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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篇雄文动天下
20世纪70年代，写作组在大陆曾经领导舆论。
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效”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

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
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

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
当时的中国，普遍实行政治学习的制度，一般每周学习至少半天，而学习的主要

内容，就是“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因此，写作组在当时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极
为重要的影响。

在当时，写作组的政治影响力非常之大，比如初澜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
章，将“桃峰”与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桃园经验”联系在一起，给这出戏扣上了“为刘少
奇鸣冤叫屈”的大帽子。这使数以千百计的官员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
离审查，山西省委的领导机构也因此改组。

写作组盛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经济上“大跃进”的开始，文艺的“大跃进”也被提出，运

动中提出“集体创作”与“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三结合”创作
法。

开始时写作班子多为中央领导机构临时筹集，无固定人员。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些知名的写作组几乎成了常设机构。
遇有重大事件，必有写作组“指导性”的文章出现，写作组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及相

应组织的代言人。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争和分歧，中共起草和发表“反修”文章，特别是“九

评苏共”的发表，让人们对集体写作班子的力量刮目相看。

写作组的老前辈：任仲平和仲祖文
任仲平，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仲祖文，即“以中组部名义所发文章”的

代称。阅读人民日报的读者对这两个署名一定不陌生。
评论是党报作为中央媒体绝对的优势，其中以“任仲平”和“仲祖文”署名的最有

来头。
“任仲平”擅长对一些重大时事问题进行评论，而大凡涉及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

建设的一些问题的论述，皆署名“仲祖文”，他们是写作小组。

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
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主

要笔名。“罗思鼎”，谐音“螺丝钉”，是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要笔名。
梁效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实际是毛泽东借助于江青组

织起来的御用写作班子。而罗思鼎则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
梁效和罗思鼎这两个写作组是当时声势最大的两个写作班子，形成了“北有梁

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

《人民日报》署名“郑青原”《人民日报》署名“郑青原”
观点来自中央政治局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人民日
报》连续刊登署名“郑青原”的文章，其中
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文章在人民网
以大字头条推广24小时以上，是前所未有
的现象。广大读者纷纷猜测，此人是谁？
忽然占据各大网站头条，必定背景
不凡。其实，“郑青原”并不是特定
的某个人，而是一个写作小
组。但其“背景”确实不
凡：新中国的历史
上 ，这 样 的 写 作
组，一直都存在。

人民日报郑青原是谁？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人民日报-人民网，一个署名“郑青原”的文

章横空出世，这是一个以前从未出现的新署名，人民日报-人民网连发了三
篇他署名的文章，分别是《在大有作为的时代更加奋发有为》《靠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赢得未来》《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篇比一
篇有分量，尤其是第三篇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问题文章，在人民网以大字头条
挂了24小时以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些都说明了以“郑青原”署名的文章
的重要性，也暗示了“郑青原”这个署名的不一般，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好奇。

“郑青原”级别更高？
阅读人民日报-人民网的读者都知道，评论是人民日报-人民网作为中央媒体绝对

的优势，以往一些重要评论除了一些署名评论员文章外，以“任仲平”和“仲祖文”署名的
最有来头，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集体评论的化称，国庆60年的一系列重要有影响的评论
文章，都署名“任仲平”，他擅长对一些重大时事问题进行评论，具体执笔是人民日报的
一对帅哥靓女。这类文章不仅逻辑严密，而且文采飞扬，深受读者喜爱。

《人民日报》的另外一个署名是“仲祖文”，据说是以中组部名义发的文章的代称，这
是有些道理的，大凡涉及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一些问题的论述，皆是署名“仲祖
文”，比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优争先，以及以前的一些活动的重要言论都是署名

“仲祖文”，他没有一定的作者，只看重文章的重要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以及观点的指导
性，甚至一般网友作者的文章也有可能是署名“仲祖文”发表的。

可以看出这两个署名的政治地位后者比前者高，前者毕竟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后
者的发文可能要经中组部审稿。

郑青原：出于正本清源之意？
《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是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公报

以后，一些人在会前高度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落差的情况下发表的。
文章言简意赅，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澄清，文中明确了

“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
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回顾了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未停歇，而是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推进，并取得了瞩目成就；反击
了一些国外媒体指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论调，再一次提出了邓小平说过的政
治体制改革的“三个”衡量标准；强调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四个坚持”，特别强
调西方模式不可在中国复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更不能华而不实、
空喊口号，坚定了循序渐进走自己的路的决心。

这些重大观点的提出和强调，显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达到的，而且文章发表在《人民
日报》和人民网的显要位置，也表明这篇文章既是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宣讲文章，
更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定方向、定基调的作用号角文章，显示了其不一般
的政治意义，大有对外界、对人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进行正本清源之势，因此有网
民根据《人民日报》的以往做法，把“郑青原”理解为“正本清源”的意思，引起了广泛关注，这
也有道理。

但是从上述所列文章的观点内容分析来看，这种理解只看到了表面现象，笔者认为这是
比“仲祖文”、“任仲平”更高级别的化名或谐音，这只能解释为，这个“郑青原”系列文章是政
治局级别的舆论导向，是中央政治局形成的观点，以适应媒体形式和其他的需要，化名署名，
对全党进行的思想意识的澄清、统一意志的强调的鸿篇巨制。

写作组之前世

写作组的文章，通常以化名出现，取其谐音的居多，也有一些不取谐音而取
某种含义的。除了最最著名的“梁效”和“罗思鼎”，还有下面这些：

唐晓文 中央党校写作组化名，谐音“党校文”。
初澜 文化部写作组化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乃“出蓝”之谐音。
方泽生 取意“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
石一歌 专写鲁迅作品评论的

“十一个人”。(余秋雨为该组成员)
方岩梁 取自毛泽东诗词“风

物长宜放眼量”后三字。
丁学雷 上海市委写作组化

名，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

写作组化名的玄机

写作组
之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