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巴黎《全民月刊》抗战话语研究4

■ 刘继忠 张京京

【内容摘要】 作为中共海外早期舆论阵地，巴黎《全民月刊》以“首次将红军长征向海外报道”留驻史册．

其历史面貌却显模糊。该刊是中共中央创办，以“巴黎华侨”身份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时政期刊。

为促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共识，《全民月刊》以用事实说话、“客观”叙述等多种话语策略建构了

亡国灭种危在旦夕，抗日统一战线是救国唯一选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缓抗”误国卖国，中共努力促成

统一战线的媒介话语，其宣传技艺是中共政策宣传的典范。

【关键词】 《全民月刊》；统一战线；海外宣传；舆论阵地

全面抗战前，中共在海外宣传阵地主要是《先锋报》

《救国报》《救国时报》《全民月刊》。除《先锋报》外，其

他刊物都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都以

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救国报》1935年5月

15日创刊，同年12月9日改为《救国时报》，Ⅲ为海外宣

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贡献。同一时期的《全

民月刊》出版约8个月，最早向海外报道了红军长征。

因原件散轶，该刊的研究远逊于《救国时报》。现有新闻

史教材大都未提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未着一字。有

研究者因该刊存续不到一年，影响力不如《救国时报》等

而直接略过该刊，这使该刊历史面貌较模糊。时近才有

人对之概貌略作考证。㈤

《全民月刊》的历史缺失，意味着中共海外抗日宣传

历史认知的某种缺失。《全民月刊》是中共海外宣传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围刊物和重要阵地，对认识中共全

民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期形成有重要价值。该刊现存原

件6期，即第1—2、3、4、5一期。基于此，本文“深描”
《全民月刊》，尽力揭开该刊历史面貌，并借之管窥中共

海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层历史机理。

一、《全民月刊》的创办背景

《全民月刊》1936年3月15日创刊于法国巴黎，离

《救国报》易名《救国时报》出版只有4月零6天。《救国

报》1935年5月创刊，9月19日刊登蒋经国致其母亲的

痛斥蒋介石假革命的公开信，这一行为惹怒了蒋。蒋介

石命外交部照会法政府令《救国报》停刊。正如法共所

言，《救国报》停刊“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

题”。㈣前往巴黎主持《救国报》的吴玉章与法共等商议

后遂决定将报头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改为《救国时报》

出版，其创刊号实为已编好的《救国报》第16期。可见，

这一背景下创刊的《全民月刊》扮演了《救国时报》“备

胎”或日刊与月报相互“配合”的角色，类似于五四时期

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

中共在1935、1936年努力开拓海外宣传阵地，除日

寇侵略日急，国难日剧外，其因还有二：一是中共中央和

红军在长征途中已无法在国内出版报纸，与共产国际一

度失去联络，亟需在海外建立联络阵地。二是1935年

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建

立各民主阶层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国

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据此

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

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抗日

救国。新形势、新政策亟需宣传阵地。

《救国时报》《全民月刊》都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思想为宗旨。《救国时报》贯彻“不分党派，不问信仰，

团结全民，共同救国”的宗旨，声称“不分党派尽量登载

一切救国团体的主张，而各党派团体著有威望的领导人

及一切爱国人士的言论，尤为本报乐于发表”。@《全民月

刊》发刊词称其宗旨有三：一为欧美华侨和同学公开研

究学术和讨论问题的机关，二为“对世界政治经济及社

会文化的情形作系统的介绍”，三是“讨论全民救亡图存

的具体方案”。@检视该刊内容，其宣传宗旨实为抗日救

国全民统一战线。

《救国时报》《全民月刊》的组织架构、编辑人员、发

行方式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两刊编辑人员

彼此交叉，又相互独立。《救国时报》由吴玉章、廖焕星、

陈潭秋等主编，编辑有张报、于辛超、邱静山、赵毅敏等。

《全民月刊》吴克坚主编，撰稿人主要有萧岩、胡秋原、王

明、廖焕星、余杰(陈潭秋)等。吴克坚(1900—1986)早

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6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报群众路线的百年实践研究(1920—2020)”(项目编号：13820154)、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社会化媒体空间表达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Fxw01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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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1936年春受党派遣到苏联，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

研究班进修，1935年参加共产国际“七大”。1936年4月

赴法国巴黎任《救国时报》总经理，同时兼顾旅欧华侨的

统战工作。可见，报社的人员选配策略是吸纳认同中共

抗日主张的进步人士、国民党左翼人士参与编辑工作或

邀其供稿。佐证还有：1936年2月9日王明在给共产国

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中特意解释让胡愈之来

苏联的原因之一是“利用他为我们的公开杂志和报纸做

工作”。这里的杂志和报纸应指《全民月刊》和《救国时

报》。⑥

《救国时报》利用上海《新生》周刊提供的名单和地

址，邮寄发行，未满一年就由5000份增至2万份，国内约

占一半，销行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及新疆等边远地区，

国外有9600余订户。④《全民月刊》尚未发现相关史料，

据该刊与《救国时报》的特殊关系可推测，该刊也会利用

《新生》周刊的名单和地址，邮寄发行。有作者说，该刊

原定每月出版一期，但印刷推迟，经常脱版。后因财力

不济，仅出8期便被迫停办。㈣

《全民月刊》对外称“巴黎华侨全民月刊社”，设立

“巴黎华侨全民月刊社编辑部”。据统计，现存1一期
《全民月刊》共刊发165篇文章，栏目较固定，设有“时事

论著”“全民论坛⋯‘转载⋯‘社会写真”“文艺”“时事纪

要”“学术专著／论”和“华侨论坛”“翻译”等栏。主题有

阐述抗日统一战线、揭批国民党消极抗日、揭露日军加

紧侵华、指导学生救国运动、分析国际形势、抗日爱国宣

言通电、报道红军长征、宣传苏联社会主义。

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全民月刊》建构

以“巴黎华侨”身份在“讨论全民救亡图存的具体

方案”中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是《全民月刊》

最大的媒介特色。

(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亡国危险加剧

1936年的中国危在旦夕，中共中央基于此发表

《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

战线。《全民月刊》多数文章以国难危亡迫在眉睫为

背景来阐述，正面揭露日本加紧侵华的主题文章仅13

篇。其叙事脉络有三：

1．强调灭亡中国是日本既定国策，警告国人丢掉

和平幻想。日本“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

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被多次引用；“抗日则生，不抗日

则死”“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华民族之生死

关头矣”等渲染亡国灭种话语反复出现。《全民月刊》

不仅在叙事中反复强调亡国灭种危险，还深入分析日

本加紧侵略中国的当前事实，加深民众对日寇侵略本

性的认知。未明深描日本勾结土匪汉奸制造事件、蚕

食华北、进攻绥远山西山东等侵略中国的新动向，揭露

日本“以华制华”侵略伎俩及染指华南制造“福建自

治”的阴谋凹；余杰揭露“广田三原则”本质是“彻底灭

亡中国、独霸亚东”凹等。该刊还借他者揭露日本侵华

野心，如借日内瓦《民族杂志》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已

经要图穷匕见了”掣等。

2．深描沦陷区惨状，唤起国人救亡图存意识。东

北等沦陷区民众生不如死的悲惨事实是当时中国媒体

诉诸恐惧，动员民众抗日的重要资源，亡国叙事亦是

《全民月刊》抗日动员的重要策略。该刊多数文章中

隐伏着亡国叙事，集中阐述东北亡国惨状的叙述不多，

如远方用事实刻画了东北同胞被日本宰割、财产被没

收、家园被焚毁、被炮轰枪扫、“被逮捕监禁枪毙活埋抽

血强奸”的惨状。学

3．揭露日寇欺压海外华侨的罪行，动员海外华侨

抗日爱国。海外华侨是抗日统一战线必须争取的一支

重要力量，《全民月刊》“海外华侨”主题文章仅3篇，

主旨都是揭露日寇欺压海外华侨。如吴天成勾画了华

商失业破产，备受日寇压迫的惨状，“检讨”日本破坏

全球华侨的事实∞等。可见该刊借“巴黎华侨”身份表

达抗日主张。

(二)反复阐述中共“全民统一战线”是“国民自救

救国的唯一要道”

《八一宣言》是中共必须落实的政治要求，不是宣传

策略。自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第10期首次

刊发到《全民月刊》创刊，《八一宣言》已被广泛传播，得到

冯玉祥、张学良等爱国力量的积极响应，蒋介石却未公开

回应凹，故强化必须尽快建立而不是如何建立全民抗日统

一战线是《全民月刊》的宣传重心。除渲染呈现1936年中

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外，该刊还“以破促立”策略反复阐述

建立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破”主要是批判蒋介石集

团“不到最后关头”“三日亡国”等错误论调，“立”是正面

强调统一战线是“国民自救救国的唯一要道”。凹如实甫指

出“一九三六年诚为我中华民族之生死关头矣”，强调只

有“高举全民救国之旗帜”才是“再建民国之生机”。∞余杰

断定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是“最大多数的共识”，是“中国民

族最后危亡关头的一线生机”⑩；胡秋原强调“唯有全民

族团结起来，一致和日帝作生死的战争”才是中国唯一出

路@等。

至于如何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八一宣言》立场是不

分党派、团体、信仰，只要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即联合，

具体政策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策”“统一的抗日联军”

“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全民月刊》没有转载

《八一宣言》，其对统一战线的正面解读以王明《抗日救

国与全民统一战线》《怎样准备抗日》《全国武装总动

员》为主，余杰《论统一战线政策》等为呼应，《中国共产

党中央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和一切军队宣言》等转载为衬

托，观点均是《八一宣言》精神的具体阐释。对于统一战

线的领导权问题，该刊没有专文解释，文中以“群众看见

谁最能干，谁最有办法，谁最能做事，谁的主张最正确”

的民主竞争话语策略回应。在讨论学生运动领导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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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史平以“我们共产党人的观点”说“谁想完全包办，

谁就不能实行统一战线。谁就一定失败⋯⋯我们相信

不管在学生组织中或其他组织中，只有当着这些组织中

的群众看见谁最能干，谁最有办法，谁最能做事，谁的主

张最正确的时候，他们才来拥护谁当领导”凹。值得注意

的是《河北省南部的抗日游击运动》一文强调河北南部

抗日游击运动应成为“这种统一战线的发起者与组织

者”。此文是《全民月刊》首次正面阐述“统一的抗日联

军”思想。

(三)反复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缓抗”立场，营造反

蒋抗日的舆论压力

《八一宣言》对蒋介石采取分化施压，呼吁“国民党

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起来抗日爱

国，并做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

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

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

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

手共同救国”的郑重表态∞，形成“进攻苏区即反蒋，停止

进攻即合作”，蒋必须“二选一”的行动逻辑。《全民月

刊》批蒋亦遵循此逻辑，即将蒋与殷汝耕等汉奸卖国贼

切割，以是否抗日救国分割国民党，同时以停止内战、爱

国抗日为唯一前提促使国民党朝抗日统一战线的方向

分化。

1．解读蒋介石与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新提法，得出蒋

在压力下可能投机抗日。刊物注意到国民党五全大会

“十大政纲宣言”没有将“剿共”或“反共”要求列人，蒋

外交政策演讲没提“攘外必先安内”，意识到蒋可能转向

抗日，而“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的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

的威力愈大，则南京政府愈难于和愈不敢走上日寇殷贼

等‘反共统一战线’方面去”。@刊物刊发《国难声中国共

第二次合作之推测》一文，发出“国共分裂危及中国”，抗

日必须联合全国各党派，“蒋介石国民党要进行抗日的

话，事实很困难不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号。此文与《救

国时报》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有可能吗?》形成配合，可谓

“供蒋选择”的重要信号。孑L云指出蒋介石等少数人畏

惧民意玩弄“准备抗日”戏法，实际正在“降日卖国亡

党”，国民党的大多数不愿亡国灭种，一定要走上全民抗

日救国的联合阵线中来。四

2．断定蒋介石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国民

党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其手法主要有二：(1)点名抨

击蒋介石误国。有三篇文章批驳蒋介石，“三日亡国论”

直言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和救国方案“简直是使国民自

误、误国之道”，蒋汪“准备抗战”论是“不断卖国”，南京

政府“毫无真正抗日准备”等。够廖焕星指出毛泽东人晋

是“为了发动抗日救国战争”，蒋入晋是“奉日人命镇压

抗日”(后未人晋)固；萧岩断定蒋介石叛变孙中山主义，

污蔑劳工界和苏俄，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圆

胡秋原讥讽蒋“和平未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牺牲

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的论调，是“可笑可怜的

阿Q腔调”@等。(2)抨击国民党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

《全民月刊》全力抨击国民党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操纵

五全大会，虚伪制宪等罪恶。韩清指出国民党背叛孙中

山三大政策，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和军阀官僚买办

阶级土豪等的集团”。够宋国椿认为国民党“发行公债”

等政策使其“诚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四蔚华认为“南京

执政诸公所执行的政策，完全违判了三民主义之本

旨”。∞王礼锡批判国民党操纵和包办国民大会。@萧岩

指出国民党“剿共”事实上已破产，抨击制宪是对“孙中

山遗教的阴奉阳违”，召开国民大会的动机是“敷衍中山

遗教”“和缓民众愤怒”“对付各反对派”“取得政策合法

性”，孙中山信徒实际在“卖国”等。曾

3．批驳各种响应国民党“缓抗”误国论调。余杰抨

击“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狭隘的“军阀、官僚、买办、资

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误国害国，断定新记《大公报》正“发

挥卖国理论，替日寇汉奸张目”。曰韩清驳斥汉奸杨立奎

曲解共产党若干言论，指出樊仲云“中国本位救国论”实

为“反共本位”，批判其“轻易言战”必“为苏联共党所

乘”的谬论。锄章乃器批判抗日取胜依赖武器的“唯武器

论”和“唯武器史观”是汉奸发明的“亡国论”固；王礼锡

指出全民武装抗日的“抗”字才是目前救国之道，胡适

“守”字是“苟安主义”卿等。

(四)营造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必将建成的舆论氛围，

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1．指导学生救国运动。学生爱国运动是抗日统一

战线的重要力量，《全民月刊》对学生爱国运动寄予厚

望，辟有“学生爱国运动”专栏，“慰告”青年学生要“努

力促成和巩固团结”，采取到民间去等“各种救国方法”

“公开堂皇的去抗日”。印余杰指出学生救国运动要实现

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最终目标需有巩固的团体、一致

的步骤、灵活的策略和正确的口号，组织和发动民众、武

装抗日的要求与准备等。∞董标指出学生救国运动得到

世界舆论的同情与赞助，苏联是各国舆论中最同情最有

价值的。四《全民月刊》还批驳破坏、污蔑学生运动的各种

言论。萧岩驳斥污蔑学生运动“助长日寇进攻”“共党趁

机捣乱”“扰乱地方治安”等言论，驳斥张佛泉倡导的学

生运动“感情和五分钟热度”的谬论哪等。

2．全文“转载”中国各政治力量的救国宣言，营造

团结救国的舆论态势。《全民月刊》设“救国文献”专栏，

按语称“很欢迎转载国内外及海外侨胞们所组织的各党

派、团体以及个人的有系统的抗日救国意见”。卸该刊集

中刊登《中国红军将领致全国军政当局暨民众团体电》

《北平市各大中学联合罢课宣言》等各类宣言、通电、告

民众书21件，意在营造全国各阶层踊跃救国的舆论

氛围。

3．摘录国内国际时事动态，营造抗日救国的舆论浪

潮。《全民月刊》是“学术”型理论期刊，时事新闻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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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新闻”集中编排，这样既避开新闻时效也凸显摘编 三、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全民月刊》的建构机理

目的。该刊摘录了《大公报》《上海新闻报》《大众生活》 《全民月刊》全民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体现了中共娴

《东京报》《伦敦晨报》和哈瓦斯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国 熟的宣传技艺，是中共全民抗日统一战线早期宣传的一个

内外媒体的时事新闻约350多条，营造了全国人民救亡 典型缩影。其建构技艺是紧扣《八一宣言》精神，摆事实、

图存的舆论大潮。 讲道理，集中阐述为何必须建立统一战线，运用图片、适当

4．多方佐证全民统一战线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国 渲染，借他者“客观”表达，灵活运用纪念资源等。

际形势事关中国抗战，西班牙等弱小国家的民族运动、 (一)摆事实供读者思考，用逻辑说服对方

日英美在远东的矛盾，遂成为当时各方关注的焦点。 《全民月刊》延续毛泽东《政治周报》“请看事实”的

《全民月刊》聚焦于此，用12篇文章论证全民统一战线 优良传统。鼬该刊对日本加紧侵华，苏联建设成就、国际

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国际形势足以促成统一战线建立， 形势分析等大都以事实陈述为主。在批驳“缓抗”等谬

解答了读者关切。刊物对西班牙、亚比尼西亚民族运动 论时常常追溯历史、描述当前事实，以事实支持中共统

的分析意在警告南京当局“痛悔前非”，赶快建立抗日统 一战线必胜。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则以“谁最能

一战线。徐子明指出西班牙人民统一战线的斗争保障 干，谁最有办法，谁最能做事，谁的主张最正确”民主竞

了西班牙民族革命的胜利，呼吁南京军政当局“痛悔前 争的话语策略淡化处理。

非”。蜉王礼锡从亚比尼西亚抗意侵略战争中得出“只要 (二)重视图片作用、适时渲染情绪

能够对外，统治者亦能得到反对派的拥护”结论。o未明 《全民月刊》每期都有视觉冲击力强的照片和漫画，

指出“亚国抗意”失败不足以作为“唯武器”论和“三日 6期共刊发102张图片。以图片主题言，国际形势最多，

可亡国”的证据，中国应借鉴亚国教训“促进全国统一的 27张，统一战线和抗战救亡各21张，苏联建设成就15

有力的国防政府的迅速形成”。鲫《全民月刊》认为国际 张，国防文艺和日军侵华各9张。在叙述亡国惨状、揭

形势尤其是东亚格局的演变“都足以促成全国抗日统一 露蒋介石投降卖国等动员民众抗日时多使用鼓动性话

战线之建立”。卿康德认为日本侵华加深了日、英、美在远 语，此类文章多有宣传标语、口号，形容词、副词出现频

东的矛盾，使其可能调整远东妥协政策，牵制日本侵 率也较高。

华。㈤衍文认为随着德、日、意、波联盟成为世界战争的魔 (三)巧用第三者，形成客观表述事实的可信叙事

窟，伦敦、巴黎、莫斯科也会形成反德集团衄等。 《全民月刊》作者多化名，化名文章则在文中“我们

(五)“客观”展示红军长征的形象和苏联社会主义 共产党”第一人称叙事正面传达中共立场。胡秋原等知

建设成就 名人士署实名在其身份的高信源效应。该刊还以孙中

《全民月刊》对工农红军和苏联建设成就的报道 山、章乃器、章太炎等知名人士或第三人称完成叙事，

不多。对工农红军的宣传主要是创刊即连载廉臣 《随军西行见闻录》就以“国民党被俘军医”视角展开红

《随军西行见闻录》(3期，约3万字)。《见闻录》以 军长征叙事。

国民党被俘军医视角叙述红军伟大长征，对突破封 (四)利用周年展开纪念叙事

锁线、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着墨较 纪念叙事是舆论动员的常规策略。在“一二八”四

多。嶝文章认为红军突破重围在于共产党深得民心、 周年、“三一八”惨案十周年、孙中山逝世十一周年等纪

吃苦耐劳的精神，称“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着灰 念日，《全民月刊》刊发《纪念“三一八”》《“一二八”四周

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 年》《纪念民族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等纪念文章，抨击

时，招待极谦”。蚴该刊还赞誉河北南部抗日游击运 国民党投降政策，宣传统一战线，展开舆论动员。

动，谓其“对全国人民建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抗日 (五)配合《救国时报》，促成协同效应发生

救国统一战线的运动以实际的响应”。∞ 《全民月刊》配合《救国时报》动作有三：第1q期
是否联苏抗日是当时国共舆论斗争的一个焦点， 和5一期合刊刊登《救国时报》广告，推广《救国时报》；

国民党给苏俄和中共贴上“赤色帝国主义”“赤色汉 配合《救国时报》刊发《国难声中国共第二次合作之推

奸”标签，《全民月刊》除正面驳斥外卸，还“客观”展现 测》，向国民党释放重要信号；同时刊发《随军西行见闻

苏联建设成就，用事实申明联苏抗日的正当性。该刊 录》，扩大红军长征的海外宣传。《救国时报》在莫斯科

刊登了《柏林的民死与莫斯科的民生》(金)、《纪念高 发行《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单行本很快传到国内

尔基》《苏联妇女底生活更加幸福了!》等13篇“补白” 并广为流传，成为最早向外界介绍红军长征和红军领袖

文章，较全面地展现了苏联建设成就。如讴歌列宁、高 的书籍。蟹

尔基、沃罗希洛夫等苏联伟人，将高尔基一生总结为

“一篇充满了光荣的革命斗争的史诗”。曰赞誉苏联妇 四、余论

女的幸福生活，回击“共产共妻”谣言，指出中国苏区 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八年抗战获胜的重要法宝，是

妇女也享有与苏联妇女差不多的“平等”权益。曰 中共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关键所在，然而学界对抗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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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线的研究重在政策本身，从媒介视角探索统一战线

的较少。本文期有助于推动中共海外报刊与宣传研究

的深入。但因刊物原件散轶，本文未能解决《全民月刊》

停刊原因、发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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