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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凯丰宣传思想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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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凯丰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宣传家，他的宣传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

放战争时期对发动和组织全国各界人士参与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凯丰同志的宣传思想也

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不断地发展、成熟起来的。以时间顺序对凯丰同志宣传思想形成过程进行梳理，

具体阐述了其宣传思想在萌芽、发展和成熟等各个时期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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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江西萍乡人，原名何克全，生于 1906 年

2 月 2 日。凯丰同志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和共青团的工

作，他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1955 年 3

月 23 日凯丰同志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革命事

业，享年 49 岁。 

在凯丰同志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宣传思想

也是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步形成、发展和

成熟的。 

一、萌芽时期（1925 年——1930 年） 

凯丰宣传思想的萌芽时期正好是第一次国内革

命晚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前期。这个时期，中华民

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乱频发，军阀割据。国

共两党的关系也极为敏感。这段时期内，凯丰不断

学习、不断进步。他初步了解了宣传工作的重要作

用，并且获得了一定宣传经验。 

（一）求学于国内外，拓展宣传思想 

1925 年凯丰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共第一

次合作、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各种催人奋进的组

织形式和斗争方式都极大地鼓舞和推动着凯丰前进

的步伐，在学校里他找到了一些关于马列主义和思

想比较进步的书刊，认真研读分析，觉得豁然开朗，

很快就意识到为人民群众的幸福而战斗正是自己毕

生的理想与追求。他担任校刊的主编，对当时的进

步刊物有着极大的兴趣，此时的凯丰有了宣传社会

主义概念的朦胧意识，他曾在给鲁迅的信件中写道：

“因为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

兽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

书，就像从前“有图书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

当时‘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

手心”一样。”
[1](P25)

凯丰用文字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

支持，更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宣传。 

1927 年 3 月，凯丰加中国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之后凯丰担任武昌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共青

团武昌山前区区委员。1927 年底凯丰远赴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1928 年 7 月 15 日至 21 日，在莫斯科

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

会根据中共六大对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形势的

估计和党所制定的新策略，确定共青团的基本任务

是，争取团结广大劳动青年，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

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2]

。经过在团支部的工作经历和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凯丰大大地拓宽了自己的

宣传视野，磨练的自己的革命意志，使自己的理论

系统层次有了长足的进步，为自己的思想宣传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二）宣传组织学生、组建农会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国

民党新右派率先站出来反共，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

打压共产党，而且在政治立场上与共产党争夺宣传

阵地。凯丰得知陈启天到武汉高校师生进行鼓动宣

传，他立即召集学生队伍，将其赶出会场，凯丰又

积极组织民众的力量加以利用社会舆论，成功地解

救了被捕的学生。大学后第一年的暑假，为了配合

北伐军顺利进驻萍乡，凯丰一回到家乡就马上积极

组织筹建农民协会工作，亲自到夜校和田间地头做

宣传动员工作。在凯丰的坚持和努力下，萍乡第一

个乡农会建立起来了，凯丰亲自担任农会宣传干事。

在他的带领下，萍乡的农会组织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不断促进农会壮大。凯丰能够把自己的宣传思想与

理论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发展时期（1931 年——1936 年） 

随着国民革命的不断进步，党在宣传思想和宣传

方式上也要有所发展、有所进步，以适应新形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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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抗日情绪极

度高涨，尤其是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

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地播下革命的火种。经过宣

传思想萌芽阶段后，凯丰在这一时期内的宣传思想

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一）分析工人运动，宣传下层统一战线 

1930 年秋，凯丰回国，同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31 年初，作为团中央的巡视员凯丰被派往香

港视察两广团的工作。同年三月，他出席了在上海

举行的中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届四中全会，会上凯

丰被增补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当时的工人斗

争是经常发生在国外资本家开设的工厂里，工人的

反帝情绪也比较高涨。然而这个时候问题也随之而

来，由于工人运动中没有一个核心的独立领导组织。

1931 年 12 月 17 日在《解放周报》上凯丰分析指出，

斗争的深入和反革命各派的积极活动，使我们的领

导同志如坐入无舵之舟，驶入海洋，起了飓风，接

着又是浪涛汹涌，使我们同志把握不住，应取的方

针
[3](P1)

。凯丰同志分析和总结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

因，由于当时的单纯的要“执行”“下一层统一战线”，

曲解了下层统一战线而放弃了单独的政治领导，让

资本家、地主、绅士利用了这一机会，而致使工人

群众对领导丧失了信心。因此凯丰提出：加强党和

支部的活动，由个别同志的领导成为支部的领导。

立刻在支部会上讨论对这斗争的工作，省委和区委

加紧这一支部的领导；马上设法成立群众斗争的领

导机关，尽可能由群众大会产生，如因环境问题不

能召集群众大会，也须由有群众拥护的群众代表大

会产生
[4](P8)

。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解决了领导权的问

题，又解决了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 

（二）宣传同平均主义做斗争的思想 

凯丰在领导人民群众和思想宣传过程中他很早

就提出：对于具体领导的最凶恶的敌人这就是平均

主义，有些人不知道每个问题的特殊性，不知道每

个人群中的每人的需要，这就是“还有许多人把劳

动群众看作一群人因为人们不会在每个集体中找到

和肯定活泼的人，个别劳动的需要，这样的平均主

义是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之最恶劣的形式”
[5](P136)

。平

均主义不但给具体领导带来了一定的麻烦，而且也

打消了群众运动的积极性。凯丰极其反对党内的贪

污腐化和铺张浪费，并且深刻地指出这是民众的敌

人，凯丰还引用了斯大林的话，“公共财产就是苏维

埃制度的基础，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那些想

谋害公共财产的人应当视为民众的敌人”。 

凯丰在纠正错误思想、统一党内思想的基础上，

切合实际地开展推动了群众斗争，为发展壮大群众

势力作出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三）宣传学生重要作用，重视后备力量 

作为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长，凯丰特别关注青

年学生的运动。1932 年 8 月 10 日在《红旗周报》第

47 期上，凯丰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学生运动的状

况与团的任务》的文章，比较分析了苏联学生与中

国学生之间所处的各种差异性，指出中国苏维埃和

红军的胜利，工农革命的开展，不得不以极大的刺

激，推动着劳苦阶层的学生一天天走上革命化，为

着危机中革命出路而斗争。这篇文章的发表，激起

了广大青少年对国民党政府发动统治的愤恨，激发

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向往。

1935 年，凯丰被选为少共国际委员。为了彻底粉碎

敌人的四次“围剿”，直接与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

就必须尽快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伟

大任务。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最近期间内就须动

员一团模范少队到前方去配合红军作战，准备将来

争取到加入少共国际师
[6](P39)

。不到 3个月的时间里，

中央苏区 1万多名青少年踊跃报名。 

看到在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少先队的积极作

用，凯丰又立即提出了把少先队变为红军的后备军，

要使每个少队都时刻准备着加入红军、赶赴前线。

同时要他们特别是模范少队在军事和政治上也要时

刻准备着。在这一次扩大红军的突击中：我们看到

少先队对于党和军事机关的号召，的确是时刻准备

着武装上前线，在一声号召之下就将自己的队伍送

给红军。少队的积极性和政治觉悟，是极大的沸腾

和增长著
[7](P72)

！ 

凯丰除了在武装斗争方面重视对广大青少年、

少先队的宣传组织之外，还在其他方面对他们寄予

厚望。在发展国民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方面他亦

指出：青年团应该成为提高劳动纪律与反苏维埃害

虫的尖兵，在机关中在企业中及在一切生产中都是

要“顽强的提高劳动纪律以及提高劳动纪律与生产

力之增长而斗争的文化形式，这是对于提高国民经

济，巩固苏维埃有特殊的重大意义”（列宁）
[8](P144)

。 

三、成熟时期（1937 年——1952 年） 

经过了萌芽、发展两个时期，凯丰的宣传思想随

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已经开始成熟起来。这个时

期正好是中国社会经历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1937 年 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任

命凯丰为中国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抗战前夜，民族

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对于党的宣传工作来

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的宣传任务。凯

丰顺应时势的变化，把握住了正确的宣传方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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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自抗战开始凯丰的宣

传思想转入了成熟时期。 

（一）积极宣传青年责任，督促青年学习成长 

凯丰在谈到青年学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与作用时说：“中国青年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动中，

常是演着极重大的作用，常是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向

前发展的力量，常是用自己新鲜的血液不断的灌输

到中国社会的机体内去”
[9](P98)

。所以在凯丰的思想

观念里，青年们肩负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重担、

肩负着民族解放的责任、肩负着传递无产阶级革命

思想的使命。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凯丰对青年的

作用和地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三年多的抗战

中，已经表现了伟大和力量，在前方参加军队工作，

在后方参加救亡工作，在敌后坚持反日斗争”
[10](P119)

。

而且他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实际历史背景具体提出

了中国青年的两个伟大光荣的任务：在国际方面是

与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斗

争，求得人类解放，在国内方面是与全国大多数人

民一道进行反对日寇反对汉奸反对投降派的斗争，

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求得中国人民的解放
[11]

。要

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须要我们青年自身力量的团

结，自我教育的加强，与全国人民整齐步伐，到军

队中去，到民众中去，参加到抗战工作的各方面中

去，驱逐日寇出中国。将来的一切都是属于青年人

的
[12](P107)

。 

在积极宣传肯定青年的责任、地位和作用的同

时，凯丰还致力于加强青年文化教育的宣传。他在

《青年的学习问题》一文中，详细的分析了为什么

青年应当学习？青年应当学习什么?青年应该怎样

学习？从学习的目的、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式等

方面对青年的学习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和指导。而且

在这篇文章中，凯丰突出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青年学习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学习马列主义原

理方面，凯丰亦明确地提出“学习革命理论，学习

马列主义，完全不是熟读马列主义书籍内一切公式

和结论，而是学会它的实质，它的精神，它的方法，

以便在不同的条件下，在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

时运用这个理论。学习革命的理论，就是要创造性

地学习，根据新的环境、新的经验，丰富这个理论，

善于发展这个理论，并把它推向前进”
[13](P133)

。由此

看出，虽然处在抗日战争的动荡时期，凯丰在对青

年的学习、督促青年的教育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停

歇过，注重理论与契合实际。 

（二）重视宣传民族精神的作用，动员全民参战 

凯丰充分肯定宣传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提出发扬民族精神是抗战宣传工作的中心内容。

因为中国的抗战是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自卫战争，

要争取抗战的胜利，达到独立自由的幸福中国，必

须唤起全国人民都起来参加抗战，要动员他们参加

抗战必须提高民族的觉醒，提高民族的信心，坚固

民族的团结。唯有民族觉醒的提高，才能使全国人

民热烈地参加抗战；唯有民族信心的提高，才能使

全国人民相信自己奋斗事业的前途；唯有民族团结

的坚固，才能使我们最后战胜日寇侵略者
[14](P230)

。如

何民族精神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用民族解放的

思想来教育全国的人民。要在宣传工作中利用好团

体、机关、报刊的作用，使民主的权利在广大人民

群众中得到实现，使宣传工作能够起到动员民众、

组织民众、团结民众的功效。 

处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是受帝国主义

侵略的直接受害者，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凯丰从

中国社会实际分析了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突出作

用。作为坚持持久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

之一，就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有四万万

五千人口。这个巨大力量的团结，正是中国人民之

所以成为不可战胜的基本保证
[15](P240)

。国家的前途，

民族的命运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抗战的利益是

与全民族全国人民的利益相结合，而且抗战的利益

是全民族全国人民当前的最高利益
 [16](P270)

。为了彻底

宣传和贯彻全面抗战的政策，凯丰提出了一系列全

民总动员的方针，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意识到

自身的重要作用，在被动员的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尊

重和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继而转化成他们参加革

命行动的动力。 

（三）著书编译，加强抗战与马列主义的宣传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加

注重和加强了理论宣传教育工作，1937 年 9 月 10 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宣传教育

工作
[17]

。1938 年 1 月 4 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议，会议讨论党校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

中国革命问题的课程，党校高级班和低级班对从辛

亥革命讲起。在会上他还提出建立军委总政治部工

作的问题，要求首先建立组织部和宣传部，宣传部

工作的第一步是编印士兵教科书和干部读本
[18]

。张

闻天发言并宣布中央决定各门课程研究室指导人，

由凯丰指导马列主义部分。1938 年 6 月凯丰编著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在书中凯丰具体分析了

中国地理、历史、人口、文明、资源等多方面的状

况，进而说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及过

程。在本书中他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对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问题进行宣传，总结抗战的经验教训，提出

抗战的具体宣传策略。要求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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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让全国人民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亡图

存最好的道路
[19]

。 

1941 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发言说：

“同意毛主席意见。中国革命的理论赶不上实际的

发展。”“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人能够写一本马列主

义中国化的书。中国有许多荒地值得我们去开垦。

我们要动员用马列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

问题”。
[20]

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凯丰、任弼时、王稼

祥等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其实在此次会议之前，

凯丰就曾亲笔翻译过《什么是列宁主义（第一分册）、

（第二分册）、（第三分册）、（第七分册）、（第八分

册）》。1942 年 9 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凯丰

同志负责筹组中央编译局，翻译了一批马列著作，

适应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而且在该

系列译著的前言里，凯丰明确地声明了编写此书的

目的：编写本书之目的，是为要给我国有志研究列

宁主义者以非常急需的最低限度参考材料。因为《列

宁选集》，《马恩选集》尚未全部译成中文以前，这

种参考材料，对于中国同志及同胞有志研究列宁主

义者是有不少的帮助
[21](P1)

。虽然这些理论资料比较

早就在苏联出版发行了，但是对于当时所能从外界

获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源少之又少的中国共

产党来说，凯丰翻译的关于列宁主义的文献就是一

场及时雨，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鲜的

血液和新的理论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巩固和加强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四）提倡政治宣传与生产结合，壮大国有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步恢复与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购买力也有所提升，

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促使国内工业市场

空前扩大。为了更好地在新形势下开展宣传工作。

凯丰认为，在以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之下，在国营

厂内进行对工人群众的生产技术的宣传应当认为是

对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手段之一。推

广先进经验和进行生产技术宣传，其主要内容:第

一，使工人生产技术提高，提高工人和技术人员的

积极性，动员他们完成和超越国家生产计划。第二，

提高工人对劳动纪律的自觉性，爱护国家财产，遵

守劳动纪律和操作规程。第三，广泛地推进先进经

验，广泛地进行技术知识教育，工会应当吸取技术

人积极参加，帮助先进工作者和发明创造者，更加

密切生产工人与工程科学人员的团结
[22](P14)

。 

在私人商业侵占国有商业的态势愈演愈烈的情

况下，为了确保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1952

年 2 月 4 日，凯丰在沈阳市国营贸易企业公司的共

产党、青年团员及该公司股长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中明晰了该现象产生的根源：一是由于国营商店数

量少，满足不了民众的正常购买空间；二是有同志

存在国营商业多了会挤垮私人商业的错误思想。对

此凯丰倡导：“只有壮大国营商业才能使国营经济在

市场上占领导力量，在市场上起领导作用。”“我们

今天并不反对私商，允许在国家法令范围内在国家

经济领导下进行正当的营业和获得正当的利润，如

果是违法的破坏共同纲领的那就要加以反对”
[23](P24)

。 

凯丰宣传思想的形成过程，从客观方面来讲是

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前进发展的过程，它随着中华民

族对外侵略的抗争和对内反动势力的斗争以及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建设逐步成长起来的。从主观方面来

讲是凯丰从学习、吸收和借鉴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宣

传思想理论到有了自己独立的宣传思想和宣传著作

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凯丰的宣传思想已达到了一个

新高，已经成熟独立，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

都有所涉猎，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宣传体系。他的宣

传思想不但在当时具有指导和引领的作用，而且对

当今宣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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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ifeng is a very good propagandist, His propaganda ideology ha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especiall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liberation war period to mobilize and organize the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Kaifeng’s propaganda ideology is established 

and mature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 In chronological order, this paper sorts out Kaifeng’s 

propaganda thought forming process, elaborates its propaganda thought in the germination,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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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hktin’s theory “polyphony”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ssues concerned by structuralism novelist. 
Doris Lessing's the Golden Notebook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polyp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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