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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提 出 关 于 对
外传播的几点原则

1、用事实说话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周 恩 来 总 理 同 宋 庆 龄
商 议 ， 由 宋 庆 龄 领 导
的 中 国 福 利 会 创 办 一
份 对 外 宣 传 的 英 文 期
刊 ， 宋 庆 龄 定 名 为 《
中 国 建 设 》 ， 并 指 定
金仲华担任负责人。

国 务 院 港 澳 办
原 主 任 鲁 平 早 年 曾 在
《 中 国 建 设 》 工 作 ，
他 撰 文 回 忆 金 仲 华 时
说 ： “ 他 一 再 强 调 要
认 真 贯 彻 中 央 对 杂 志
的 既 定 方 针 ： 作 为 宋
庆 龄 办 的 一 本 民 间 刊
物 ， 既 要 有 高 度 的 政
治 性 ， 又 要 有 高 度 的
艺 术 性 ， 要 寓 政 治 于
艺 术 ， 用 事 实 来 说
话 ， 要 做 到 有 的 放
矢 ， 内 外 有 别 。 他 这
些 话 虽 不 多 ， 但 对 当
时 处 于 复 杂 环 境 下 的
《 中 国 建 设 》 如 何 正
确 体 现 党 的 政 策 ， 指
明 了 方 向 ， 使 我 们 做
具 体 工 作 的 人 有 所 依
循。”

金 仲 华 为 协 助
宋 庆 龄 办 好 《 中 国 建
设 》 倾 注 了 许 多 心
血 ， 毛 主 席 1 9 5 8 年 在
武 汉 看 了 这 份 杂 志 后
说 ： “ 《 中 国 建 设 》
用 事 实 说 话 ， 对 外 宣
传就应该这样做。”

金 仲 华 不 仅 在 筹
办 《 中 国 建 设 》 时 坚
持 “ 用 事 实 说 话 ” 的
原 则 ， 他 对 中 新 社 的
工 作 也 提 出 了 同 样 的
要求。

他 说 ： “ 最 好 的
宣 传 ， 是 使 人 看 不 出
在 宣 传 ； 看 得 出 是 在
宣 传 的 ， 是 最 不 好 的
宣 传 。 新 闻 工 作 是 一
种 艺 术 ， 它 通 过 事 实
讲 话 ， 而 不 是 跟 人 家
针 锋 相 对 开 辩 论 会 ，
也 不 是 板 起 面 孔 宣
传 。 对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的 读 者 进 行 宣 传 ， 更
要 注 意 。 ” “ 报 道 时
要 多 讲 事 实 ， 要 有 故
事 性 ， 要 多 一 点 人 物
的 活 动 ， 有 时 可 用 第
一 人 称 ， 要 能 引 人 入
胜。”

2 、 重 视 受 众 需

要，有的放矢做好对
外传播

金 仲 华 指 出 ， 中
新 社 作 为 服 务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 港 澳 台 同 胞
的 通 讯 社 ， 只 有 向 境
外 媒 体 提 供 的 稿 件 被
接 受 了 ， 才 能 达 到 对
外 宣 传 中 国 的 目 的 。
中 新 社 的 稿 件 是 通 过
华 侨 办 的 报 纸 和 读 者
见 面 的 ， 华 侨 报 纸 不
是 党 报 ， 不 是 大 使 馆
公 报 ， 它 是 华 侨 群 众
办 报 关 心 自 己 的 事
情。

金 仲 华 很 了 解
华 侨 ， 要 求 中 新 社 对
外 发 稿 不 能 照 搬 国 内
的 一 套 。 他 说 ： “ 要
根 据 不 同 地 区 ， 不 同
环 境 ， 不 同 对 象 的 具
体 情 况 来 决 定 新 闻 报
道 的 方 式 。 这 需 要 有
高 度 的 技 巧 — — 要
稳 ， 要 灵 活 ， 要 避 免
主 观 。 因 此 要 研 究
各 个 具 体 问 题 的 宣 传
方 法 ， 要 多 分 析 、 研
究 各 侨 居 地 的 特 点 、
政 治 气 候 以 及 各 具 体
侨 报 的 态 度 和 读 者 反
映。”

他 还 强 调 ： “ 要
记 得 ： 稿 件 登 不 登 是
人 家 决 定 的 ， 切 不 要
以 主 观 愿 望 代 替 客 观
现实。”

3、报道面“宽，
宽些，再宽些”

金 仲 华 要 求 中 新
社 参 考 上 海 《 新 民 晚
报 》 提 出 的 “ 短 ， 短
些 ， 再 短 些 ” “ 软 ，
软 些 ， 再 软 些 ” “
宽 ， 宽 些 ， 再 宽 些 ”
（ 报 道 面 宽 ） 。 关
于 文 风 方 面 的 “ 短
些 ” “ 软 些 ” 上 文 已
有 叙 述 ， 下 面 介 绍 中
新 社 早 期 按 照 金 仲 华
要 求 拓 宽 报 道 面 的 探
索：

上 世 纪 五 六 十 年
代 ， 中 新 社 曾 发 过 《
郭 琳 爽 种 月 季 花 》 （
郭 琳 爽 是 原 上 海 著 名
百 货 店 永 安 公 司 总 经
理 ） 、 《 我 的 丈 夫 ，
我 的 蜜 月 》 （ 著 名 越
剧 演 员 范 瑞 娟 写 她 跟
丈 夫 的 新 婚 生 活 ） 等
稿 件 ， 此 类 稿 件 在 海
外 颇 受 欢 迎 ， 但 在 国
内 却 遭 到 非 议 ， 特 别

是 《 我 的 丈 夫 ， 我 的
蜜 月 》 被 指 责 为 “ 黄
色 文 章 ” ， 使 中 新 社
受到很大压力。

《 我 的 丈 夫 ，
我 的 蜜 月 》 引 发 的 争
论 持 续 一 段 时 间 后 逐
渐 停 止 ， 这 篇 文 章 的
组 稿 人 杨 煦 后 来 回
忆 ， 原 来 ， 在 那 场 争
论 开 始 后 ， 毛 泽 东 主
席 到 杭 州 出 席 一 个 会
议 ， 有 人 同 他 谈 到 关
于 《 我 的 丈 夫 ， 我 的
蜜 月 》 的 争 论 ， 他 看
了 该 文 后 说 ： “ 报
纸 上 不 能 天 天 登 ‘ 上
甘 岭 ’ ， 也 不 能 天 天
登 ‘ 我 的 丈 夫 ， 我 的
蜜 月 ’ ， 我 看 它 还 不
能算黄色文章吧！” 

不 久 时 任 中 新 社
总 编 辑 张 帆 将 争 论 的
经 过 告 诉 了 金 社 长 ，
金 仲 华 会 心 一 笑 ，
说 ： “ 这 样 的 文 章 有
生 活 ， 有 思 想 ， 本 来
就 是 一 篇 好 文 章 嘛 ！
我 们 中 新 社 不 必 再 有
什么顾虑。”

金 仲 华 先 生 在
新 闻 工 作 中 可 供 我 们
学 习 的 优 良 作 风 还 有
很 多 ， 如 数 十 年 如 一
日 坚 持 收 集 整 理 报 刊
资 料 、 团 结 同 事 和 进
步 知 识 分 子 、 热 情 为
读 者 服 务 等 等 ， 本 文
限 于 篇 幅 无 法 逐 一 列
举 。 鉴 往 知 来 ， 在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愈 加
重 要 的 当 下 ， 回 顾 金
先 生 这 些 珍 贵 的 思 想
足 迹 ， 或 许 对 我 们 走
好 当 下 的 路 有 所 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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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首任社长金仲华：(下)
  70年前提出的新闻理念就很“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