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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

　　靠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红中社第一次播发新闻，报道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的消息。

记者｜应　琛

新华社的诞生

在中国，新华社既是国家新闻通讯社，也是世界性的现代

通讯社。

新华社的前身是 1931 年 11 月 7 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

中华通讯社，1937 年 1 月在陕西延安改为现名。

从江西瑞金的四五间土屋、陕西延安的两三排窑洞，到北

京的新闻大厦；从建立在一部半电台基础上的“茅屋通讯社”

到涵盖各类媒体形态的多语种、多媒体、多终端的全媒体集团，

历经八十多年风雨的新华社，曾经穿越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见证了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跨过了激动人心的世纪之交。

炮火硝烟中白手起家

炮火硝烟的环境中，一切都从无到有，白手起家。

1931 年反“围剿”炮声中，工农红军的通讯社——红色中

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诞生了。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诞生。也正是在这一天，靠着从敌人

手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红中社第一次播发新闻，报道了中华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也

于 1931 年 12 月 11 日应运

而生，它是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

中央铅印大报。

当时，《红色中华》

在只有几十万人口的赣闽

中央苏区发行，但发行量

曾一度高达 4 万份。每当

新报纸到手时，纸面上总

有很多显眼的黄斑，有损

整体美观。据说，这些黄斑是由于发行人要肩挑手提，翻山越岭，

报纸滴下了很多“红中人”的汗斑，甚至血斑。

主持编辑此时《红色中华》的，是曾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

导人、瑞金最后一任红中社社长的瞿秋白。他在主持红中社的

日子里，每天都坚持写稿、审稿到深夜。红军主力长征后，瞿

秋白领导奋战在苏区的红中社成员，在极度险恶的环境中，坚

持出版发行《红色中华》报 4 个月之久，共发行 24 期，书写了

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慷慨悲壮篇章。

1934 年 10 月，红中社随中央红军长征。1937 年 1 月中旬，

红中社随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保安迁往陕西延安，为适应此

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

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将“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

简称“新华社”。

“新华社”的名称，正是从那时起，一直叫到了今天。

“首席记者”毛泽东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 , 新华社事

位于江西瑞金的新华通讯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

《红色中华》报创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