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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价值阐释 
揣美丽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750000） 

摘要：1947年，《晋绥日报》作为解放区内的一张区域性报纸，它掀起的反“客里空”运动是中国新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场关于虚假报道的思想教育活动历时时间长，影响范围较大，此后，虚假新闻成为了中国新闻界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

梳理反“客里空”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试图揭示该运动背后的内在逻辑，并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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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ti-" Hakriku "Movement in Shansi-Suiyuan Daily 

Chumei 

（Xinhua College，Ningxia University 750000） 

Abstract：In 1947，Shansuiyuan Daily，as a regional newspaper in the liberated area，set off the anti-" Hakriku 

"movement，which is a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This ideological education activity about 

false reports lasted a long time and had a large influence. Since then，false news has become a special concern of the 

Chinese press. By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ti-" Hakrikos "move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behind the movement，and to answer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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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美丽，女，讲师，1985 年 10 月，硕士研究生，籍贯河北省

秦皇岛市，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研究方向为新闻史和新闻实践方向。 

在中国新闻史上，“客里空”是弄虚作假的不真实新闻的代名词。 

《晋绥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是解放区内的

一份区域性报纸，1947 年通过自上而下地反对“客里空”，掀起了

抵制虚假新闻的社会热潮，同时通过整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作风，

扭转了报道虚假新闻的错误倾向。这场新闻界的自我教育活动，不

仅赢得了读者的信任和支持，也是我党群众路线的一次大胆尝试。 

一、研究缘起 
“客里空”是剧本中的人物，1942 年 9 月，苏联报纸《真理报》、

《消息报》等刊出剧本《前线》，刻画了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客里

空等不同的艺术形象。在剧中，客里空是一个不到现场采写稿件，

却在坐在指挥部里拟稿的记者。1947 年，《晋绥日报》发起反“客

里空”运动后，反对虚假新闻已经成为新闻界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自此之后，我党高度重视新闻工作，1953 年新华总社发出关于“开

展反对客里空学习和检查的指示”，21 世纪后，媒介技术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党反对虚假新闻的声音从未停止过，2011 年国

家出版总署主要领导也撰文介绍过反“客里空”运动，2022 年 4 月，

中宣部召开全国“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强调坚决打击假媒体、假

记者，同时提出严肃整治虚假新闻，杜绝有偿新闻。 

“客里空”作为虚假新闻的代名词，其历史本相如何，通过追

根溯源，厘清反“客里空”运动的内在逻辑，总结其工作方式和方

法，在新的媒体语境里，探索这些方式方法的价值和意义。 

二、《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逻辑 
“客里空”作为苏联剧本中的人物，是如何传播并演化为我党

新闻界的一个代表性符号，这成为研究《晋绥日报》开展反“客里

空”运动的第一要素。“客里空”是苏联《前线》剧本中的人物，回

国诗人萧三翻译后，毛泽东推荐给了《解放日报》，在 1944 年 6 月，

《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在这篇名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前线>

里可以学到什么》的文章提到演出剧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扭转解放战

争的时局，同时也为了指导实践。同年的 9 月份，毛泽东和刘少奇

等领导观看话剧《前线》，演出结束以后，毛泽东更提出这部话剧要

到处演。由此可见，《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开展，与党中

央的高度重视有关。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作为我党的优良作风之一，早在 1945 年

的中央七大会议上党中央就要求全党发扬，《晋绥日报》作为解放区

的机关报，不仅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敢于说真话，

敢于替群众说话，而且与以前相比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一点，晋

绥军区贺龙和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都予以充分肯定。《晋绥日报》

之所以开展反“客里空”运动，也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当时正值

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动员 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当时

紧迫的任务之一，因此为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解放区先后颁布《五

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两项土地政策法令。《五四指示》将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调整为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明确了贫农、

中农、富农拥有土地的权利，并要求在各解放区执行。经过深入开

展土地制度改革，在土改成绩斐然的同时，仍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区

尚未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为此，1947 年 7 月，中央工作委员会通过

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明确对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围绕土地政策，《晋绥日报》先后刊登了《兴县高家村实现了“耕

者有其田”》、《方山峪口等三行政村土地问题已获解决》的文章，并

于 1947 年刊登《方山班庄村群众再次清算萧家奸霸》、《丧失立场帮

地主斗了群众》等文章。然而，通过新闻标题，我们可发现，从

开始地宣传“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到“再次清算萧家奸霸”，《晋绥

日报》的报道倾向也发生了变化，这些不仅与当时的土地政策有关，

也与《晋绥日报》内部因素有关。高度的媒体自觉是反“客里空”

运动展开的催化剂，在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初期，《晋绥日报》已经

出现了报道虚假新闻的情况，有些新闻记者并没有按照事实的面貌

去报道新闻，而是偏信一面之词；还有的记者不理解中央的土地政

策，没有深入了解文件精神，就宣传地主阶级贡献土地的说法；甚

至还有的新闻记者因为采访不真实、不深入，不仔细查找信息源，

撰写完成把坏人当好人宣传的失实报道，这都暴露了《晋绥日报》

新闻队伍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面对如此严重的内部情况，《晋绥日报》高度负责，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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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地处理内部问题，它肯定了新闻报道中对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

时局有利的因素，同时也发动群众举证记者和编辑的错误，纠正此

类问题。为此，这场以新闻真实为中心的反“客里空”运动，不仅

在《晋绥日报》内部展开，而且也影响了周边的解放区，《晋察冀日

报》、山东的《大众日报》、陕甘宁的《边区群众报》、《新黑龙江报》

等各解放区的报纸积极响应，调动读者的力量检讨“客里空”。 

三、《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价值阐释 
《晋绥日报》通过自上而下地开展自我批评，将报纸检查工作

落实到实处，端正了新闻记者的工作态度，成了其他报纸模仿的典

范，树立了新闻真实性原则，我党的新闻理论不断走向成熟。 

1.理论价值：群众路线生成和演化的土壤 

我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全面成型于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并发

扬群众路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吸收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并

要学会宣传群众意见，在群众中检验意见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的

绝大多数群众意见，就要让群众把这种意见坚持下去，【1】这是毛泽

东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 

《晋绥日报》开展反“客里空”运动，主要分成两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从 1947 年 6 月开始，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晋绥日报》

在报社内部肃清“客里空”，6 月 25 日和 26 日，晋绥日报社将初步

掌握的不真实新闻问题，收到读者反映新闻不真实的来信，综合归

纳成七部分十二条，以《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为题连

续发表，揭露批评虚假新闻。一些县区的基层政权组织还帮助报社

开展运动，发动群众检举“客里空”。【2】 

在这个阶段，《晋绥日报》揭露了很多失实新闻，如杜撰的《吃

糕的故事》，与事实不符的新闻报道《河曲县曲峪村村长张保宏帮六

个复员军人成家》以及依据片面之词采写的《李宏瑞和他的武工队》

等等，这种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得《晋绥日报》受到了读者的

表扬。此后，在读者的支持下，《晋绥日报》又出现了由作者和读者

揭露的假记者和假编辑。在反对虚假新闻的过程中，报纸在 7 月 27

日第四版整版刊登《不真实新闻之检讨》，前后共批评 16 篇有问题

的新闻报道。《晋绥日报》用自己的行动回馈读者的热情，这种敢于

亮剑的精神，也使得和读者的关系更加密切。 

第二个阶段是《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已经拓展到各

解放区，这不仅得益于报社的高度自觉，也得益于群众路线的贯彻。

《晋绥日报》充分调动群众或读者的积极性，为了使报纸真正成为

群众的耳目喉舌，为群众服务，肃清报社假新闻和假记者的态度是

诚恳坚决的。同时它也明确了群众和报纸的关系，它认为党报是群

众的报纸，是为群众办事的，群众有责任也有权力监督报纸。“对于

向群众进行关于党报的教育时，不仅要使群众了解党报是群众自己

的报纸，为自己办事说话的工具，而且要发动群众起来，负责监督

与改造自己的报纸，要使他们了解，群众有权这样做，也只有这样，

报纸才能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喉舌。这也正是我们报纸揭发‘客里

空’的出发点”。【3】《晋绥日报》的读者信箱，主要是回答农民对土

地政策不明确的问题。他们分别出版了《告农民书》，用 简单的方

式来解释。反“客里空”运动在沿袭路线的基础上，坚持走群众路

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将其不断的发展壮大，肃清新闻市场，

以壮大新闻界的发展。从群众中来， 大程度地发动人民群众的力

量是群众路线的精髓。毛泽东在与《晋绥日报》主编交谈时，仍直

言不讳地提到党报中对群众路线的反思。【4】 “我坚持认为，报纸的

优势在于，它可以让党在制度，政策，职能和工作机制上，尽可能

地，全面地与人民接触。”毛泽东强调创办报纸的工作要靠全体人民

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仅靠少数人闭门造车。这一点上，

“报纸从业人员首先要向人民学习，教育人民”。直到成为晋绥边区

人民自己的报纸。 

2.实践价值：党的新闻战线的行动指南 

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党中央的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是我党新闻工作

的基本准则。《晋绥日报》在开展反“客里空”运动不久，就受到了

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的表扬，同时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肯定了

《晋绥日报》的工作作风，强调了它对土地革命做出的重要贡献，并

要求其他分社和报纸要向《晋绥日报》学习，改善报纸的宣传工作。 

反“客里空”运动，从形式上讲，直接由人民进行监督与参与，

具有 大程度的透明性，相关人士直接公开批评虚假新闻的现象，

这是新闻界人士的一种自我批评的方式，也是自省的重要内容，

大程度对人民进行负责。依靠人民的力量，在人民的领导下开展活

动，就是秉承着相信人民的信念，用人民的监督来保证政策的顺利

开展。这种精神从人们揭露假新闻的那一刻，到那些严肃处理大量

假新闻的记者，编辑，再到读报纸，写稿子，核实群众，都得到了

具体的体现。 

《晋绥日报》的宣传工作和反对虚假新闻的工作作风，不仅紧

密贴合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的时局，而且 大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加强了人民群众和报纸的联系。新闻真实要求新闻报

道的人物、事件等内容必须真实可靠，有据可查，同时报道角度要

全面客观，以事实为依据。《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是一场

维护新闻真实性，纠正新闻工作作风的“硬仗”，这种敢于为时局着

想、敢于当先的精神，也成为了报纸学习的楷模。 

四、反“客里空”运动的再思考 
通过梳理《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内在逻辑，我们发

现反“客里空”之所以能够得到解放区的积极响应，是因为它敢于

揭露虚假新闻、敢于接受读者和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能够自发地、

自上而下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晋绥日报社在土地革命时期进行的反“客里空”运动，由于特

殊的时代背景，它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如 1946 年 10 月的《临

县张家湾抢收》的新闻报道，内容“张顺鸿的闺女焕爱，一边织布，

一边照顾场里，织机一停，就又跑到场上拿起连枷”的劳动场面描

写，被批判为“站在地主的角度反对农民”，显然这样的批判已经超

过了新闻真实的界限，上升到了作者的写作立场和动机。所以，我

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客里空”运动已经不仅是工作作风的转变，

而且是把新闻真实性和作者的阶级立场联系了起来，这种过度地解

读很显然是错误的。因此，当我们在新的媒体语境重新审视《晋绥

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时，抛却特定的历史情境，它的这种不

畏强权的工作作风，对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敬畏，以及依靠群众

路线反对虚假新闻的魄力是值得记者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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