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革命早期的重要政治历练 

 

广州是毛泽东革命早期最重要的政治历练地。1925 年 10 月至

1926 年 5 月，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锐意整顿部务，

网罗革命人才，出版书刊，设立交通局，大力推进国民革命的宣传工

作。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职权广泛，事项繁杂，包括新闻出版、文化

艺术、政治教育等诸多方面，还直接管理监督几乎所有文化教育和新

闻出版事业。毛泽东上任后，便在部内开展调查研究，找出宣传工作

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全力整理部务：建章立制，完善工作体制；制订

宣传计划，统筹各项宣传工作；多方罗致人才，建立健全宣传部组织

系统。经过努力，部务焕然一新，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 

毛泽东出版系列革命书刊，积极推进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针对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书籍品种单调、种类少、发行面窄，不能满

足工农民众需要的问题，他主持编纂了“国民运动丛书”。毛泽东拟

定丛书时，兼顾内容和民众普及等问题，力求文字精练、售价低廉，

从而民众乐于购买。该丛书对当时国共两党党员和民众都有很大的教

育意义，堪称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盛事。当时国民党既有的宣传力量

不足，无法应对国内外敌对力量的舆论攻势。为此，毛泽东专门创办

《政治周报》。从 1925 年 12 月 5 日创刊，到 1926 年 6 月 5 日停刊，

《政治周报》共出版了 14 期，发行 4 万份，居全国报刊之冠，在反

击国民党右派、推动国民革命向前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毛泽东统一宣传工作，加强对地方宣传工作的指导。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的管辖范围原先只局限于广东一省，与其他省市党部的宣传部

均无联系。地方的宣传负责人各行其是，工作极不统一。毛泽东通过

各种沟通渠道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工作，加强对地方宣传工作的督促

与指导，提高了地方宣传部的工作计划性和目的性，促进了中央与地

方宣传工作的统一。通过加强领导与沟通，统一步调，宣传工作突破

广东省范围，推动工农群众运动向全国发展。 

为了加强对长江流域及北方各省的宣传，毛泽东在上海设立交通

局。上海交通发达，易于和南北联系，通过上海可迅速向长江流域和

长江沿省发放宣传品。孙传芳派人驻上海邮政总局，专扣广州寄出的

书报，国民革命的宣传严重受阻。为此，毛泽东在上海设立交通局，

专门负责翻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的《政治周报》和所发的各种宣

传大纲及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的国民党省党部。交通局由中共

党员恽代英负责，后改由沈雁冰负责，办事人员全是中共党员。仅

1926年 2月到 5月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交通局就发送了宣传品 41种，

共计 22 万多件，对扩大革命宣传起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通过国共合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实际负责人的身份，

直接参与革命宣传的全盘统筹与实际运作，在具体管理实务中获取了

难得的经验，得到重要的政治锤炼和培养，这对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革

命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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