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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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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央苏区红色出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事业的早期探索和实践，它伴随着革命

形势变化而兴衰起伏，约在十年间，其发展历经初兴萌芽、蓬勃发展和衰退尾声三个阶段，表现

出出版品类多样、配合中心工作、体现大众特色等显著特征，在发挥信息传播与组织动员作用、

探索因时应势出版之路、奠定出版管理和经营体制、形成艰苦朴素出版作风以及积累珍贵且有价

值史料等方面作出了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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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苏区是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两

块苏维埃区域连成一片的广大区域，“从１９２７年大革

命失败农民暴动开始，到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三年游击

战争结束，前后历时１０年之久”
［１］。中央苏区红色出

版工作在这一特定时空下诞生，历经峥嵘岁月逐渐

发展起来，它紧紧围绕着革命战争以及巩固和扩大

苏区这一中心任务展开，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开展

出版工作，“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人民掌握政

权的条件下，编辑出版各种报刊和其他出版物，是

我国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发展史上的全新创造”［２］。苏

区红色出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业的壮举，是党

的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发展脉络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工作的存续与中央革命根据

地存在时间相吻合，其孕育于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农

民暴动革命，初兴于１９２９年初红军从井冈山向赣南、

闽西进军过程中，１９３１年苏区中央局建立后蓬勃发

展，１９３４年长征后显出衰退之势，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

苏区全部丧失后红色出版业进入尾声，直至１９３７年

抗战爆发，苏区红色出版事业画上了光荣的句号。

（一）萌芽初兴期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９３０年１２月）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

开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

党的总方针，并强调要重视报刊出版工作：“中央临

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

传播于全国……政治局之下应设一特别的出版委员

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

任。”［３］１９２８年７月第六次党代会通过 《宣传工作决

议案》指出：“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鼓动的条

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 （报纸、传单、小册

子、宣言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４］１９２９年召

开的 “古田会议”通过决议案，此后规定红军应出

版 《时事简报》，传播群众游击斗争和红军工作信

息，每周一张以手抄壁报或油印小报形式出版。到

１９３０年，红色出版工作开始步入日常化、规范化，

在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及四军前委信中谈及闽

西苏区今后的报刊宣传工作，其中规定：“建立经常

的出版刊物；建立新闻性质的日常刊物；建立通讯

社；党内刊物也要举办；翻印中央、省委出版的各

种宣传品及对内教育材料”［５］。这一系列指示精神催

动了红色出版业的孕育，推动了苏区出版业的发展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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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早期出版萌芽于标语、传单和简报等

载体中，出版物在萌芽期以简单印制标语、传单和

各种宣传品为主，后来有了油印机，出版油印简报、

报刊和书籍等，传播载体和形态逐渐丰富起来。同

时，在印刷传播之外辅于口语传播的口号、歌谣。

简言之，萌芽初兴期的红色出版业的呈现样态起初

是标语、传单、各类宣传品、简报等，发展到包括

小报、画报、画册、通俗小册子和刊物等各类报刊，

再到出版红色书籍，即从单页到多页出版物再到书

册式出版物的发展路径。

在中央苏区创建初期，以出版红色报刊为主，

涉及少量的书籍出版。在赣南、闽西及其它苏区出

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红色报刊，报纸基本上是各地

机关报，代表性的有中共赣西南特委和中共闽西特

委所办同名机关报 《红旗日报》、中共赣西南特委和

中共福建省委以及中共安远县委所办同名机关报

《红旗》、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 《瑞金红旗》等。除

赣南、闽西地区外，其它苏区也办有机关报，如鄂

豫皖苏区的 《工农报》，湘赣苏区的 《湘赣红旗》，

湘鄂赣苏区的 《工农会》，湘鄂西的 《红旗日报》

《工农日报》等。此外，苏区还出版了 《火山》 《锋

芒》《布尔什维克生活》《烈火》《浪花》《斧头和镰

刀》等。这一时期的刊物主要有中共江西省委内部

通讯刊物 《省委通讯》和 《省委通讯副刊》、赣南总

行委刊物 《东河通讯》、闽西列宁师范刊物 《晨光》、

福建闽西总行委文化委员会刊物 《我们的生活》等。

这批出版物对早期苏区革命起到了鼓动作用，表征苏

区红色出版业业已初兴，这些尝试性的报刊实践为后

来开拓红色出版事业起到奠基作用。

（二）蓬勃发展期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９３４年９月）

１９３１年１月苏区中央局成立，苏区政权得到进

一步巩固和发展，红色出版事业也随之迎来发展契

机。同年４月通过的 《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

决议》要求：“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创办一

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必须用种种方法在各乡

村各城市创办当地的小报；必须编辑各种最通俗的

小册子”，同时还强调 “在各苏区必须建立出版部，

专司印刷与发行的工作”［６］。１９３１年春，在福建长汀

创办的闽西列宁书局，承担了苏区印刷出版的重任，

其机构设置较为全面，印刷、编辑、发行、财务一

体化，包括印刷所、编辑部、发行部、会计科和事

务股等部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苏区红色出版工作日臻完

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出版网络构筑起庞大的出版系

统，苏区出版事业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红色出版进

入蓬勃发展时期。

自１９３３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瑞金后，中央

苏区出版工作进一步完善，不仅有专门的组织机构

和工作人员，还提出了相对成熟的工作措施。同年３

月，随着第四次反革命 “围剿”斗争获胜，中央苏

区进入大发展时期，红色出版事业乘势迅速发展，

中央、省、县以下地区的红色出版物几乎在中央苏

区全覆盖，不仅报刊增多，出版条件也得到改善，

造纸厂、印刷厂、发行单位逐步增多，改变了出版

初创期时材料紧缺、印刷条件困难的局面，印刷质

量有了提高。

据统计，蓬勃发展期新出版报刊达１５５种，占中

央苏区报刊总数２２３种的６６．５％。自１９３１年７月创

刊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 《青年实话》和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创办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 《红色中华》报后，

中央苏区相继创办了一批红色报刊，如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机关报 《红星报》（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创刊）、苏

区中央局机关报 《实话》 （１９３２年２月创刊）、全国

总工会机关报 《苏区工人》 （１９３２年５月创刊）、苏

区中央局机关报 《斗争》 （１９３３年２月创刊）、中央

理论机关报 《布尔什维克》（１９３４年７月创刊）等都

是苏区重要报刊。这一时期的书籍出版也大大发展，

到１９３４年，中央苏区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教育部、

中央出版局等中央部门出版图书达４５０余种，其中关

于马列经典著作的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 《列宁主义概论》，党建方面的 《新党员训

练大纲》，政权建设的 《苏维埃政权》，法律法规的

《土地法》《苏维埃组织法》，军队建设的 《战术与战

略》，文化教育的 《士兵识字课本》 《世界革命简

史》，文学艺术的 《革命领袖传略》，医药卫生的

《实用外科手术》 《中药之研究》等都有相当大的

影响。

（三）衰退尾声期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９３７年７月）

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斗争的节节失

利，苏区进入最艰难时期，主力红军撤出苏区进行

突围转移，而留守苏区的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军长征开始，中央苏区的党、政、军

等领导机关被迫撤离，苏区的各大报刊不得不停刊，

出版印刷机构也被迫停业，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事业

进入衰退期。

主力红军长征开始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坚

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在大批报刊停刊的情况下，

而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 《红色中华》

曾在苏区继续不定期出版了一段时间，“当做一盏光

芒万丈明灯，直指向中华民族解放，中国社会解放

的苏维埃大道”［７］，为苏区游击战助威呐喊，直至

１９３５年２月，在战争环境极度危困的情况下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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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苏区的办报历程。红军到达陕北后，该报于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瓦窑堡复刊，直到１９３７年１月改为

《新中华报》，成为陕甘宁边区机关报。中央军委机

关报 《红星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坚持出版多

期，成为长征红军和指战员的伴侣，极大地鼓舞了

军心。极为难得的是，１９３４年１月在瑞金创刊的中

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 《铁锤》，跟随红军坚持在战火

中坚持出版，写下辉煌篇章。

中央苏区于１９３５年２月完全丧失，苏区进入最

困难的时期，留守的红军部队不得不转入游击战争，

在游击区留守红军仍想尽一切办法坚持出版报刊，

这一期间还新创一些报刊，如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创

办 《工农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创办 《捷报》，杭

代军政委员会创办 《红球报》等，它们的创刊是白

色恐怖环境里的点点星火，鼓舞战士顽强抗敌不气

馁，为游击区民众助阵。直至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

爆发，中央苏区的红色出版事业结束其长达十年之

久的光荣历程。

二、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特征

（一）出版数量可观、品类多样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事业是苏区革命中一支强大

的 “方面军”，伴随革命事业兴衰发展，自早期简单

印制标语、传单、简报及各类宣传品，后来在烽火

岁月里出版了大量的报刊和图书，不仅数量大，而

且品类全。但战争期间大量的出版物佚散无存，从

目前现存的实物和史料记载情况分析，约略可知中

央苏区的总体出版状况。从出版数量上看，根据严

帆所著 《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和程禨所

著 《江西苏区新闻史》提供的线索，现存中央苏区

所出版报刊和图书共６８０余种，其中报刊２２３种，图

书４５８种 （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中央苏区报刊出版情况统计

创刊 （年）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不祥 合计

报刊 （种） ２ ４ １０ ３０ ３０ ６４ ４２ １９ ４ ３ １５ ２２３

所占比 （％） ０．９ １．８ ４．５ １３．５ １３．５ ２８．７ １８．９ ８．５ １．８ １．３ ６．５ １００

表２　中央苏区图书出版情况统计

品类 马列著作 毛泽东著作 党政建设 法律法规 军事建设 文化教育 文学艺术 医药卫生 布告宣传品 地图 合计

种数 ２０ ６ １０７ ４０ ５９ ８８ ５５ ４８ ２７ ８ ４５８

占比 ４．４ １．３ ２３．４ ８．７ １２．８ １９．２ １２ １０．５ ５．９ １．８ １００

　　从出版品类来看，报刊出版系统有中央、省和

县以下各类机关报刊，其中中央报刊系统包括中共

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刊，临时中央政府及

所属部门机关报刊，中央军委、中国工农红军总部

与野战军机关报刊和中央群众团体机关报刊等；省

级报刊系统包括中共各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

区和主力部队、群众团体的省级机构出版的报刊；

县及报刊系统包括中共各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县

赤卫军、群众团体的县级机构出版的报刊；此外还

有各类画报画册、小报、宣传小册子等，其中以

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创刊的报刊最集中，品类多样，四年

共达到１６６种 （见表１），在中央苏区编制了一张报

刊出版网络。图书出版系统包括马克思与列宁经典

著作、毛泽东著作，党、政、群众团体建设书籍，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类如法律法规、军队建设、文

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书籍，此外还出版

许多大众普及读物和各级各类学校教材，各种布告

类宣传品，以及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各苏区地图

和战区地图等，其中党政建设和文化教育类书籍所

占比重最大，前者出版１０７种，后者出版８８种，分

别占图书出版总数的２３．４％和１９．２％ （见表２）。

多种品类的报刊和书籍极大满足了苏区军民的精神

渴求，不但大幅提升了苏区军民文化水平，推动了

中央苏区文化事业发展，而且大大提高了军民的思

想觉悟，有效推进了革命发展进程。

（二）配合中心工作

中央苏区的红色出版工作是紧密配合革命战争

需要开展起来的。中央苏区的开辟和保卫始终与战

争相伴，尤其自１９３０年起，国民党对这片红色区域

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 “围剿”，在反 “围剿”

期间，红色报刊随战争情势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

来，从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四年间共创办报刊１６６家，占

整个中央苏区报刊总数２２３家的７４．４％，其中１９３０

和１９３１年各新创报刊３０家，１９３２年达６４家，

１９３３年新创４２家 （见表１）。不言而喻，苏区红色

报刊适时出版，其重要使命是唤醒苏区军民的革命

—６—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觉悟，鼓舞他们的革命斗志，沉重打击和瓦解敌人

的嚣张气焰，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因此，苏区

红色出版事业的鲜明特征之一是紧密配合苏区革命

战争中心任务，即围绕开拓、保卫和巩固革命根据

地这一政治目标展开出版工作，可见，苏区革命战

争需要是红色报刊赖以生存的基础。

中央苏区红色报刊都是在斗争的关键时候创

刊，它们都有旗帜鲜明的报刊使命，而且都有清醒

的为中心工作的服务意识。 《红色中华》发刊词鲜

明地指出：“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

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

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

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８］ 《青年实话》

针对宣传报道工作强调： “一切题材，应围绕着当

时党与团的政治任务做中心，不要机械的分栏。”［９］

这些红色报刊宣传随革命形势发展，在革命运动、

战事报道、扩红支前、经济建设、优待军属、瓦解

敌军、推销公债、舆论监督等方面加强报道，提高

军民的思想意识和觉悟，最终为革命扫清障碍、为

军民鼓舞士气，夺取革命胜利。与此同时，中央苏

区书籍的选择、编译和出版也充分考虑到苏区战争

的需要，马列著作的选译，党建、军事、法律、文

化教育书籍的出版都围绕苏区工作的中心任务展

开，不仅给大众普及知识，而且为巩固红色政权

服务。

（三）体现大众特色

中央苏区出版工作一向重视出版物的通俗化和

群众性，这在苏区党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多有强

调。１９２８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的 《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 “报纸的文字、

内容、价格要十分适合广大群众的能力、程度，

……发行供给城市与乡村用的大批通俗的政治书籍

报章，注意程度浅劣的工农，最好编成歌谣韵

语”［１０］。１９３２年，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

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更为明确提出： “各

种宣传品须力求通俗，不要用深奥难解的文句，须

用带地方性的白话语，篇幅不要太长，须力求简

短，字句同样不要太长了，要带鼓动性。”［１１］苏区出

版工作以此为指引，结合苏区偏僻农村的传播特

点，出版报刊和书籍时常考虑民众的接受水平和阅

读习惯，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出版物传播革命思想。

红色报刊善于抓住群众最切身、最迫切的生动事

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百姓喜爱的形式进行宣传

鼓动，《红色中华》 《红星报》 《青年实话》等报刊

专栏生动活泼，尤其注重以生动、大众化语言和活

泼而有感情的报道方式报道新闻，如 《红色中华》

常用插图、连环画和画报等视觉冲击性强的图文并

茂形式进行宣传报道，很受军民青睐，对此， 《红

色中华》第２３２期还刊登专文介绍这一宣传方法：

“画报讲演的图画要着色，更能引起观众的注意；

画报的内容要浅鲜通俗化，群众易于看懂……”［１２］，

依此提倡画报的大众化。

出版译著和各类书籍充分考虑到苏区军民的文

化水平和民众喜好，以提高思想觉悟和普及民众知

识为导向进行选译、选编和出版红色书籍及大众读

物，带有普及知识、传播文化特性的法律法规、文

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类的书籍同样考虑民

众需求和接受水平，如 《土地法》 《苏维埃教育法

规》《识字课本》《工农读本》《农业常识》《革命纪

念节故事》《革命歌谣集》 《医学常识》 《常见病的

疗法》《生理卫生常识》等大众读物为苏区民众广

为传阅。总之，中央苏区报刊和图书出版从苏区实

际出发，尽量适应苏区军民的愿望、爱好和文化水

平，使出版物能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三、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历史贡献

虽然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事业在中国出版长河中

只有一段短暂岁月，但它无疑是我国出版史上一朵

晶莹浪花，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其在战争年代发挥

了特殊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发挥了信息传播与组织动员作用

中央苏区的红色传播媒介通过大量、及时的信

息传播起到沟通内外、连接上下的作用，当时出版

的党政报刊、红军报刊、马列经典、红色图书对于

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战争，鼓舞红军将士夺取

胜利，开展经济动员和发展党的事业等方面发挥了

凝聚力量、团结人心、鼓舞士气、引导舆论的

作用。

中央苏区出版的 《红色中华》 《红军报》 《斗

争》《青年实话》等大批红色报刊积极配合苏区中

心工作，在组织和动员军民参与革命和苏区建设及

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军事 “围剿”斗争中，发挥了积

极的宣传作用。那些大批反映人民英勇斗争的社

论，一篇篇来自战斗一线的消息和战地通讯成为鼓

舞军民的强心剂；一份份扎实的实地调查报告，如

毛泽东著名的 《长冈乡调查》和 《才溪乡调查》，

不但凸显了共产党人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而且为

军民了解实情、提高认识提供了蓝本。报刊在宣传

报道大规模扩大红军时，出现父送子、妻送郎的感

人画面；号召广大民众捐助物资支援前线时，报刊

成为捐助动员的号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鼓励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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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极大地鼓动人心；中央

红军主力长征后的红色报刊，成为长征途中的播种

机和鼓动器。苏区报刊真正成为沟通内外的信息传

播者和连接上下的组织动员者角色，所以李富春在

《红色中华》办报百期纪念时高度评价：“它成为党

和苏维埃的政策口号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成为党和

苏维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领导革命战争的有力

助手！”［１３］

（二）探索了一条因时应势的红色出版之路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

事业的早期探索和实践。共产党成立之初，以城市

为中心的出版事业占主导，自中央苏区时期开始，

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

市的革命新道路，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

夺取政权，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红色出版事业顺应

时势从城市转移农村，自此开启了以乡村为中心的

红色出版之路。

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中共福建省委给永定县委并

转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中强调： “各县各区也

要尽量办壁报、新闻报，按期出版，分送各地。”［１４］

为了适应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革命斗争的需要，

多种样态的标语、传单、简报、小报、画报、画册

和小册子等非正规出版物在广大农村首先出现，随

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满足农村根据地革命动员

和文化教育的需要，农村革命根据地纷纷创办各级

各类报刊宣传党的主张，出版各类红色书籍传播革

命思想，出版大众化通俗读物提高文化水准和普及

民众知识。出版物因地制宜、因时应势在广大苏区

农村出版，加上共产党还特别重视根据地的书报发

行工作，庞大的发行网在苏区农村建立，这些正规

和非正规红色出版物在农村遍地开花，中央革命根

据地的政策和军民动态依托不同的传播载体渗透到

苏区每一个角落，致使革命政令和军民之声响彻深

山地头，传播效果直接而强大。中共早期出版人披

荆斩棘，探索出一条适应乡村传播特点的出版新

路，为乡村传播树立了典范。

（三）奠定了我国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和经营机

制的基础

在苏区烽火岁月中，为了配合苏区中心任务在

农村根据地开展出版工作，苏区成立了中央出版局

和中央总发行部，并积极探索建立适合乡村特点的

出版管理组织架构和发行体系，形成政企合一的新

闻出版管理体制和集书籍、报刊的编辑、印刷、发

行于一体协调发展的经营机制，正是出版管理体制

和经营机制的建立和实施，保证了中央苏区出版工

作的广泛开展和落到实处。

中央出版局成立于１９３１年底，是苏区新闻出版

机构和发行事业的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检查、

审批报刊、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出版局下设编审

部、发行部等部门，朱荣生担任局长兼总发行部

长。显然，出版机构既是管理部门，又是经营部

门，而主管人员也是身兼管理和经营两职，政企合

一的出版管理体制由此确立。中央总发行部成立于

１９３２年４月，是苏区发行工作的主管部门，主要管

理苏区的书刊发行工作，行政与业务两方面结合。

为了扩大发行，中央总发行部建立了发行经济责任

制度，并制定了一系列发行措施，对于加强发行工

作的管理发挥了作用。

中央苏区图书报刊发行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邮

政发行。１９３２年三四月间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邮政总局，颁行了邮政暂行章程，对苏区邮政发行

事业的组织、经费、邮件分类与投递发行等作了明

确而详细的规定。针对组织设置问题， “中央邮政

总局之下，各省设立省邮政管理局，各县按地域的

宽窄、军事交通的需要与否，分设甲乙两种邮局，

县以下的较大市镇或交通要道，则设邮政分局或邮

政代办所”［１５］。针对苏区农村山区特点，在每个区

乡都设立了邮政所，其作为乡村发行网的载体散落

于农村，同时在直属县遍布了 “红色书店” “推销

代派处”“叫卖队”等，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发行网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建起来，

苏区发行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为后来的邮政发行工

作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抗日革命根据地、解放区

和解放后的报刊经营体制中能追溯其根源。

（四）形成了艰苦朴素的出版工作优良作风

中央苏区在国民党严密封锁和 “清剿”情势下

进行斗争，红色政权下建立的出版事业面临敌人的

经济与物资封锁，出版条件极其艰苦，不得不向敌

人的封锁进行顽强斗争。出版工作人员在缺油少盐

的生活境况下忘我工作，当时印刷纸张等原材料奇

缺，印刷设备原始简陋，苏区出版物的印刷基本以

油印为主，个别还有木刻和手抄的，瑞金就曾用木

板印刷了 《共产党宣言》。工作人员努力克服印刷

出版上的种种困难，完成红色出版的历史使命，所

以曾参与 《青年实话》等报刊撰稿工作的老革命家

陈丕显在回忆中由衷感慨： “坚持在这条战线上斗

争的同志们，也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顽强的毅

力，排除万难，灵活机智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封

锁，坚持保证各种报刊和读物的出版，并尽快将它

送到革命战士和群众手里。”［１６］苏区艰苦卓绝的三年

游击战争期间，更是出版工作艰苦奋斗的绝唱，

“主力北上了，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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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更是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 《红色中华》照样

按期出版……”［１７］。正是早期出版人发扬艰苦朴素、

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铸就红色出版事业辉

煌成就，形成了人民出版业的优良传统。从此，艰

苦朴素的出版作风成为我国出版业宝贵的精神遗

产，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都赓续

了苏区艰苦朴素的出版作风。

（五）积累了极为丰富、珍贵且有价值的研究

史料

品种多样、内容丰富的苏区出版物详细记录了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期一段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各

类标语、传单、简报、报刊和书籍所留存下来的史

料极有价值，更何况中央苏区出版事业处于残酷战

争时期，大批出版物遭毁坏而失散，这些现存实物

和史料更显弥足珍贵， “这些珍藏下来的报刊和出

版物，是研究各个苏区建设史、研究红军斗争史、

研究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发展史的极为宝贵的资

料，也是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

材”［１８］。所以，中央苏区出版积累的宝贵资料具有

极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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