一切协议，挑

起全面内战。内战爆发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根据革命形式的发展和要求，使出版发行活动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并广泛动员组织三逸大地各族人民踊跃参加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革命出版活动多渠道、多层次宣传民主与和平的思想，控诉国民党反对政府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1945 

年 12 月 1 日，由昆明青年学生发起并得到全国各地响应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一二· 一”运动爆发，标志着

国统区“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正式拉开序幕。革命出版活动也同步开展，正面宣传学生爱

国运动并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以各学校的学生党员为骨干，秘密编辑出版了“一二· 一”

运动罢课联合委员会的会刊《罢委会通讯》 ，并在 27 天内先后刊印了 15期和 2 期增刊（每期印数都达到上万份）；同时还印

发了《 一二· 一惨案实录》 （印数达 50 多万份）、《昆明学生为“一二· 一”事件告各界同胞书》 、《昆明大中学生为“一

二· 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 ，以及告农村父老书、告家长书、告师长书等等（1945 年 12 月 27 日学生复课后《 罢委会通

讯》 终刊。）[3]（P88）1946 年 1月 11 日，《学联简报》 （后改为《学生报》 ）出版发行（共出版 28 期）。《罢委会通讯》 和《 学

生报》 以及云南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同时进行的其他革命出版活动，积极促进了“一二· 一”运动的胜利，并为推动爱国民

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46 年夏，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党内和外围组织中秘密刊发《 新华通讯》 ，揭露了国民党反

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唤醒民众觉醒。与此同时，昆明的进步报刊《民主周刊》 《妇女旬刊》 《时代评论》 《独立周报》 《大

众报》 《昆明新报》 《匕首》 等，也始终站在正义的立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发挥了革命运动的喉舌作用。 

云南地方党组织在内战时期还通过党的秘密印刷厂以及一些进步书店，大量印制并销售《新民主主义论》 《论人民民主专

政》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将革命进行到底》 等革命理论著作，[3]（P87-88）并配合各阶段的

革命斗争形势，大量翻印党中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以及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对滇黔川康国民党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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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公告》 等公开文告，并秘密投送给昆明国民党党政及军警中上层人员。这种半公开的特殊的发行工作对国民党当局形成强

大的政治攻势，对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中间势力起了重要的作用。1948 年，中共云南省工委成立了新闻界党小组，直接联系潜

伏在《正义报》 《民意日报》 等报社中的地下党员以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团结争取了各报社的许多先进的编辑、记者，并

通过《正义报》 《观察报》 《平民日报》 等报纸不断公开刊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对

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定和谈代表的声明》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的几种答案》 《南京政府往何处去？》 ，以及毛泽东、朱德发

布的《向全国进军令》 《约法八章》 《论人民民主专政》 等中共的文告和新华社的重要消息报道。各报社并发表了不少抨击

国民党反动政府独裁统治云南的社论，廓清真相，以正视听。 

1947 年 2 月 1 日、3 月 8 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 迎接革命的新高潮》 和《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

示》 ，要求敌后各地党组织依靠群众勇敢谨慎地领导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云南各地人民武装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都创

办报刊开展出版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宣传报道全国解放战争和云南革命斗争的形势。解放

战争时期，云南地下党各地委、工委以及革命武装组织编辑出版了如《战斗报》 《盘江报》 《滇西北日报》 《滇西人民报》 

《消息报》 《红旗报》 《挺进报》 《解放报》 《胜利报》 《进攻》 《学习与生活》 等进步刊物。当时的革命出版工作的

另一突出成绩就是编印了许多宣传革命知识的普及读物，如《 战士政治教材》 《民众识字班读本》 《新时代文丛》 ，还印

发了《 论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 、李先念的《 中原突围记》 、王震的《南征记》 ，以及《论党》 《反对自由主义》 

《解放歌声》 《地方干部手册》 《农民干部手册》 《军事干部手册》 《农村改革》 《城市改革》 《战士识字课本》 等大

量的革命理论著作和通俗读物。[3]（P87 一 88 ）这些出版物，对党的建设、人民军队的建设、根据地政权的建设，以及宣传党的政策，

普及民主与解放的革命思想，提高边地各族人民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水平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的革命出版活动，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革命热情，组织和动员各族人民参加争取民主与解放

的伟大斗争，大造革命舆论，影响并争取中间势力认清革命道理，接受革命思想，并在 1949 年“九九整肃”前，形成了以昆明

为中心的整个云南争取和平解放的势不可挡的革命声势，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且直接推动了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

力派走向正义、投向人民的光明道路。1949 年 12 月 9 日，云南宣布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云南政权后，云南出版活动

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方针，迈上了全新的出版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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