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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蘇論戰不僅是中國新聞傳播發展史中的大事件，也是理解當代中國媒體和傳播政策及其

內部邏輯的關鍵切口。本書以「獨立自主話語體系的再建構」為理論線索和歷史線索，分析中

蘇論戰的理論內涵、發展及衍變，政治理念的傳播方式、技術手段及戰略方針，以及核心理念

在實踐層面的世界史意義。

中蘇論戰不僅是 20 世紀共產主義運動最重要的理論鬥爭，同時也是 19 世紀以來國際主義

挑戰民族帝國主義的最後高潮。以公開文本、理論鬥爭和大眾傳播的特定形式展開的中蘇論戰，

不能僅僅被理解為去歷史化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鬥爭。從中國經驗出發，論戰在形式上內在於中

國革命的論辯傳統，在思想脈絡上內在於中國革命者探尋自身發展道路的反帝國主義理論建構。

中國在論戰中從馬列主義理論內部重新詮釋和解讀了帝國主義、反帝國主義等基本概念的

當代內涵和政治實質，並基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創造性地提出了獨特的革命理論體系。

論戰也是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自我探索。中國共產黨人通過精密複雜的人員調動、資源調配

和機構重組，建構了一套系統化、組織化和機動性的國際傳播機制以及傳播策略。獨立自主話

語體系的想像與建構，不僅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開拓和政治發展打下了理論基石，也鼓

舞了追求平等政治的世界反霸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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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生前最後一首七律，是 1973年寫給郭沫若的《讀〈封建論〉》，其

中頸聯寫到「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為盛陽博士的這部學位論

文《「九評」：中蘇論戰與新聞傳播》出版作序時，不由想起這一名句。盛陽的

論文研究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轟動全國，激蕩世界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

――從 1963年 9月至 1964年 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

誌的名義，發表的 9 篇論戰文章。化用毛主席的詩句，可謂「九評都是好文

章」。 

中蘇兩黨兩國的恩恩怨怨，從十月革命到蘇聯解體，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十年前的一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剝絲抽繭，洋洋大觀，管窺蠡

測，可見一斑。其間，五六十年代，在一系列事關社會主義前途與人類命運

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中蘇兩黨兩國裂痕凸顯，愈演愈烈。先是「文鬥」，後有

「武鬥」，如珍寶島之戰，險些釀成大規模戰爭。當年，我們的小學、中學校

園也挖防空洞，如今遍及全國的「人防工程」以及據此改造的各種設施，均

為當年「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時代印記。 

盛陽博士的學位論文，就聚焦中蘇「文鬥」的高潮――「九評」。對此，

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道：「蘇聯領

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

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

主義的正義鬥爭。」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付梓的《中國共產黨

簡史》也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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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十世紀 50 年代後期開始，中蘇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日漸加

劇。蘇聯黨以「老子黨」自居，要求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和外交上服

從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戰略。正如鄧小平所說：「真正的實質問題

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堅決

頂住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黨的尊嚴。 

這部《「九評」：中蘇論戰與新聞傳播》，第一次從學術研究上，回溯「九

評」的來龍去脈，分析前因後果，探究傳播過程，特別是文化政治與文化領

導權問題。選題別開生面，研究深入細緻，文字簡潔乾淨，觀點發人深思，堪

稱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真解決問題的上乘之作。 

關於中蘇論戰，現在流行的看法是無用的空論。確實，僅從「九評」的

題目看，貌似都是高大上的宏大敘事：《蘇共領導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南

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新殖民主義的辯

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

公開信》、《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於赫

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然而，站在人心向背的高度，透過廣闊的世界歷史視野，回首新中國七十多

年「左一腳右一腳，深一腳淺一腳」的艱辛探索與奮力前行，可以越來越清

楚地理解「九評」的理論內涵與社會政治意味――看似高談闊論而實則無不

關乎現實利害，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安身立命與何去何從。 

如果說「九評」是空論，那麼，古今中外這樣的「空論」代為不絕，從百

家爭鳴到獨尊儒術，從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學，從上帝造人到君權神授，從人

人生而平等到民有民治民享，從自由民主博愛到天下大同，從資本主義到共

產主義――古往今來的「大道理」，哪個不像是「空論」，而哪個又不關乎生

死存亡的現實利害，關乎安身立命與何去何從。所謂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說到底無不繫於「空論」。今天，當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更能夠深切意

識到「九評」不僅當年讓中國共產黨佔據了理論制高點、道義制高點、話語

制高點，擺脫了國際上被孤立、被污名、被壓制的局面，贏得全世界正義力

量的普遍尊重與廣泛認同，就連蘇聯總理柯西金都對新華社駐蘇記者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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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九評」太厲害了；而且其中一些重要命題至今仍然深刻製約著或影

響著 21世紀，包括每個國家每個人的生存與發展，如帝國主義與戰爭問題，

如五評裏提出的「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九評都是好文章。「九評」之作，上有文章大家毛澤東親力親為，下有

時任總書記（當時相當於秘書長）鄧小平為核心的寫作班子，聚集一批學富

五車的理論家、政治家，加之延安整風形成的實事求是的學風和文風。因而，

「九評」在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基礎上，一方面擺事實，

講道理，力透紙背，鞭闢入裏，一方面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凌雲健筆的論證風

格和大江東去的論戰氣勢，儼然一個現代版的唐宋八大家。中央黨校常務副

校長李書磊從這個角度談及這種文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兩報

一刊』社論雖然指向錯誤但語言還是很鋒利且有感染力的。」（《再造語言》，

2001）所謂「兩報一刊」，是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三

家媒體。1966年至 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兩報一刊」名義發表

的社論代表著那個年代的權威聲音。《紅旗》是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五十年

代創刊，八十年代停刊，於此同時創辦《求是》。無論「九評」，還是「兩報一

刊」，我當年都不可能深刻理解，只留下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的印象，一位親歷者的回憶讓我深有同感： 

堅持擺事實、講道理，文章的邏輯性和說服力非常強。還有它

的語言文字與修辭，乾淨利索，佳句迭出，力透紙背。我在讀它的

時候，時不時有一種拍案叫絕與醍醐灌頂的感覺。後來才知道，《九

評》並非一般人所寫，它是由毛澤東牽頭，組織當時最傑出的寫作

人才，以集體的力量精雕細刻而成的，每一篇都經過毛澤東的親自

修改和審定。所以《九評》，不僅浸透了毛澤東的諸多心血，而且蘊

含著他的豐富思想，特別是他的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應當怎樣

繼續革命的思想，在《九評》中得到了比較系統和深刻的闡述。《九

評》固然是中蘇論戰中的產物，但它旗幟鮮明地宣示了毛澤東領導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外政策，劃清了與修正主義的界限，為中國

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鬥爭中站穩腳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閱讀

《九評》，對我後來的寫作幫助極大，不僅是在文字運用方面，更重

要的是寫作思路和寫作手法。 （《回憶：「九評」、中國第一顆原子

彈爆炸成功和趙樸初的〈哭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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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與趙月枝教授主編的「中國新聞學叢書」第一輯出版發行。

本來，叢書裏還有盛陽、向芬、周慶安、李海波、吳風等書稿，由於種種原因

而不得不暫時「擱置」。好在西邊不亮東邊亮，如今他的著述在其他地方出版

（相信另幾部書稿也會如願問世），囑我作序，義不容辭，寫下一點鼓與呼的

文字，也寄託一點欣悅之情。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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