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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报刊中国民政府想象 

——以《老百姓报》为例 

王子聪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抗战初期，由左派陕西知识分子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由于其通俗化的特征，在民

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老百姓报》进行文本精读，揭示在抗战初期，《老百姓报》如何

建构读者对国民政府的想象。具有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一方面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构建出“国

共合作”的理念以团结民众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身的群众立场，该报面对国民政府军、国

民政府高层、国民政府基层的已有的真实面相，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意识地采取了灵活的想

象的构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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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雷蒙·威廉斯

（Raymond Henry Williams）说：“在大多数的描述

和分析之中，文化和社会在习惯上总被表达成过去

时态……而不是尚在产生和形成中的过程”
[1]
。雷

蒙·威廉斯先生看来，文化、观念、意识等因素，

应该被看成一个在运动中不断形成不断建构的过

程，而不是一个被预设为已经完成的“过去时态”。

20 世纪 6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逐步兴起并得到广泛

认同。这一流派认为，文化会在和社会现实不断的

互动中被不断地重塑
[2]
。 

抗日战争的研究同样可以借鉴这些观点。抗战

爆发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国共

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等理

念，在我们今日看来已经是一个先验地承认的共识，

在抗战的具体的时空情境里，未必是一经提出便被

广大民众直接接受的。这些理念需要精英们不断宣

传，更需要在民众意识层面不断建构。 

本文选择了陕西地方知识分子李敷仁及其创办

的《老百姓报》为研究对象，以抗战初期的该报中

的国民政府的形象为切入点研究。通过对《老百姓

报》的具体的文本研究，了解在抗战初期，陕西的

左派地方知识分子李敷仁，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

如何利用报纸这一宣传平台，通过国民政府的想象

的建构，在其读者心目中建构“国共合作”的理念。 

本文所指的抗战初期指代抗日战争的防御阶

段，即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至 1938年 10月

武汉失陷的时段。《老百姓报》的材料来自陕西省博

物馆馆藏数字资料，在这一时段仅有 1938年 3月至

10月的材料，故本文并没有涉及到比 1938年 3月更

早的文本。 

一、深受民众喜爱的《老百姓报》 

《老百姓报》是由陕西的著名知识分子李敷仁、

武伯纶、郑伯奇等数位爱国民主知识分子，于 1937 

年 11 月 12 日创立的。这份报纸以普通民众为主要

服务对象，主要目的是通过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

国来为抗战服务，其主要内容是抗战大事的介绍、

时事评论、介绍抗战名人等等。最早的《老百姓》

是旬刊即每 10 日出版，后改为周刊每周出版一次。

《老百姓报》在 1940 年 2 月 15 日被国民党当局查

封，共出版 113期，历时将近 2年半。 

和抗战初期的陕西国统区的其他报纸相比，《老

百姓报》有如下三个突出的特点：左派性质、通俗

化并贴近大众、社会影响特别巨大。 

首先，《老百姓报》是具有相对浓厚的左派性质

的报纸。 

在《老百姓报》创刊之前，创刊者李敷仁，一

直对共产党及其主张抱有好感，并最终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李敷仁 1899年出生于陕西咸阳的贫苦人家。他

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示赞同，并在新闻、

教育行业的工作中对共产党的追求民主、深入大众

的主张进行长期的实践。创刊者的左派的人生经历，

使得《老百姓报》从创刊之日起，就打上了左派的

烙印。尽管《老百姓报》并没有受到延安的直接领

导，但是他却有着亲共产党报纸的性质
[3]
。 

其次，《老百姓报》注重通俗化并贴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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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敷仁认为，《老百姓报》要 “交给人民, 成为

人民的报纸，说老百姓的心里话，把抗战的大事、政

府的法令，具体简单地告诉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疾苦，

也秉笔直书地写出来，使政府能经常地‘洞悉民隐’”。 

《老百姓报》的文章标题里，可以经常看到“瞎

瞎联保主任”、“贼保长”等充满陕西本地方言色彩

的词语。同时，报纸也采用了“三字经”、“秧歌”、

“秦腔”等民众熟悉的语言形式进行报道
[4]
。 

《老百姓报》的社会影响十分巨大。 

《老百姓》报在民众之间的影响非常巨大，销

售总量超过 100万份，甚至深入了远离城市的乡村。

抗战时期，我国农民识字率非常低，但是，农民们

邀请当地的小学教员等知识分子，来为他们朗读《老

百姓报》，该报对农民的影响可见一斑
[5]
。 

《老百姓报》深入民众并影响巨大的特点，使

得它成为研究陕西地方知识分子如何建构国民政府

形象，宣传国共合作理念的绝佳切入点。 

二、军事新闻与国民政府军形象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军事行动成为国内一切事

务的中心，新闻报道也不例外。《老百姓》报的报道

的重心就放在了军事新闻。 

1937 年 7 月到 1938 年 10 月的抗日战争的防御

阶段的实际情况是，尽管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

抗，但是中国军队依然遭遇了数次失利，丢失了北

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损失了数

十万的军队。而国民政府军内部派系之间矛盾重重，

嫡系和非嫡系，嫡系内部和非嫡系内部之间并未完

全团结在一起。 

而在《老百姓报》的军事报道中，国民政府的形

象是以正面的、坚持抗战的形象出现。对国民政府的

抗战方略、军队的英勇善战、高层将领的英明指挥，

进行详细的宣传和报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报道

中，《老百姓报》并未对国共军队进行党派的区分。 

在《十日时事座谈》
①
中，《老百姓报》介绍了

在山西南部的战事，并且提醒陕西的读者随着山西

告急陕西也将受到威胁，号召陕西民众团结起来共

同抗战。为了团结民众抗战，《老百姓报》同时介绍

了国民政府的抗战方略，强调保卫陕西就是保卫汉

中、四川的西南大后方，号召民众拥护国民政府制

定的军事战略。 

《最近的军事》
②
一文中，《老百姓报》继续宣

传报道在 4 月份取得的台儿庄大捷。于此同时，为

了增强读者抗战的信息，在报道里强调中国有着数

十万英勇善战的正规军和规模更大的游击队，暗示

日本侵略者已经陷入中国军民的包围之中。 

同时，对于国民政府高层将领《老百姓报》更

是开辟专栏进行报道。如《名人传记——李宗仁将

军》
③
，《名人传记——白崇禧将军》

④
等等。在这些

报道中，除去介绍被报道人的人生经历之外，常报

道他们指挥有方、英雄善战的作风。对于李宗仁和

白崇禧，《老百姓报》更是称赞他们为当代“李白”。 

对于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老百姓报》则采取

了灵活的报道方式。如对徐州会战失利的报道，《老

百姓报》则着重建构了李宗仁将军的爱国形象，以

《李宗仁泣别徐州府》
⑤
进行报道。对于武汉会战和

广州战役的失利，《老百姓报》则以《定妙计退出大

武汉，没地势何必死守广州城》
⑥
的报道进行介绍。

而对于中国军队的成功，《老百姓报》则不遗余力地

进行宣传和称赞，如介绍徐州会战失利的同期，《老

百姓报》还报道了中国空军成功在敌占区散发传单

《告日本军民书》的情况。 

《老百姓报》作为左派报纸，不仅没有因为抗

战初期的失利、国民政府军自身不足而对国民政府

军进行负面的形象建构。相反，为保持民众对抗战

的信心，呼吁民众为抗日战争服务，《老百姓报》在

军事新闻里建构起正面的中国军队形象，“国共合

作”的理念随着这一正面形象得到了宣传。 

三、政治新闻与国民政府高层形象 

在军事新闻之外，《老百姓报》的头版也对政治

新闻进行较多报道。 

在抗战初期，尽管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

同仇敌忾要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但是国民政府高

层却依然抱有国际调停的和平幻想。也正是因为蒋介

石等对国际调停的幻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抗战初期

军事作战的混乱和指挥适当。蒋介石等人实际进行的

抗战行动，同其发表的抗战言论并不完全一致
[6]
。 

尽管如此，在政治新闻之中，出于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大局，尽管《老百姓报》有着亲共产党的

性质，《老百姓报》对于国民政府高层依然采取了正

面报道的方式。 

蒋介石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唯一合法领袖。抗战

初期的《老百姓报》的报道中，对蒋介石的合法领

袖地位承认和拥护，并致力于建构蒋介石坚持抗战、

亲政爱民的正面形象。 

在《谈谈军国大事》
⑦
里，《老百姓报》介绍了

国民政府的机构的构成，如国民政府下辖五院等等。

在介绍完国民政府的构成之后，报道明确着重强调

了蒋介石是“最高领袖”，号召读者拥护蒋介石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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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地位。 

在《十日内政》
⑧
里，着重报道了蒋介石纪念抗

日战争一周年的行动，展示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 

《七天军国大事》
⑨
报道里，蒋介石的想象建构

转向了亲政爱民。这篇报道里，报道了蒋介石要求

国民政府全体人员禁止腐败和浪费行为，对国民政

府的官员腐败、奢侈、浪费进行严厉谴责。 

与此同时，对于国民政府其他高层，诸如第一

夫人宋美龄、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等都有正面的报道。 

在《拥护蒋主席的三干主义》
⑩
里，报纸介绍了

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施政方针。报道将蒋

鼎文建构为一个重视陕西政务，重视实干的出色的

陕西领导人的想象。 

蒋鼎文为蒋介石亲信，在主政陕西期间，实际

作为很少，却善于敛财，在抗日期间经营地下钱庄

等事业，获利颇丰。所以历来对蒋鼎文主政陕西的

评价并不高
[7]
。《老百姓报》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大局，对蒋鼎文的形象进行了正面的建构。 

总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高层在《老百姓

报》中的形象多为正面想象。他们大多以坚持抗日、

勤于政务的形象被建构出来。 

四、社会新闻与国民政府基层人员形象 

当读者阅读的目光来到第二版，读者就会发现

老百姓报的第二版是一个和第一版不太一样的新闻

世界。第二版以陕西本地的社会新闻，大多反应了

陕西本地的社会生活。此外，在这一版面里，《老百

姓报》还会介绍一些军事技巧，进行科学讲座，推

广国语等等。第二版带着鲜明的陕西本地特色。 

在这一部分，经常出现着“保长”、“联保主任”

等和陕西民众生活息息相关，陕西民众直接面对的

国民政府中下层人员。对待国民政府中下层人员，

《老百姓报》更多的从事实出发，对他们的贪污腐

败、欺压百姓的行为进行了无情揭露，建构出穷凶

极恶的反面形象。 

《怎样改善人民生活》
⑪
报道里，《老百姓报》谈

到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十分困苦。在分析中国人民

生活困苦的原因的时候，报道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

国民政府基层的腐败政治，提出中国人民困苦因为

过重的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的盘剥，提出战时公债

的摊派让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报道进一步论述

说，国民政府的战时基层治理，应该以“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原则，避免对百姓的过度剥削。报道把

国民政府的基层腐败治理看作人民困苦生活的根源。 

另一篇《一个穷娃替了财东娃》
⑫
则直接把矛头

对准了基层的保长。这篇报道讲述了一户穷苦人家

的悲惨故事。在抗战的背景下，国民政府采用摊派

的方式从乡村抽调壮丁参军，一户穷苦人家的大儿

子被拉去参军。同村的赵姓财主家也需要提供壮丁，

但是赵姓财主贿赂的当地的保长，保长则强行把穷

苦人家的小儿子也充作兵丁来顶替财主家的儿子参

军。这户穷苦人家的生活遭遇了灭顶之灾。《老百姓

报》则对基层保长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行为进

行了无情的揭露。 

总之，抗战初期，《老百姓报》报道陕西本地新

闻时，更多地反应了民众在战争年代困苦的生活，

并且认为这种困苦的生活更多的是国民政府的基层

人员的腐败造成的。通过建构出一群“贪赃枉法、

鱼肉百姓”的国民政府基层人员的形象，《老百姓报》

履行了自己“替老百姓说话”的办报宗旨。 

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

中共不仅强调国共双方的军事合作，更强调重视基

层民众、改善民众生活、动员民众参战。《老百姓报》

对国民政府基层人员的批判并建构起对于这一群体

的负面想象，和中共对于“国共合作”的理念相呼

应。《老百姓报》宣传并建构起具有中共色彩的“国

共合作”的理念 

五、结语 

《老百姓报》作为一份带有共产党性质的左派

陕西地方知识分子主编的报纸，由于其自身亲民的

特色，它在陕西民众中间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

此本文选择《老百姓报》作为研究的对象。 

尽管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国共双方发生了激烈

的较量，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国共双方的合作相对

紧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对稳固。全国军民团结

一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殊死抵抗。但是由

于中日双方实力差距悬殊，中国方面仍遭遇数次失

利，丢失了包括首都南京在内的许多重要都市。 

在这样的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老百姓报》的报

道既不能影响民众抗日的信心，更要宣传国共合作

的大局，同时又不能对民众生活中的困难视而不见。

如何建构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领域的想象，对于

李敷仁及其同仁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老百姓报》选择了非

常灵活的建构方式。 

在军事领域，尽管国民政府军节节败退，在对

日作战过程中暴露出诸多腐败和不足，但是该报仍

然拥护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对高级军事将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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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报道，对军队的抵抗大加赞赏，灵活地处理中

国方面的失利。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对中国军队并

没有做国共两党的区分。《老百姓报》建构起一个完

全能够有能力保卫中国的有力的军队形象。 

对待国民政府的高层，尽管国民政府的高层在

抗战初期的抗战决心并不十分坚定，蒋介石、蒋鼎

文等国民政府高层的真实行为同其抗战言论并不十

分吻合，该报依然选择了建构正面的想象，对蒋介

石的领袖地位进行拥护并赞颂，对包括陕西省主席

蒋鼎文在内的国民政府高层正面报道。《老百姓报》

建构起一群坚持抗日、亲政爱民的政府高层的形象。 

而面对国民政府的基层人员，尤其是“联保主

任”、“保长”等群体，《老百姓报》则选择了建构起

一个负面的形象。在报道和民众息息相关的征兵、

摊派等问题上，该报对“保长”和“联保主任”进

行痛斥，认为他们的腐败是民众困苦生活的原因。

《老百姓报》建构起一群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国

民政府基层人员的想象。 

在抗战初期的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为了使得国

共合作的理念深入民众，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

选择了建构起正面的军队和政府高层的形象。但同

时《老百姓报》也不是无原则地拥护国共合作而放

弃了的左派的群众立场，对于民众的生活中的黑暗，

报纸通过建构起负面的国民政府的基层人员的形象

进行抨击。通过这一灵活的国民政府的想象构建策

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理念在《老百姓报》的报道

中，悄然植入广大读者的意识深处。 

在这一建构、宣传过程中，李敷仁及其同仁付

出了巨大的心血，这些心血不仅仅体现在煞费苦心

的国民政府的形象建构，更体现在报纸之外的经营

之中。在经费困难、日军轰炸等艰苦背景下，《老百

姓报》坚持发行了将近两年半，113期，最终被国民

政府查封。正是一个又一个李敷仁为抗战大局奉献

自身，才有了最终抗日战争的胜利！ 

注释： 

①《老百姓报》1938 年 3 月 20 日 

②《老百姓报》1938 年 5 月 2日 

③《老百姓报》1938 年 6 月 5日 

④《老百姓报》1938 年 6 月 19 日 

⑤《老百姓报》1938 年 5 月 29 日 

⑥《老百姓报》1938 年 10 月 17 日 

⑦《老百姓报》1938 年 4 月 19 日 

⑧《老百姓报》1938 年 7 月 10 日 

⑨《老百姓报》1938 年 7 月 24 日 

⑩《老百姓报》1938 年 7 月 3日 

⑪《老百姓报》1938 年 5 月 22 日 

⑫《老百姓报》1938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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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press 

——Taking the "People's Daily" as an example 

WANG Zi-cong 

（Marxism Schoo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People's Daily", edited by the left-wing Shaanxi 

intellectual Li Liren,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people because of its popular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text 

intensive reading of the "People's Daily", this article hopes to reveal how the "People's Daily" constructed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response to the 

Japanese army's step by step,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rmy continued to retreat, and the 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cooperated for the second time.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The "People's Daily" with the leftist 

background, on the one hand, in order to build the "co-democratic cooperation" concept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to unite the people against the Japanese, on the other hand, to adhere to their own mass positions, the newspaper 

face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rm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existing realities of the high-level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grassroots have consciously adopted a flexible imaginary construction strategy for different reporting 

objects. 

Key words: early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People's Daily"; Li Shiren; National Gover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