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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西苏区报刊研究》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苏区的报刊为研究对象，全面地呈现了其整体
面貌，严谨地梳理了其发展脉络。
特别是对具有代表性且保存较为完好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等报刊进行了细致而
深入的探究，揭示其报道重心、剖析其传播技巧。
在此基础上，抽绎与衡断苏区报刊的传播功效与历史贡献，希冀为当今的新闻宣传工作提供有效的参
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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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信凌，男，1963年11月生，江西广丰人，博士。
现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主任、传媒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部广播影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教学研究类项目2项，以及江西省社科重点
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等13项。
出版学术著作4种，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和《新闻春秋》等刊物上
发表论文8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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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本项研究的内涵与特点 二本项研究的既有成果及其评析 三本成果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四本
项研究的主要方法 第一章江西苏区报刊概述 第一节江西苏区早期的报刊 一湘鄂赣苏区的江西早期报
刊 二闽浙赣苏区的江西早期报刊 三湘赣苏区的江西早期报刊 第二节江西苏区报刊系统的格局 一中央
级报刊系统 二省级报刊系统 三中心县委与县委一级报刊系统 第三节江西苏区的代表性报刊 一中央级
代表性报刊 二省级代表性报刊 三县级代表性报刊 第二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红色中华》报 第
一节诞生与发展演变 一草创与摸索 二成型与规范 三突变与坚持 第二节政府管理的工作平台 一发布各
类公文 二开展工作指导 三进行工作总结 四对机关报用作工作平台的评价 第三节新闻宣传与信息传播-
一宣传红军的战斗事迹 二反映苏区的社会状况 三介绍国内国际形势 第四节舆论监督的取向及特征 一
舆论监督的定位及栏目 二舆论监督的范围 三舆论监督的特点及评价 第三章工农青年的向导：《青年
实话》 第一节《青年实话》的基本概况 一诞生与发展 二基本的定位 三作者队伍的构成 第二节传播重
心与报道取向 一工作研究与指导 二新闻报道与宣传 第三节舆论批评与监督 一监督的组织与机制 二监
督与批评的主要对象 三对公开批评的组织与掌控 第四节发行与推广策略 一以发行的观念贯注办报实
务 二以多样化的手段提高发行效果 三以延伸性的关怀巩固发行渠道 第五节青年化特性的体现与营造 
一体现青年的意识 二满足青年的趣味 三营造青年化的风格 第四章红军的号角与战鼓：《红星》报 第
一节《红星》报的基本概况 一特点与定位 二不同时期的主编 三作者队伍的构成 第二节思政工作理论
探索 一关于红军宣传员的素质 二关于红军内部的思政工作 三关于对苏区群众的宣传工作 四针对敌军
俘虏的宣传工作 第三节推动思政工作方法创新 一列宁室的建设与创新 二晚会的设计与运用 三发挥军
民两地书的激励功能 第四节新闻与宣传报道 ⋯⋯ 第五章红色中华社与红色中华新闻台 第六章江西苏
区报刊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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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四，这些贪污分子的贪污方式，多是以少报多，故意将购买单据遗失，导致无从对账，
以掩盖吞没每次购买退还的余款等。
这表明中央各机关没有建立会计制度，使这些贪污分子易于钻空子，便于造假。
可是，在这一检举过程中，没有着重，帮助各个机构建立会计制度与转变工作方式。
 在党中央和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的部署下，中央苏区开展了一个收集粮食的运动。
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该项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陈潭秋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一文，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总结。
在这个报告看来，本项运动的成绩具体表现为：“收集到的谷子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现款约占百分之
四十弱，相当解决了粮食问题的困难，相当保证了红军及后方机关的给养。
”接下来，作者很快就谈到了收集粮食过程中“存在许多弱点和错误”。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占据整个报告3／4以上的篇幅。
 不难看出，不论是综合性还是专题性的工作总结，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些工作报告，由于当时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指导思想的影响，难免也存在一些思想错误和观念偏差
，而且在行文上也常有滞涩不畅的地方。
但是，其中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首先是没有过多的虚话、假话、套话，不兜圈子，不拉架子，直奔主题，直插核心。
第二，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报告中也会谈到成绩，但是，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成绩部分是次要的，主要是陈述缺点、失误和问
题。
很显然，谈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做工作，也就是说更具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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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西苏区报刊研究》研究江西苏区报刊，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新闻实
践。
要论证这一点，便需先厘清此处“江西苏区”的含义。
与它相关的概念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辖区和中央苏区。
江西省苏维埃政权成立于1930年10月7日，统辖的范围包括当时江西省特定的19个红军“全占县”和6
个“曾占县”。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开幕，标志着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
中央苏区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其具体范围时缩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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