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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延安 《解放日报》 为例

王志辉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 （以下简称“边区”） 涌入了大量移民， 作为党报的 《解放日报》 持续

关注移民群体。 本文通过对 《解放日报》 关于移民的报道进行文本分析， 探讨了 《解放日报》 为移民树立了哪些

媒介形象， 如何通过报道动员群众来到边区“落地”并在边区“生根”等问题， 明晰了 《解放日报》 在移民群体中

的宣传方式， 旨在揭示该报在移民生产组织形成以及移民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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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 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 我国的人

口流动非常活跃， 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移

民潮。 １９４２ 年， 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移民、 难

民的安置与生产动员工作， 针对移难民群体， 颁布了

减租减息、 三年免交公粮、 优先发放农贷的措施， 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先后有 ２８９１８０ 人移入边区， 占当

时边区总人口的 ２０％ ” ［１］。 大量不同地区、 不同背景

的移民涌入边区， 形成了庞大的移民群体。 在边区经

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 毛泽东同志发起了“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动员， 由此， 党报党刊对移民群体的报

道角度发生了转变。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 本文发现目前学界对 《解放

日报》 的研究颇多， 但对该报有关移民报道的研究尚

少。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

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 在陕甘宁边区有较大的影

响力。 本文结合 《解放日报》 的办报实践及其对移

民的相关报道， 阐述了 《解放日报》 如何通过报道

动员移民支持边区建设， 从而使移民成为“打仗军

队”背后的“劳动军队”， 为持久抗战贡献力量。

一、 群体形象： 融入边区建设的移民区

毛泽东同志在谈及农业组织时曾说： “没有农业

社会化， 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２］这意味着

农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

陕甘宁边区， 构建移民区形象是将移民组织起来的第

一步。 在这一层面， 《解放日报》 通过连续性报道对

移民组织的形象进行了描摹， 为建设什么样的移民组

织、 怎样建设移民组织提供了建议。

第一， 《解放日报》 构建了一个高度自治、 移民

享有民主权利的移民区形象。 例如对甘泉移民区的报

道： “甘泉半年来， 共自外移来难民四百四十三户，

千九百余人， 除能自找亲戚乡里安身以外， 余均由政

府招待在 ‘难民新村’ 居住。”其中， 耕地在新村附

近， 可自由开垦。 有关志丹县的政务会议报道中， 提

到“决定要吸收加强移难民的政治教育， 吸收移难民

中的积极分子， 到乡、 村政权中工作”。 《解放日报》

认为“这些移民不仅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而且是新

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优良工作者。”同样， 在报道南泥湾

移民区时， 《解放日报》 着重报道了移民享有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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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权利： “在去年乡选中， 村政干部多系外来移民

充任”， 甚至在报纸中， 移民乡的乡长因表现优异获

得了褒奖。 《解放日报》 通过具体事例和政策来报

道、 宣传移民区的民主化， 更能获得移民群体的

认同。

第二， 《解放日报》 对移民区的统一战线工作进

行了报道， 增进了移民与边区群众的情感联系。 例

如， 《解放日报》 报道绥德四十里铺区移民抵达延长

县后， 县政府召开了欢迎大会， 并且各个机关也送来

了慰问品， 政府还“发动有牛老户帮助移难民每户一

耕牛， 用来突击开荒三天”。 这样的报道事例中， 移

民与边区群众互帮互助， 不仅有利于移民进行生产，

也密切了移民与边区群众的关系。 报道中一位移民

说： “吃米不忘种谷人———恩情记在心里。” 《解放日

报》 对互帮互助事例进行报道， 不仅建构出团结友爱

的移民区形象， 也能够促进移民区的内部团结。

第三， 经济上的组织也是 《解放日报》 报道的

重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指出： 有了合作社， “我们就

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３］。 既清

楚表明了团结农民的重要性， 又强调了强有力的组织

是将农民联系起来的关键， 而这在移民群体中更为明

显。 在 《解放日报》 的报道中， 合作社是帮助移民

生产的重要组织。 例如， 绥德全县合作社在会上决定

“运农具到南路， 廉价供给移民使用”； 马栏区的合

作社不仅优先向移民发放农贷， 还动员本地居民主动

借农具给移民。 此外， 《解放日报》 还强调了变工

队、 札工队等互助组织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例如

在报道梁家河的移民札工队时， 表明这个互助组织是

由移民马德贵找“空子”组成的。 在政府两千元农贷

的支持下， 梁家河移民札工队不仅完成了对移民的教

育， 形成了强有力的互助组织， 而且在农业生产中表

现出色， 成立的第一天就开荒九亩。 由此可见， 团结

功能是 《解放日报》 构建互助组织形象的侧重点。

第四， 《解放日报》 对移民组织的形成提出了诸

多建设性意见。 列宁认为， 报纸的脚手架功能应当是

“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

织”， 这一观点强调报纸对组织发展具有监督的责任

和功能。 在如何建设移民农业组织方面， 《解放日

报》 既对移民区的建设提供了一些意见， 又及时报道

了组织移民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例如在总结移民区

建设成功经验时提出， “按赤水县去年经建工作成绩

之获得， 有赖组织工作的严密”， 但也存在工作报告

不够认真、 组织策略单一的不足； 在绥德干部会的报

道中批评了移民政策有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不良风

气。 可以看出， 《解放日报》 在边区政府移民制度的

实践中起到了监督和建议的作用。

二、 媒介话语： 引发移民共情

虽然边区政府的土地政策赢得了民心， 但对移民

群体来说， “集体认同并非是 ‘理所当然’ 地存在

着， 而是取决于特定的个体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它” ［４］。

移民来自不同地区， 是通过各种机构被组织起来的，

所以要在精神上构建集体认同。 毛泽东同志认为，

“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 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

作， 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 因此， “严重的问题是

教育农民”。 对于边区政府来说， “完全合作化这一

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的文化水平问题” ［６］。 从这一

层面来说， 要使移民对边区产生政治认同， 需要对移

民进行政治教育。

在此方面， 《解放日报》 首先大力宣传了边区政

府对移民群体的特别优待政策。 例如， 报道 《安塞农

贷发放多多照顾难民》 介绍了安塞政府“今年百万农

贷， 不再于各区平均发放， 为特别照顾难民移民计，

偏重向三区、 四区、 五区等地多发放。”又如， 在报道

固临县政府对移民的优待办法和措施时， 着重强调了

对移民的教育， 提出要“使他们在政治上提高一步，

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有清楚的认识”。 此外， 《解放日

报》 还重点报道了切实履行优待移难民条例的事例，

例如， 报道安塞县政府借给移民刘喜一头价值六千余

元的大耕牛， 并在他三月迁入边区时“帮助他向老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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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得三斗食粮渡过”。 这类报道表明了政府对移民的

特殊优待， 对安抚和教育移民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 《解放日报》 在报道中采用了大量的真实

事例， 着重刻画边区政府帮助移民生产、 移民积极拥

护边区政府的团结形象， 例如“由于移民在开始时生

活多无着落， 故得到政府在当地设立之农场和林场帮

助不少， 且与部队按夥子种地， 因此就大大地密切了

军民关系， 如今军民相处， 基为融洽。”在报道政府帮

助移民的事例时， 《解放日报》 大量运用了采访对象

的直接话语， 增加了采访事例的真实性。 例如， 在报

道合作社优先给移民发放农贷时， 强调了移民对优待

政策的反应： “由政府发放农贷帮助难民生产， 是我

们以前在外面从来没有过的。”“这里的政府帮助老百

姓生产， 谁不积极参加生产； 就对不住政府的好意。”

又如， 前文所述的移民刘喜在报道中称： “我从河南

起身， 一心就想来边区的， 这地方实在太好了”； 移

民劳动英雄郝福在来边区之前日子十分拮据， 来到边

区后， 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丰衣足食， 还被评为劳

动英雄， 他在报道中说： “这些都是革命给我的， 帮

助人也不算啥， 只要多在地里下功夫， 自己的光景就

会好起来， 公家的困难也解决了”； 盐池移民赵福自

来到边区后辛勤劳作， “每天五更起床耕地， 完工后

即去野地挖白草喂牛”， 不仅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还

被边区政府评为了劳动模范； 黄花洼的移民周射鸿受

政府资助一百五十元， 买了两把锄头上山开荒， 他在

报道中说： “在前方打不了鬼子， 到后方生产也好”，

还称应积极响应政府的征粮号召， 他认为“这是 ‘鱼

帮水， 水帮鱼’ 的道理”。 《解放日报》 通过这种方

式报道移民优待政策， 能够引导、 教育移民群体， 并

且善于从真实事例出发、 从移民自身角度出发， 更易

引发移民共情， 让“鱼水互助”的情谊得到更广泛的

传播。

　 三、 学习号召： 创设移民向模范学习的

情境

　 　 《解放日报》 在报道劳动英雄时， 着重聚焦他

们的移民身份。 到边区前缺衣少食， 来边区以后， 通

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丰衣足食， 这是 《解放日报》 报

道移民模范时常用的对比叙事手法。 例如， 劳动英雄

马丕恩、 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通过自己的努力， 从来

延安之前的穷困， 到一年后除新置衣物外还有细粮九

石， 牛、 猪若干； 又如， 一些移民在政策的号召下通

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自给自足， 报道 《新正二区移民

英雄何富全， 秋收打粮册二石， 够全家七口人一年半

吃用》， 介绍了新正二区的移民何富全自四年前来到

延安， 靠自己的努力垦荒七十亩， 实现了脱贫致富。

《解放日报》 报道的移民劳动英雄故事大多相似， 都

是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靠自己的努力， 从贫困转变为

殷实。 有的报道事例还加入了衣锦还乡并宣传移民区

的传奇色彩， 例如， 在报道 《绥德汪丕应请抗大宣传

队， 将去年下南路移民发展情形， 编成秧歌向群众宣

传》 中， 移民劳动英雄汪丕应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实

现了自给自足， 并主动承担起向群众宣传边区新生活

的工作。 《解放日报》 采用这种方式报道劳动英雄，

既有利于群众信服， 又提升了英雄事迹的传播力。

除劳动英雄外， 《解放日报》 还将发动群众迁至

边区的移民组织者称为“移民英雄”， 而这些移民英

雄往往也是拥护边区政策的模范。 例如， 移民英雄冯

云鹏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 还积极拥护边区

政策， 组织移民乡成立劳动互助小组， 并在运动中

“苦口规劝破坏分子， 使四乡新户中的防奸运动， 得

到了最大的胜利”； 又如， 移民英雄汪丕应在绥德县

四十里铺组织了二百二十九位移民南下互助开荒， 他

作为整个移民团体的组织者， 不仅领导移民制定好当

年的集体互助生产计划， 还设立了四个分队组织，

“由于汪丕应移民有功， 专署决定奖他大耕牛一头”。

从 《解放日报》 的报道方式和报道事例的选择上可

以看出， 相较于劳动英雄， 移民英雄的称号不仅限于

表彰个人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 也包含在边区政策引

导下努力生产的劳动学习对象、 拥护边区政策的模

范， 还包含组织与号召移民的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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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 年末， 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议上指出，

《解放日报》 等报纸应大力提倡向劳动模范学习式的

生产运动， 并由此产生更多的劳动模范， 通过有目的

性地寻找与树立模范， 引发大范围的学习运动。 劳动

英雄和移民模范作为一种被创造的媒介符号， 通过

《解放日报》 所号召的学习仪式， 能够使移民群体自

发认同他们所传达的意识形态。 “个人颂扬自己的角

色， 实现自己的价值， 完全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传统

的新化身。” ［７］在颂扬模范的过程中， 《解放日报》 发

挥了设置议程的作用， 通过聚焦劳动英雄的移民身

份， 并将他们移民前后的生活进行对比， 展现了他们

进入边区后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解放日报》 并非

单纯聚焦英雄模范的劳动技术和农业产量， 而是将劳

动标准与政治标准相结合， 比起“如何劳动”， 《解放

日报》 中关于移民劳动模范的报道更侧重于宣传“为

谁劳动”。

四、 结语与讨论

做好移民的团结工作具有深远意义， 一方面， 可

以帮助移民自力更生， 走出贫困； 另一方面， 能为整

个边区增加劳动力。 在严峻的战争局势以及战斗和生

产人员不足的形势下， 移民的加入大大推动了边区的

经济建设， 也为抗战提供了物资上的支持。 《解放日

报》 的报道建构了移民群体的形象， 为移民形成有力

的组织提供了蓝图； 通过教育移民、 号召移民向劳动

模范学习等方式， 使移民群体自发地认同边区政府，

让移民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

红军的胜利是因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在他们区域

内的全体人民中， 造成了一种磐石般的团结” ［８］， 这

种团结自然包括移民群体。 从 《解放日报》 的报道

中， 移民群体认识到自己是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摆脱

了贫困， 他们也在教育中对自身的边区建设者身份产

生了认同， 从而自觉拥护边区政策， 成为了“打仗军

队”背后的“劳动军队”。

《解放日报》 认为， 要做到真正组织群众， “必

须深入农村， 进行广泛的宣传， 利用实际生动的例子

去向农民揭示”。 “报纸不单反映现实， 还要指导现

实、 组织运动， 指导一定工作。” ［９］ 在移民“落地”的

过程中， 《解放日报》 不仅在移民区的建设和发展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更强调移民群体在边区的政治意

义， 教育和引导移民从心理上认同边区， 使移民真正

组织起来， 成为了拥护边区抗战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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