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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特藏整理 

華文雜誌創刊號《群眾》 

館務發展組 陳曦  

館藏《群眾》創刊號目前收藏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閉架管理之善本書室，由

特藏組典藏、維護與管理。 

查詢該刊物於「中國知網」上登錄的資訊，《群眾》半月刊創刊於 1957 年

並發行至今，且維持半月刊的出刊頻率，現英文刊名為「Masses」。1 然而查詢

「萬維書刊網」上《群眾》半月刊的資訊，其創刊時間為 1938 年。 2 兩處網

站登錄的刊物 ISSN 相同，但所列出之創刊時間不一致。 

同名刊物有 1937 年中國共產黨於漢口創刊之《群眾》周刊，該刊物定位

為黨刊，創辦主旨為對抗日本侵略而作的政治動員和理論宣傳。3 經過兩次出

版地轉換及一次停刊，《群眾》周刊最後於 1949 年停刊。 4 本館所藏《群眾》

為半月刊，依據其發刊詞內容，並未提及 1937 年創刊之《群眾》周刊，無法

判斷兩者之間具承先啟後的關聯。且《群眾》半月刊為江蘇省委員會呼應 1958

年 4 月發佈之《關於各省、市、自治區必須加強理論隊伍和準備創辦理論刊物

的通知》，於同年發行之近 30 種各省市自治區的理論刊物之一。 5  

然而，《群眾》半月刊於 2007 年與 2017 年的期數中，收錄包含關於「創

刊 70 週年」與「創刊 80 週年」為題的文章，文章中亦直說「1937 年 12 月 11

日，《群眾》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中誕生」 6 、「從創辦之初的 1937 年 12

月 到 全 國 解 放 前 ， 一 直 是 我 黨 在 國 民 黨 統 治 區 出 版 和 發 行 的 中 共 中 央 機 關 刊

                                                       
1  中國知網：群眾(上網日期：2019 年 2 月 20 日)。檢自：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oldnavi/n_item.aspx?NaviID=48&Flg=local&BaseID=Q
UNZ&NaviLink=%e6%aa%a2%e7%b4%a2%3a%e7%be%a4%e4%bc%97‐
%2fKns55%2foldnavi%2fn_list.aspx%3fNaviID%3d48%26Field%3dcykm%24%25%2522%7
b0%7d%2522%26Value%3d%25e7%25be%25a4%25e4%25bc%2597%26selectIndex%3d0
%26Flg%3dlocal%7c%e7%be%a4%e4%bc%97 

2  萬維書刊網：群众期刊(上網日期：2019 年 2 月 20 日)。檢自：

http://www.eshukan.com/displayj.aspx?jid=2336 
3  陳偉齡、魯從陽：〈書寫全面客觀的抗戰記憶--從黨刊《群眾》雜誌看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宣

傳〉。《唯實》(2018 年 10 月)，頁 86-89。 
4  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1991 年 5 月)，頁 611。 
5  楊華：〈1957~1965：社會主義期刊事業的艱難跋涉〉。《編輯之友．傳媒》，第 167 期(2010

年 9 月 20 日)，頁 38-42。 
6  群仲平：〈承使命不忘初心--紀念《群眾》創刊 80 周年〉，《群眾》2017 年第 24 期，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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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新中國成立後，1958 年 8 月成為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機關刊物」7 ，因此，

雖從創刊號之發刊詞較難觀察出《群眾》周刊與《群眾》半月刊的關係，但從

創刊周年慶所界定之年份範圍以及周年慶相關文章內容來看，或可說有《群眾》

半月刊自視為《群眾》周刊之延續的認知存在。 

另有一同名刊物為 1990 年代由張金策於臺灣創辦之《群眾》雜誌，發行

13 期後，於 1994 年轉型為「群眾之聲」電台 8。 

封面 

該刊物封面為純文字排版，資訊由上而下為中文刊名「群眾」，字體為行

書、紅色印刷；英文刊名「QUN ZHONG」，字體為空心大寫英文、黃色印刷。

中、英文刊名置於封面偏右上處。封面偏左下方為卷期數「1」，阿拉伯數字、

紅色印刷，出刊年份「1958」，阿拉伯數字、黃色印刷。本館所藏之刊物元件，

其封面上方還有鉛筆書寫之「缺 2」、藍色蠟筆書寫之「C-30(2)」以及紅色圓

章「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刊物裝訂方向為橫式左翻。 

 

目錄 

《群眾》創刊號目錄所收錄包括文章與民歌，除發刊詞外，大部分文章皆

署名作者。目錄使用簡體字。 

                                                       
7  王燕文：〈奮力開創新時代黨刊事業發展新局面--在紀念《群眾》創刊 80 周年座談會上的講

話〉，《群眾》2018 年第 1 期，頁 8-10, 73。 
8  林恕暉：〈張金策與 1990 年代的台灣左翼媒體：《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台 〉 ，

《 傳 播 文 化 與 政 治 》 第 四 期 (2016 年 12 月 )， 頁 8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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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  半月刊 

    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主辦 

一九五八年 第一期 

目錄 

大做文章的時代………(1) 

充滿希望………江渭清(7) 

立志打倒「洋權威」………周南興(13) 

大鬧技術革命………彭冲(17) 

喚醒沉眠的地下資源………粱如仁(23) 

駁三麥「低產論」………中共江陰縣委員會(26) 

深翻好，挖金寶………中共溧陽縣委員會(29) 

一宵洗濁邗江水，十處庭院十處新………中共揚州市委員會(31) 

 --揚州市的愛國衛生運動 

看棉花(通訊)………羅運來(35) 

高產裡面出科學(雜文)………薛猛校(37) 

 

民 

歌 

萬斤歌 

搬了泥山換糧山 

鐵鍬一揮成地河 

先進永遠沒盡頭 

發刊詞 

《群眾》半月刊的發刊詞無作者署名，使用簡體字。內容鼓勵讀者與有志

之士勇於從實踐與經驗中發想理論，將理論思想落實於文章之中，針對關於發

明理論與寫作文章的困難提出另一種思考，指出理論與寫作並不望之儼然。最

後說明該刊物的籌辦理念，即為廣招群眾學理論、寫文章，「集中全省人民的

力量，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高高地舉起共產主義的紅旗，社會主義建設

總路線的紅旗，幫助幹部和群眾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

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並把它同江蘇的實際工作更好地結合起來，加速社會主

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大做文章的時代〉 

發刊詞 

在 黨 中 央 和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正 確 領 導 下 ， 曾 經 在 歷 次 革 命 中 表 現 了 巨 大 威

力的中國人民，現在正以人們難以想像到的高速度，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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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大搞社會主義建設，大搞技術革

命和文化革命。糧食、鋼鐵、機械為元帥，交通運輸和電力作先鋒，科學文化

教育衛生等各項工作萬馬奔騰。在如此豐富多采、生動活潑、熱火朝天的祖國

大地上，億萬人民群眾迫切要求對於自己的英雄事業，及時地得到理論上文藝

上的反映，這樣既可以指導實踐，又使人心情舒暢。出理論、寫文章，應該成

為群眾性的事情。各級領導同志應該在這個陣地上起帶頭作用。 

毛澤東同志說：「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我們的時代是人民群眾鼓足

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億萬人民群眾的行動，不

僅大出糧食，大出鋼鐵、機械，而且大出大字報、民歌，大出理論，大出各種

文章。所以，不論從物質生產上來說，或者從精神生產上來說，我們今天的時

代都是大做文章的時代。但是，同其他各條戰線上的情況一樣，在理論工作這

條戰線上，仍然有種種迷信，需要徹底破除。只有破除迷信，人們在這個方面

的無窮力量和智慧，才能像噴泉一樣地噴射出來。 

是什麼東西阻塞著泉眼呢？ 

「我們讀書少，理論水平低」，「我們是做實際工作的，沒有什麼理論好談。」

這裡觸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實際工作中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呢，還是

書房裡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呢？我們的看法是，理論來源於實踐，又反過

來指導實踐。一個深居斗室、閉目塞聽、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人，是不會出

革命理論的。只有人民群眾以及和人民群眾一起生活、鬥爭、思索的人，才最

能夠出革命理論。至於讀書的多少，那並不是決定理論水平高低的本質問題。

衡 量 一 個 人 的 理 論 水 平 ， 主 要 的 應 當 看 他 是 否 能 在 實 際 鬥 爭 中 運 用 馬 克 思 列

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革命的理論著作是實踐經

驗的總結，讀書必須結合實際鬥爭才能融會貫通。在書本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

義的基本原理，這是完全必要的；更重要的是通過實踐，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

會的鬥爭中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的同志正是這樣，在黨的領導下，

投身在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烈火中，經常接受著毛澤東同志的教導，執行著

黨中央的方針政策，集中著群眾的智慧，在幹中學，在學中幹。唯其如此，我

們的許多同志雖然讀書不多，還需要進一步認真去讀，但是卻具有一定的理論

水平。我們不要妄自菲薄，自己嚇住了自己。我們應當看到，有些資產階級知

識分子，口頭上能講幾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但是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所作

所為，卻是完全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種人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有一種

人是教條主義者，也善於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但是他們並不懂得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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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實質，不會分析和解決當前的實際問題，而且往往把事情做壞，不能說有

什麼真正的理論水平。我們應該堅決遵循的正確道路，只能是理論聯繫實際的

道路。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黨

中央的指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

把嚴肅的原則精神與生動的獨創精神結合起來，……。 

我們在這裡所以要談論破除出理論、寫文章的種種迷信，作為「群眾」雜

誌的發刊詞，目的是要大家來學理論，大家來寫文章，辦好這個雜誌。這個雜

誌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全省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

高高地舉起共產主義的紅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紅旗，幫助幹部和群眾學

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並把它同江

蘇的實際工作更好地結合起來，加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個任務

是光榮的、重大的。我們要使這個雜誌能夠在普及的基礎上日益得到提高，越

來越有群眾基礎，越來越有生命力。這也就是說，要使這個雜誌在一開始就不

致於陷入少數人唱戲、多數人不敢上場的局面。這樣，也許我們的文章暫時水

平不夠高，但是我們堅信，循著這條正確的路線前進，鮮花很快就會盛開的。 

讓 我 們 無 愧 於 這 個 偉 大 的 時 代 ， 在 我 們 的 政 治 戰 線 和 思 想 戰 線 上 擁 有 一

支千百萬人的理論大軍，高舉紅旗，迎著東風，百花怒放！ 

版權頁 

版 權資訊位於 封底靠近右 下處，本館 所藏之創刊 號封底右上 角蓋有 一 紅

色章「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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