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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深刻思考的新闻运动掀起深刻思考的新闻运动
————从从《《抗战日报抗战日报》》到到《《晋绥日报晋绥日报》》之四之四

□□ 文文//图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木二东木二东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日报》为了能更好服务晋绥边区人民，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多次酝酿报纸改版。
改名为《晋绥日报》后，报社更注意对自身工作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并把这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检查都刊登
在报纸上，公之于众，接受广大读者的监督。特别是此时期的反“客里空”运动，不仅引起了当地干部群众的警觉与
重视，对各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和其他工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深入开展，对各解放区
的新闻工作和其他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开始不久，8月 28日，新
华社编辑部发表了《锻炼我们的立场和作风——学习晋绥
日报检查工作》的文章，指出：“《晋绥日报》这次反对‘客里
空’运动，在人民新闻工作建设过程中是有历史意义的。”

“各解放区新闻工作单位部门和工作人员，均应普遍在公开
的群众性的方式，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要由此开展一个
普遍的学习运动。”

9月 1日，新华社又发表了《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
的社论。社论指出：“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是土地改革中的
一个收获，它必将使新闻工作更向前推进一步。这种自我
批评不仅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要学习，而且一切工作部
门都应当向它学习，以便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

11月 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指示说《晋绥日报》发
动的反“客里空”运动，“中央已号召应将此种自我批评的精
神应用到各种工作中去，使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能有带有根
本性质的某种改变，以适合于改变了的土政策，彻底消灭封
建与半封建制度。”

从此，解放区新闻界出现了反“客里空”的高潮，各工作
部门也开始反“客里空”，一直延续到 1948年春季。

《晋绥日报》作为一份地方党报，从创刊到终刊不到 9
年，却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正是因为这份报
纸有着忠于事实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报道风格，并掀起了深
刻思考的新闻运动——“反客空”运动。

更名后的《晋绥日报》以“坚持和平民主，反对封建独
裁”为根本任务，更加注重新闻宣传的形式和方法。为了
加大力度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理念，报纸除了对版
面内容提出更高要求外，还在报道中深入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

在宣传报道中，《晋绥日报》十分注意抓住那些有违
党的政策，有损群众利益的报道的典型事例，或刊登批评
报道，或发表批评言论，使报纸批评经常化，充分发挥报
纸指导工作的作用。

据资料统计，仅在 1947 年 7 月和 8 月两个月，《晋绥
日报》版面刊登的批评报道就有二十七篇，批评的对象有
行政村，也有区和县，有一般的干部，也有区、县、村里的
领导；批评的内容涉及土改、变工互助、对敌斗争、民兵建
设、反对贪污浪费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有的地方
组织生产不力，反而加重群众的负担；有的干部懒于劳
动，不努力工作；有的干部不了解当地生产、生活情况，弄
虚作假，谎报工作成绩；有的干部只顾自己翻身，不关心
群众疾苦。这些带批评性质的报道，引起了有关地方干
部群众的警觉和重视，及时检查纠正，把工作做得更好。

在开展批评报道的同时，《晋绥日报》对自身工作中
的缺点和错误，也勇于进行自我批评，毫不隐瞒和掩盖。

不仅如此，报纸上还经常原文刊发晋绥边区地方上的
干部和群众们寄给报社的批评稿件，对于那些确实由于自
身工作失误造成的错误，编辑和记者不逃避、不掩饰，报社
经常将自我批评的文章或者个人检查与来信一同发表。

比如，1946 年 8 月 21 日报纸刊登了《宁武全县干部
更趋团结》的报道中称：“贸易局刘局长自我批评本机关
未和房主商量，即占民房一座，侵犯群众利益，营业中只
图赚钱，未能处处为群众打算和帮助群众生产。”这篇报
道中的当事人刘子隆同志向报社写信指出这一段与事实
有出入，后经与报道的记者文玉山证实，文章确实存在不
准确问题。随即《晋绥日报》在 9月 17日刊发的《批评与
被批评的态度问题》一文中对错误进行了纠正，并刊登了
刘子隆和文玉山的来信，真诚地进行了反思。文章配发
的编者按语还写到：“从来信中看，再一次告诉我们，在采
访消息时应该有切实的调查研究精神，多方面来考证事
实的真相和你所得到材料的真实程度，并向当事人进行
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所反映的情况，才能是完全真实的。”

这样的检查纠正，对于《晋绥日报》并不陌生，这可以
看出，报社对于开展批评是认真负责的，采编人员对党的
新闻宣传事业保持了强烈的责任心。

在《晋绥日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最值得一提
的是一直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熟知的反“客里空”运动。

针对《晋绥日报》存在的不实报道，报社在 1947
年 6月 15日，在报纸第四版刊载了苏联作家科涅楚
克所写剧本《前线》中的第一幕和第三幕第五景，向
读者介绍了混迹于苏联前线的记者客里空凭空捏造
新闻，最后被战士赶跑的故事。

报纸在介绍文章的编者按语指出：“希望我们的
读者、记者、通讯员、编者都能够很好地读一读。读
过之后，会使我们的眼睛更明亮起来，将会发现我们
这里有许多‘客里空’式的新闻通讯，我们将不但发
现不少的‘客里空’，而且有比‘客里空’更坏的人。
我们的编者、作者应该更加警惕，并勇敢地严格检讨
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
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
和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
新闻阵营中，肃清‘客里空’。”

像“客里空”浮夸、虚假的新闻工作作风，在《晋
绥日报》的报道中也有表现。比如采访时道听途说、
捕风捉影，写稿时凭空想象，编稿时无根据地随意删
改，有时改变了作者原意，甚至歪曲了事实。这些失
实的报道，引起了一些读者的不满，不少人来信批
评，甚至发生过不得不收回登载失实新闻的报纸的
事故。

此后，报社开展了反对“客里空”、维护新闻真实
性原则的思想教育运动。

报社编辑部多次开会讨论，检查失实报道，并与
新华社晋绥总分社一起座谈，着重从新闻思想和工
作作风上，分析检查出现“客里空”的原因。随后，报
社编辑部根据读者反映和调查，写出了《不真实新闻
与“客里空”之揭露》的长篇文章，并在 1947 年 6 月
25、26 日的报纸上连载，公开揭露了一批失实报道
的材料。之后又陆续刊登了一些揭露材料和读者的
批评信，还在《不真实新闻的检讨》的总标题下，连续
发表了有关编辑、记者、通讯员的文章，对不真实新
闻的产生过程和原因作了检查。这对新闻工作者坚
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
研究，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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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日报》编辑部的同志们在兴县高家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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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的自我教育运动

反“客里空”
深刻思考的新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