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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11月1日，《人民
日报》进行了创刊后的首次缩版，变为每天 6
个版。“文革”爆发后，1966年 9月 1日到 3日，
《人民日报》再度缩至4个版。

令人疑惑的是，缩版前一天，也就是8月31
日，毛泽东刚刚在北京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
兵，这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好机会，《人民日
报》却选择了缩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卢文斌也搞不清楚，“不过周恩来总理有
点不高兴，质问当天为何只有4个版面报道。”
于是，这次缩版仅仅持续了3天，从9月4日开
始，又恢复为每日6版。

在人民日报图书馆里翻阅“文革”时期的
《人民日报》，突出的感觉是，那几年头版的设
计非常大胆。有时报头甚至让位于大幅照片
而居于版面的右下角。卢文斌说，这个时期，
《人民日报》头版一共有9种报头格式，和当时
的政治形势一样“变幻莫测”。

改革开放的浓烈气息，以文字定格在了
1980年 1月 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中。
这篇名为《迎接大有作为的年代》的社论写道：

“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开始了！”这一天的

《人民日报》由6个版扩至8个版。
15年后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又以一篇

《致读者》，宣布从 8个版扩至 12个版，以便在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后，能够通过
缓解新闻供需矛盾，“面对这样一个生机勃勃、
日新月异的社会”。

2003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又扩至16个版。
“新闻竞争激烈，《人民日报》要想扩大影

响力，必须符合新闻规律，这不是由哪个人的
意志左右的，而是被实践一再证明了的。”谢
国明说。

谢国明介绍说，人民日报社此次还成立了
新闻协调部，专门应对突发事件，另外，国内国
外72个记者站也将改设为分社。

“我们到了一个关口，整个新闻界都在改
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重要原因，更直接
的因素是2008年几个重大事件的推动。”谢国
明说。

谢国明说，他比较欣赏季羡林的一句话：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媒体的报道有底
线、有选择，但实践告诉我们，及时准确的报道
是最佳的宣传方式。” 据《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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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7月1日的《人民日报》，
人们发现手中的这份党报更厚实
了一些。从这天起，《人民日报》由
过去的16版扩大到了20版，扩充
的版面，主要用于增加要闻、国际
新闻、社会建设新闻和理论、文艺
评论、文艺副刊等方面的内容。

改版后的第一期《人民日
报》，最醒目的要数社会建设新闻
版的主打文章——《广西高考第
一名“真的非常累”》，描写广西考
生黎璇赢得头名后被媒体追捧的
内心感受。旁边还配发了简短的
评论《让他们喘口气儿》。这样的
标题、选材和文风，很是清新。

对中国的媒体来说，2009 年
是大变革的一年，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已于今年初改版，央视的改
版也正在进行中，三大中央媒体

“联动”，似乎预示了某种变化的
方向。

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这已经
是第四次扩版，而大大小小的改版，算
起来共有13次，无一不与时代背景息
息相关。

这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它所承
载的内容太复杂、太丰富，它不仅
记录历史，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
历史，甚至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因而，《人民日报》扩版的消息一
出，社会各界的议论、建议和期待，
立刻此起彼伏。

说起此次扩版的重心，人民日报总编室主
任谢国明近日接受采访时说：“一是强调新闻
性，另一个是突出民生。”

“要闻版侧重新闻性强的时政报道，新闻
版追求有时效性的深度报道，周刊专版要推出
有专题研究的深度报道。《人民日报》是党中央
机关报，‘党报姓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变的，
同时也应该确立‘新闻立报’的办报理念。”

谢国明说：“对党报工作者来说，只有更好
地报道新闻，才能更好地宣传党的政策。从上
到下，从报人到读者，在这一点上的意见都是
越来越一致的。”

1948年6月15日，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名的
“人民日报”创刊，当时还只是中共华北中央局
机关报，但由于党中央在华北，也就行使了中
共中央机关报的职能。

《人民日报》的政治属性姓“党”，社会功能
是“报”，这个特点是中国特色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人民日报》的读者群和都市
报不同。“我们的读者主要是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管理层，总之是管理中国的人。有些老
同志对《人民日报》也非常有感情，他们是曾经
的管理者。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同
时也代表人民，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读者对于
民生内容的需求，这些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
谢国明说。

他表示，在这次扩版过程中，《人民日报》
要把时政报道里的新闻性做出来、编出来，而
且正式改版前就已开始试验。比如，4月1日的
一篇时政报道是一则 900多字的消息，结果做
了300多字的提要。

“有人说这太浪费版面了，也有人说《人民

日报》要突破了，其实我们是为了达到更好的
宣传效果，更醒目地体现和传达党中央的意
图，让大家能够轻松、有效地阅读。基本内容
没有变也不能变，形式手段可以变也必须变。”
谢国明说，现在大家都很忙，很少有人能把一
张报纸从头看到尾，所以标题和内容提要很重
要，“应当在提要中就实现宣传效果”。

对于国际新闻版面的增加，谢国明认为，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主要是关注《人民日
报》和央视等中央媒体，原因是他们独特的
权威性，尤其是《人民日报》，在很多问题上
代表中央说话，所以加强新闻性，可以有效
增加国际影响力。”

在谢国明看来，不用刻意区分外宣内宣，一
个新闻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报道出去，明确表
达立场态度，肯定会对国外产生重要影响。

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卢文斌说，《人民日
报》第一次改版发生在 1948年 10月 4日到 12
月 15日，与当时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
紧密相关。

他研究发现，当时的版面数量随着战事屡
有起伏，有时两块版，有时四块版。“像辽沈战
役，有很多突兀性的遭遇战，所以报纸版面上
就无法控制。”

而到了平津战役期间，“由于控制了战略
主动性，报纸版面也就稳定了。”自当年12月16
日起，《人民日报》改为每日固定四块版，这也

是创刊以来首次定式扩版。
1949年，《人民日报》正式明确为党中

央机关报，在8月18日“砍掉”了“北平新闻”

专版，并扩至6个版面。这个模式持续了6年又3
个月。

1956年1月1日的改版，没有增减版面，只
是将竖排改为横排，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下一次的重大改版发生在 1956年 7月 1
日。这一天，《人民日报》由 6版增至 8版。在

“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
风”的思想指导下，改版后的 7月份，《人民日
报》上发表了120余篇批评稿。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国民经济领域，我
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良好，文化领域
又有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读
者也希望该报能真正代表党中央，代表人民
的呼声。

“报纸上整版登的大会发言稿，张三讲一
段，李四讲一段，内容雷同，除了发言人和熟悉
他的人可能看看外，恐怕很少有人看。”当时曾
有人这样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

在胡乔木领导下，编委会成立“七人小
组”，设8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同年6月20日，
由《人民日报》编委会向党中央作了“改进报纸
工作”即改版报告。

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李庄是“七人小组”
成员之一，他曾在个人文集中写道，自己当时

“就有一种顾虑：步子迈得相当大，会不会跌
跤？谁知竟不幸而料中”。“刚刚‘大鸣大放’没
多久，1957年 6月，‘反右’开始，人们再也不提
改版这件事情了。”卢文斌说。

本次扩版 一是强调新闻性，二是突出民生

竞争激烈 要想扩大影响力，必须符合新闻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