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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the
 

image
 

of
 

the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s
 

helpful
 

to
 

reflect
 

and
 

tell
 

the
 

history
 

of
 

the
 

CPC.
 

Through
 

comb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domestic
 

research
 

results
 

involve
 

many
 

disciplines
 

such
 

as
 

politics 
 

history 
 

communication
 

and
 

linguistics 
 

and
 

discuss
 

the
 

image
 

building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CPC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from
 

two
 

aspects
 

of
 

self-shaping
 

and
 

others-shaping.
 

The
 

domestic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newspapers 
 

song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friends 
 

mainstream
 

foreign
 

newspapers
 

and
 

the
 

US
 

military
 

observation
 

group
 

on
 

the
 

image
 

building
 

of
 

the
 

CPC.
 

Foreign
 

research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due
 

to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macro
 

to
 

micro
 

perspective.
 

In
 

the
 

future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trend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es
 

is
 

promising.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we
 

can
 

try
 

to
 

use
 

big
 

data
 

and
 

statistics
 

method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age
 

of
 

the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erms
 

of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e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foreign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main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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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研究回顧與展望

閻　 瑾　 袁　 貝　 肖有亮
 

長沙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
 

研究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有助於講述和反思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現實故事,通過梳理發現,已有

的國內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學、歷史學、傳播學和語言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從自塑和他塑兩個面向來探討抗戰時期中

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和傳播,關注報刊、歌曲、紀念活動、國際友人、國外主流報刊、美軍觀察組等對中國共產黨形

象塑造的影響。 國外研究則因時代背景的不同歷經了三個發展階段,研究取向也從宏觀逐漸走向微觀。 就未來的

研究趨勢而言,在研究視角上,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大有可為;在研究方法上,可嘗試運用大資料、統計學的方法,對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開展大資料實證調查研究;在研究使用的材料上,他者材料的運用有待進一步挖掘。

關鍵詞: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形象研究;研究綜述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在選擇日趨多樣化、主觀化的當今,形象之於個體及組織的價值魅力凸顯,構
成人們對個體或組織進行評價、選擇的重要依據。 而政黨形象指政黨的屬性、政黨符號、黨員隊伍及政治參

與能力給黨內外公眾留下的相對穩定的綜合感知和整體印象①。 在現代政治體系中,政黨作為最有效的政

治組織,其形象問題日益受到多方關注。 良好的政黨形象不但能影響人民對黨的認可與支援,還可以提升

黨的國際形象和地位,是展現政黨號召力和影響力的重要指標。
作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以下也簡稱「中共」)在抗戰時期構建了富有生命力的政黨形

象。 從國內來說,中國共產黨在敵後戰場取得了輝煌成就,在國人面前樹立了一個團結、抗日、民主的先進

善治政黨形象。 從國際來看,中國共產黨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重視和

認可。 對國內外關於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有助於我們深刻理解抗戰期間中國共

產黨壯大的多維面向,管窺中國革命成功的要訣,一定程度上也可為當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形象塑造與

傳播提供歷史借鑒和啟示,以便在新時代更好地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故事。

一、
 

國內研究述評

1.
 

領域和視角多樣

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研究一直是國內研究的熱點,涉及多個學科視角。 一是政治學框架下的

研究。 主要論述了在抗戰時期樹立和改善我黨形象的理念、途徑、機制等問題。 如王建華梳理了抗戰時期

中國共產黨塑造的革命形象,認為是多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影響了革命政黨的形象塑造②。 二是傳播學框架

下的研究。 主要論述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媒體上的形象演變、傳播策略、技術路徑等問題,如熊忠

輝以傳播學為研究視角,分析了中共如何通過各種力量將自身的良好形象有效地傳播給全國人民和國際社

會③。 三是以歷史學為框架的研究,主要探討了抗戰時期我黨形象塑造的經驗、特點和對外傳播思想等問

題。 如李玲主要討論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的形象構建的方式,認為這些舉措在客觀上對建構黨

的形象產生了重要促進作用④。 四是語言學框架下的研究,主要探討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形象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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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文本特點和翻譯活動。 如廖華英、陳勇通過敘述延安時期語言翻譯的特點,體現了翻譯活動中意識

形態的重新構建對中共形象的對內和對外傳播作用⑤。
從研究的領域來分類,在抗戰期間,可分為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控制下的大後方、日偽控

制下的淪陷區這三大政治板塊。 其中學者對抗戰期間根據地中共形象塑造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 如李豔

全面深入的分析了中共延安時期局部執政形象的構建,梳理了党加強執政形象構建的關鍵因素⑥。 趙耀宏

考量和分析了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的執政形象,得出了政黨要塑造良好的執政形象必須要有一套好作風的深

刻啟示⑦。
 

相比之下,大後方的中共形象研究略顯不足。 學者洪富忠一直致力於中共在大後方的形象研究,
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如《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建構———以大後方為中心的考察》這篇文章

重點分析了大後方這一區域在戰時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為中共國際形象能夠成功構建

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是抗戰中的中堅力量⑧。 《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形象在大後方的塑造及國共博弈》一文

則重點論述了中共在大後方所發行的刊物對中共形象的影響,作者認為這些刊物起到的宣傳作用有力提升

了中共的政治形象⑨。 由於淪陷區中共的資料最為缺乏,目前學界對於中共在淪陷區的形象塑造研究尚未

涉及。
2.

 

自塑與他塑並舉

更多學者根據形象的形成過程,從形象的自塑和他塑兩個面向來研究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問

題。 自塑方面,既有關於抗戰期間中共形象塑造系統性宏觀研究,也有從不同形象載體切入的微觀局部性

研究。 在中共形象塑造系統性宏觀研究方面,陳興豔研究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塑造宣傳自身正面形象的

策略方法,探討了中共國際形象宣傳的意義和影響⑩。 付華豔論述了抗戰時期党的形象建設目標及路徑,分
析了其過程中的歷史經驗及其對現實帶來的深刻啟示。 史翠芬探讨了中共在抗战时期形象塑造的成功要

诀﹐认为其对当前中共提高自身执政能力、保持好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上這

幾篇文獻都是從中共形象塑造系統性宏觀研究方面探討了抗戰期間中共對自身良好形象的積極傳播,認為

中共在其形象塑造上的作為改善了國際和國內對中共的偏見和誤讀,加強了外界對中共的援助,也為抗戰

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報紙、歌曲、國恥紀念、「七一」紀念、展覽會、國民參政會、晉西北士紳參觀團等等都是塑造中國共產黨

形象的不同載體,它們都為抗戰時期中共形象的提升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其中關於報紙的研究頗多,
學者研究最集中的是《新華日報》。 如劉興旺,林志彬研究了《新華日報》多樣化的報導策略,認為中共在抗

戰時期通過《新華日報》在國統區樹立的政黨形象是親民、民主的。 張培星認為《新華日報》作為中共的黨

報,在傳播中共的親民形象過程中發揮了舉重若輕的作用。 石瑾則是從歌曲這一文藝視角切入,圍繞《東

方紅》的歌詞內容探討延安時期黨群關係的變化,認為中共通過抗戰歌曲進行的宣傳動員樹立了其在民眾

心中的形象。 熊斌,周勇研究了民主革命各個時期中共主題一致但內涵不同的國恥紀念活動,認為其有著

激發國人救國雪恥的熱情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共政治形象的重要意義。 夏松濤梳理了民主革命時期

中共開展的多種形式的展覽工作,總結了其產生的深遠意義及對中共形象塑造產生的影響。
 

国民参政会成

立于中国抗战时期,由各抗日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组成,在当时属于中国国家最高咨询机关。 李向洋,王
建华研究了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政治话语,发现中共凭借国民参政会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公正廉洁的政

党形象且展示了自我革命的政党品质。 另外,作為抗戰時期中共的一個重要團結物件,開明鄉紳也是中共

努力爭取的「中間力量」,開明鄉紳對延安及根據地的參訪,也對中共良好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幫助作用。 蘭

雨彤圍繞延安時期中共形象塑造的基本內涵,例舉了抗戰時期中共對晉西北士紳這一群體的力爭事實,分
析並總結了中共關於塑造自身政黨形象的技術路徑和影響中共形象塑造的諸多因素,總結出一些中共形象

塑造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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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塑方面,很多學者關注著名國際友人在抗期間對中共形象的宣傳、塑造起到的重大作用和突出貢獻,
研究成果頗為豐富。 如盛開放等分析了海倫·斯諾等外國記者在陝北的經歷,認為斯諾夫婦的報導擊碎了

外界對中共紅軍的一些不公報導,讓國際國內社會重新客觀公正地認識了中共及在中共領導下的紅軍隊

伍。 胡龍通過闡述三位著名國際友人「三 S」在抗戰期間訪問延安並向世界傳遞了中共及領導人和中國人

民堅決抗戰的公正事實,論述了他們對中共形象的宣傳塑造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和貢獻。 王冬梅研究了

抗戰期間外國記者對中共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進行的的考察,總結了這些報導對中共形象

宣傳產生的影響。 陈磊研究了抗战期间访问根据地外国记者对中共的抗战报道,认为外国记者当时对中

共的抗战报道细致还原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戮力抗战的真实面貌。
外媒對中共形象的塑造也是許多學者頗為關注的一方面。 為了滿足美國國家的自身利益和某些戰時

目標,外媒對共產黨的宣傳必然帶有傾向性,有些觀點難免片面,但是其中的許多真切見解也讓外界頗為客

觀地認識了中共。 因此,國外主流報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研究中國共產黨形象的一個視角,引起了一

部分學者的關注。 如朱瀟瀟,徐宇以《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兩個美國大報為語料,研究了 1930 至 1937
年間這一時間段關於中共的 213 篇相關報導,探討了他者筆下的中共的形象和成因。 姜怡文以《大美晚

報》為語料,研究了太平洋戰爭時期該報對中共進行的報導,發現該報由於立場原因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

彩,但也不妨礙外界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中共的正確認知。
另外還有學者以美軍觀察組的視角來考察這一問題。 美軍觀察組在戰時因為美國自身利益需要訪問

了敵後抗日根據地,與中共進行了有效合作。 觀察組的一些真知灼見不僅打破了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偏見,
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是抗戰中的一股中堅力量,從而正面影響了外界對中共的看法。 如舒文、嚴曼

一深入研究了抗戰時期美軍觀察組對中共的認識,認為其認識成果有助於駁斥當今減損甚至全然否定中國

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及其地位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 彭波分析了美軍觀察組塑造中共抗戰形象的原因

和過程,作者認為這一次與美軍觀察組的接觸和合作增進了中國共產黨和世界對彼此的瞭解,讓中國共產

黨逐漸走向了國際舞臺。

二、
 

國外研究綜述

國外學術界很少直接研究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建設,但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歷史作用有許

多研究,在論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作用中會涉及到黨的形象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間接研究了抗戰時期党

的形象建設。 對於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這一主題的探索,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1.

 

抗戰時期國外記者的「中共熱」
抗日戰爭時期很多到過陝甘寧邊區的西方記者、作家、學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寫下了大量的作

品,這些都是研究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原始材料和基礎文本,促成了國外對中共的最早認知。 如愛

德格·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中國的戰歌》 、合眾

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Harrison
 

Forman)的《北行漫記》 、美聯社、《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記者岡瑟·斯坦因(Stein

 

Gunther)的《紅色中國的挑戰》 、《紐約時報》《同盟勞工新聞》記者伊斯雷爾·愛

潑斯坦( Israel
 

Epstein)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 以及外國記者發表在《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報刊上的

報導等。 總的來說,這些作品的基調幾乎都是認可、讚揚、肯定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建設和抗日戰爭,勾畫

出了一個條件刻苦,正義、民主和鬥志昂揚的中共形象。 雖然西方國家對中國共產黨「赤匪」的排斥心理遠

未徹底消除,但是這些著作對中共的正面宣傳架起了一道理解的橋樑。
2.

 

冷戰背景下正式研究開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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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抗戰結束到冷戰時期,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急劇惡化,鑒於在意識形態、文化等方面上的差異,西方學

者對某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難免有失偏頗。 同時,這一時期,國外學者獲取中共資料十分困難,研
究大都是基於理論上的宏觀探討。 如查爾默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所著的《農民民族主義與共產主

義力量》是一本很有影響力的著作,雖肯定了農民戰爭在抗戰中的重要性,卻狹隘地認為中共的成功得益於

日本入侵激起的農民民族主義。肯尼士·休梅克(Kenneth
 

E.
 

Shewmaker)的《美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記

述了 1927 年至 1945 年間中國國內發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不過在一些地方上存在著對事實的歪曲,如:他指

控斯诺的报道为「红色宣传」,抹黑史沫莱特是个「幼稚的左派」 。 當然,這一時代也不乏客觀公正的學者。
如卡羅爾·卡特(Carolle

 

J.
 

Carter)所著的《延安使命:1944-1947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 963 天》詳細地介紹了

「迪克西使團」的真實經歷:觀察組成員們紛紛對蔣介石十分失望,而對中共抗戰的努力印象深刻。 比安科

(Bianco
 

L. )認為中共成就的偉大之處是共產黨領導人把中國農民團結成了一個革命者。
這一時期,國外正式對中共研究開始起步。 不能否認,國外研究具有嚴謹的態度、豐富的論證材料,對

問題的分析較為嚴謹,較為客觀的論述了中共與國民黨兩大陣營在抗戰問題上所存在的分歧。 但由於受制

於研究材料的匱乏和意識形態鬥爭,這一時期國外學者對中共的認識不免帶有偏見或停留在比較淺顯的層

次,所以這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在其後的研究中必然得到進一步修正與重構。
3.

 

中美關係正常化,研究深度空前

20 世紀 80 年代至今,西方學者開始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和和多元化的視角來審視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

的形象問題。 至此,海外中共形象研究進入黃金期。 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著的《鏡裡看中國:從鴉片

戰爭到毛澤東時代的駐華外國記者》 、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和弗利森(Oris
 

Friesen)合著的《中

國報導: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新聞口述史》 以及彼得·蘭德(Peter
 

Rand)著《走進中國———美國記者的

冒險與磨難》 都批評了麥卡錫主義對抗日戰爭時期來華記者的迫害,讚揚了斯諾、史沫萊特等來華記者是

那個時代富有才華,冒險精神的一群新聞記者。 彼得·紮羅( Peter
 

Zarrow)在《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

國,1895-1949》的後幾章中展示了中共是如何在矛盾的思想和政治運動的漩渦中,適應中國國情最終取得

勝利的。 史蒂芬·萊文(Steven
 

Levine)通過關注中國東北地區,提出中國革命是「革命組織的勝利。」
 

萊

文通過對內戰這一部分的描述,推翻了早期對共產主義勝利的分析中所表現出的革命浪漫主義。 持同樣

觀點的還有戈迪温(Steven
 

M.
 

Goldstein)和賀康玲(Kathleen
 

Hartford),在其合著中他們用「比較革命」的方

法總結了前人的五篇研究,進而駁斥了「中共的勝利是偶然」的看法。 約瑟夫·W·埃謝裡克在《戰爭與革

命:20 世紀 40 年代的中國社會》中提到了中共對婦女解放的突出貢獻,給予中共形象公正的評價。費正清

弟子易杜強(John
 

Israel)所著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講述了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的種種行為讓

一向不問政治的聯大學生產生了抗議,而中共呼籲建立聯合政府和共同抗日的主張則贏得了學生群體的廣

泛支持。
這一時期,隨著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和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引起了世界的矚目,國外對於抗戰時期的

中國共產黨形象研究進入一個成熟期。 這一代學者的研究主題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求解中共何以在戰爭中

致勝,擴大到了探索與闡釋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 研究視角或主題的變化也帶動了研究方法由宏觀敘事向

微觀分析的遞進,由此,一個更生動、客觀、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三、
 

總結與啟示

以上學術史梳理表明,國內外學界對抗戰時期中共形象塑造的研究已有相當成果,從概念、方法、視角

等方面為今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
 

中國共產黨形象與媒體傳播方面的研究成果豐碩,
 

對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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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體形象建設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從研究的領域來看,研究的領域相對比較單

一,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的成果較少。 僅僅具備某一學科的知識背景很難對抗戰時期中共形象有深入和全

面的研究。 正是因為存在跨學科的難度,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目前對這一課題的深入研究。 其次,從研究

的方法來看,思辨研究多,實證研究少,僅有的實證調查也多採用人工統計的方式,在研究路徑、研究範式等

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學界可嘗試運用大資料、統計學的方法,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開展大資

料實證調查研究。 第三,從研究使用的材料來看,中共方面的材料相對豐富,而「他者」材料明顯不足。 研究

執政黨的國際形象不能僅限於主體自身的「自語」狀態,也需要使用他者材料從「他者」視角予以觀察,才能

使研究成果更具有生命力和說服力。
應當指出,目前的研究還不足以還原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被具體構建的過程和這一時期的完整形

象,且難以把握中國共產黨形象的變化趨勢。 媒體、大眾傳播與國際關係、執政黨形象的構建之間的互動關

係,將繼續成為學界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和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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