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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研究

邓 杰 ， 李会敏

（四川 文理学院 教务处 ， 四 川 达州 ６３ ５０００ ）

摘 要 ： 川 陕革命根据地在 １ ９ ３２ 年 １ ２ 月 到 １ ９３ ５ 年上半年短短两年 多 的 时 间 里取得 了 伟 大的成就 ， 这与

宣传工作 的成效有着 密不 可分的 关 系 。 川 陕革命根据地的 宣传方式因地制 宜 、丰 富 多样 ， 宣传 内容以根据地建

设需求为 中心 、政治性很强 ， 宣传效果明显 、极大地推动 了根据地的巩 固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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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３２ 年冬 ， 中 国工农红军第 四方面军从鄂豫省委 、省苏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等各级党政机关

皖革命根据地转战千里 ， 自陕南进人四川 ， 以川北都办有机关报 ，各群众团体也创办有 自 己的刊物 。

为中心 、在陕西四川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了 川陕革在整个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 ，共创办了数十种报

命根据地 。 根据地 自诞生起就一直面临严峻的 内刊 。 由于战火频繁 ， 当年的革命报刊 已经无法完

外部环境 ，发展环境十分恶劣 。 有来 自 国 民党与整地保留下来。 由于现存报刊很少 ， 这为相关研

四川军阀的军事
“

围剿
”

压力 ， 也有 山 区人民在思究带来了不利影响 。

想和经济上的贫穷落后 。１ ９８ ７ 年 由 四川省档案馆编纂 、 四川省社会科

在艰难的发展环境中 ， 川陕革命根据地仍取学院出版社出 版了 《川陕苏 区报刊资料选编 》
一

得了 巨大的成就 。 川陕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 ， 红书 ， 《选编 》是建国 以来第一次对苏区现存报刊的

军人数由刚人川时的一万四千人发展到八万人左全面整理 。 全书按党政会议决议、土地革命和肃

右 ，根据地扩大到通江 、南江 、 巴 中 、万源 、城 口 、宣反 、军事斗争的 内容分类 ， 收录 了１ ９３ ３ 年 ２ 月 到

汉 、达县 、渠县 、营山 、 阆 中 、广元等 ２４ 个县市 ，人１ ９３ ５ 年 ３ 月 间 ，川陕革命根据地各种报刊上所发

口约 ５ ００ 万。

［ １ ］而这一系列成就都与川 陕革命根表的文件 ４ ２ 件 ，评论文章 ６８ 篇和 ３００ 多条消息

据地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 。 在学术界 ， 关于川陕报导 。

［
２］该书史料翔实 ， 内容丰富 ，是后人对川陕

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相较于根据地政权建 革命根据地报刊研究的最主要资料来源 。

设 、军事斗争 、经济建设等方面来说比较薄弱 。 并目前 ，学界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报刊研

且 ，现有研究比较零散 ，从中无法窥见宣传工作的 究多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述 ，属于史实概述性研究 。

原貌 。 鉴于此 ，本文概述了学术界有关根据地宣 张之华简述了现存的八种报纸 ，并分析了每种报

传工作的成果 ， 以期对现有研究有一整体性认识 ， 纸的特色 ，如
“

《共产党 》报拥有一个突出特色 ，无

对加深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论言论或消息 ， 都比较侧重发展、巩固党的组织 ，

＿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

。 川陕革命根据
、

‘

地时期 ，红色报刊受到了高度重视 ，

“

党的文件多

报刊是重要的宣传方式之一 ， 川陕革命根据次明文规定 ，把《共产党 》 、 《红军 》 、 《苏维埃 》等报

地时期 ，党政军各部门高度重视报刊宣传 。 川陕纸与党的 日 常政治文件并列 ，作为地方、部队的党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 ５

—

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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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部必读的学习材料 ，对于报纸上的重要文字 ， 可以起到教育 民众的功效 ， 同样教育工作可 以起

要详细讨论 ，并且付诸实行
”

。

［ ３］到宣传的 目 的 。 施诗然在 《从档案看川陕苏区的

沈果正《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 》
一文是较早宣传教育工作 》

一文中 ， 以现存档案为研究素材 ，

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详细系统介绍的文章 ， 对对川陕苏区宣传教育的整体情况做了一个概述 ：

根据地的主要报刊 、报刊主要 内容作用及特点进
一是高度重视红军干部和红军战士的教育培训 ；

行了论述 ， 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报二是大力进行苏 区工农劳苦大众的普及义务教

纸的概貌 。

“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其内容育 ；三是大力出版报纸杂志 ， 印发学习材料和宣传

都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宣传如何贯彻材料 ，为苏区宣传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武器 ； 四是广

执行党 、苏维埃和红军领导机关制定的方针政策 、 泛组织军地结合的宣传队伍 ，采取多种方式开展

法令及其所作出 的决议和指示 。

”

川陕革命根据地卓有成效 的宣传。 其宣传教育 内 容多是政治性

的报刊具有鲜明特点 ， 即内容政治性 ，标题鼓动性的 ，传播马列主义 、中国共产党与红军 。 各项宣传

强 ，文字通俗易懂 ，版面设置现代化且美观多变 。 因组织 、措施得力而卓有成效 。

［８ ］

该文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给予很高评价 ，

“

在—^

革命战争年代 ， 忠無执行了做机关蘭細

体组织给予的光荣任务 ，宣传了革命主张 ，传播了在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中 ，

对石刻标语的研究最为丰富 。 相较于当时的报刊

王明渊和元江具体介绍了 《少年先锋报 》 、 《干 资料很少保存至今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石刻

部必读 》 。 《少年先锋报 》是少共川 陕省委的机关 标语虽然也有很大的损毁 ，但仍有 ２０００ 条左右的

报 ，该报重点是宣传党的政策 ，指导团的工作和青 石刻文献标语保留了下来 。 这些石刻内容包含中

年运动 ，加强对青年进行形势 、任务和文化教育 。 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 、动员群众积极参军参战 、 土

它在宣传 、鼓动 、武装川陕革命根据地广大劳动青 地问题 、反帝反封求民族解放 、革命未来的 目标 、

年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 散落在陕南 、 川

中 ，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

［
５ ］

《干部必读 》由西北革命 北的石刻文物 ， 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

军事委员会主办 ，针对对象是军内全体干部 ，对外资料 。

具有保密性 。 该刊内容丰富 ，属于综合性刊物 ，具谯长卫认为 ，镌刻石质革命标语和文献 ，属川

有以下特点 ：从战略高度探讨问题 ，对苏区各项重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宣传形式 。 大巴山 的红军石

要工作进行宏观指导 ；撰稿者多为党政军的最高刻文献 、标语 、对联等 ， 多层次多角度反映了 川陕

负责人 ，这是在川陕苏区所有报刊中独一无二的 ； 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环境 、斗争历程 。

Ｍ 张 国新 《川

评论文章所占分量大 ，鲜明地提出对时局的认识陕红军石刻 ：宣传中 国苏维埃运动的独特形式和

与解决问题的办法 ；军事方面的 内容所 占 比重大 ； 文化景观 》认为 ，川陕革命根据地石刻标语宣传内

该刊具有严重的
“

左
”

倾观点 ，且相关文章 占有较容丰富 ，涉及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社会等方方面

大比例 。

Ｍ面 ，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军石刻给予 了高

陈雪涛《 １ ９ １ ９
一

１ ９ ４９ 年川东革命老区的红色度评价 ，且认为 当时石刻标语数量庞大 ，

“

至于錾

报刊 》对 １ ９ ３ ３
—

１ ９ ３ ５ 年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报刊刻了多少红军标语 ，有研究者认为有七八千幅 ，也

亦进行了简单介绍 。 该部分提及川陕省委 、川 陕有五六千幅之说 。 据我查阅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和

省苏维埃政府以及西北军区政治部等机关所创办大量红四方面军指战员 的回忆录……应该以万为

的报刊 ，并介绍了各报刊的主编 ，这是其他相关文单位来计算
”

。

［
１ °］

章较少涉及之处 。

［
７］ 以上几篇研究成果属于概述以上两篇文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石刻

性文章 ，对川陕苏区时期的报刊进行了简单介绍 ， 标语与文献进行了整体上的史实记叙 ，而郑丽天

没有进行深人探讨 ，但其可以使我们 了解到川陕《达州红军石刻标语概述 》与左汤泉 《汉中地区红

苏区报刊的简况 。军石刻标语初识 》则分别对达州 、汉中地区的石刻

宣传与教育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 ， 宣传工作标语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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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有很多反映民主与民生问题的红军语研讨会 ，林莉著研讨会综述文章 。 参会学者
“

充

石刻 ， 如
“

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
”

、

“

保护工农利分肯定红军石刻标语是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中的

益
”

、

“

平分土地
”

。 蔡东洲 、黄涓认为 ，这些石刻文
‘

文化武器
’ ”

，认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石刻达

献与标语为川陕苏区劳动者描绘出一幅前景美好到了三个全国之最 ： 数量最多 、保存最完整 、字符

的解放蓝图 ： 劳动者建立 民主政权 、拥有生活保面积最大 。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川陕苏区红军石刻

障 、享有工作权益 ，真正体现了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具有较高的史料和文物 、教育价值 ， 同时 ， 红军石

地位 。 两位研究者对其进步性与局限性进行了客刻的语言风格和大众化效果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大

观的评价 ：其体现出 中 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 民众化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

［
１ ４ ］

主的追求与对民生的重视 ， 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与进步性 ；但是 ，这－时期的政策具有严重
－ ？

的
“

左
”

倾倾向 ，

“

只强调
‘

工农专政
’

、

‘

保护工农利川陕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 四川两省的交界
益

’

，却错误地将工农以外的－切非生产者都作为 处 ， ；ｔ也处山 区 ，经济发展低于全国发展水平 。 当地

专政的对象 ， 忽视 民族 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 面 教育发展落后 ，人民 的文化素质水平总体十分低
……

”

且其关于解放 目标的设定忽视了 当地的农 下 ， 文盲半文盲 占有特别大的 比例 。 据记载 ，

“
一

村经济环境和所处 的战争状态 ，这在 当时的历史 九三二年 以前 ，通江 、南江两县不仅没有一所 中

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 ， 同 ０寸不利于苏维埃革命秩 学 ，就连设备较为完善的小学也为数很少 ，

一般都

序的建立和 中 国革命长远利益的 。 是私塾 ，且为地主阶级所把持 。 因此 ，识字的人极

以往对于川 陕苏 区 的研究鲜有提及统战工少 ， 文盲率在 ９０％以上
， ’

。

［
１ ５ ］从受众的接受与理解

作 ，但川陕苏区得以迅速发展 ，统一战线起的作用能力考虑 ， 文字宣传有时达不到预期 的效果 。 而

至关重要 。 川陕苏区石刻标语中亦有较多涉及统 歌谣戏曲容易被工农民众所接受 ，且具有较强的

战工作的 ， 如
“

白 色官兵们 ： 红军官兵都分得有 田扩散特点 ，弥补了文字宣传的不足 。 川陕革命根

地 ，有人代耕 ， 生活待遇一律平等 ，

一切 自 由 ， 自 己据地大量红色歌谣戏曲 的广泛传播 ，亦是根据地

为 自 己干 ，欢迎你们来参加红军
”

。 统战工作的对宣传工作旳特色之一 。

象主要是白 区官兵 以及陕南杨虎城 ，并且在 内容沈婷婷在 《川陕苏区红色歌谣产生的原因 》
一

和形式上都颇具特色 ，便于 白军官兵接受 。 川陕文中集中阐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产生的

苏区
“

通过石刻标语等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社会背景 ： 当地深厚的民歌传统孕育了红色歌谣 ，

主张 ，揭露国 民党军阀 的反动本质…… 以分化瓦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刺激了红色歌谣的创作 ， 中

解敌人 ，孤立顽 固派 ， 争取中间派 ，欢迎 中下级军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推动了红色歌谣的兴起 。

［
１ ６

］

官和士兵起义投诚
”

。

［ １ ２
］ 川 陕苏 区 的统战工作成在该文的基础上 ，沈婷婷与李敏合作的 《川陕苏区

效显着 ，有不少 白军士兵受此影响而追随红军 。红色歌瑶初探 》
一文对川陕苏区红色歌谣进行了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 》是熊国炳被选为省详细的分析与总结 ，认为 ： 红色歌谣 内容丰富 ， 涉

苏维埃主席后 ， 主持制定的第一个文件 。 《布告 》及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

是川陕省苏维埃重新分配土地的实施办法 ，其结有鲜明的特征 ， 即强烈的革命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

尾写道 ：

“

记着 ！ 雇农 、佃农 、 士兵要分得土地 ； 中起到了宣传革命思想与动员革命群众的作用 ；其

农的 田地不要受人家并吞 ，不要还粮上税受剥 削 ， 是根据地军民情谊的有 力左证 ，红军文化和红军

自 己耕种即归 自 己所有 ，就要起来拿起武器 ，组织精神的有机载体 。 这两篇文章对川陕苏区的红色

政权 ，来镇压旧的压迫者 ，土地才转归到被压迫者歌谣给予了高度评价 ， 呼吁我们应珍视革命战争

手中来
”

。

［ ｜ ３ ］

《布告 》为我们展示 了川 陕革命根据年代诞生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 。

［ １ ７ ］

地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对象 、政策及具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以及反围剿革命

体实施办法 。 该碑亦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的石斗争过程中 ， 出现了许多诸如
“

劝
”

、

“

送
”

、

“

别
”

类

刻文献之一 。型的红色情歌 。 赖万林《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情歌 》

２０ １ ０ 年 ， 巴 中市委举办中 国工农红军石刻标从情歌这一新颖角度来反映苏 区革命斗争的面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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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 根据地情歌不是单纯地表达青年男女的爱展 ，尤其是在社会改造方面和人民 的卫生健康方

恋 ，而是以鼓励苏区青年参加红军 、个人利益服从面 ，宣传工作也做了大量工作……
”

［ ２ １
］

革命利益为主要内容 ， 如
“

不要郎的花花轿 ，要朗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同 ， 与 当时红军

去把革命闹 ，不要郎的绸缎袄 ，要郎去操枪和刀 ， 采用的有效宣传策略密切相关 。 唐琼 《论川 陕革

不要郎分手把泪掉 ，要郎胜利归来哈哈笑
”

，歌颂命根据地宣传策略 》总结 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当

根据地青年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勇于牺牲的大时历史背景下的主要宣传策略 ：

一是宣传工作得

无畏精神 。 根据地情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苏区革到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
二是宣传工

命斗争的面貌 。

［
１ ８

］作内容密切配合根据地在不同阶段的军事 、政治

川陕苏区时期 ，在传统戏曲 的基础上发展 出斗争需要 ；三是宣传方式因地制宜 、灵活多样 ， 且

了红色戏曲 ， 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 付严《川陕苏将农民文化教育与革命宣传紧密结合 ； 四是紧抓

区戏曲 （ １ ９ ３ ２
—

１ ９ ３ ５ ） 》介绍 了红 四方面军总政治对白 区和 白军的宣传工作 。

［
２ ２ ］

部工农剧团 、省委新剧团 、兰衫剧 团 、省苏工农剧川陕苏区宣传方式 中有实物 留存的革命报

团 、总医院新剧团的历史状况与发展演变 ；并于第刊 、石刻标语 ，其现状并不容乐观 ： 革命报刊损失

二部分以表格形式展现了川陕苏区上演的部分剧严重 、原始文献寥若星辰 ， 自 然毁损 、 人为破坏直

目表 ，如刘湘投江 、打土豪 、青年妇女歌 ，有助于对接影响了石刻文物的完好保存 。 杨尚通就如何收

川陕红色戏曲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 川陕苏区的红集 、开发 、保护文物提出 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和

色戏曲配合了根据地建立和巩固的宣传需要 ， 对方法 ，并呼吁加强对现存报刊文献 、石刻标语的保

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

［ １ ９
］

护与开发 ，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

［
２ ３ ］

川陕革命根据宣传工作的 目 的是寻求工农民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根据

众的认同 ，而支持 、参加红军 。 李巧宁认为 ， 川陕地宣传工作人员 的努力与付出 ，但现有研究对其

革命根据地军民创作的大量红色歌谣起到 了底层 较少涉及 。 《刘瑞龙与川 陕苏区宣传工作成效简

动员 的作用 ，红色歌谣在宣传上突 出 了两个方面 论 》是首篇对时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的刘瑞龙进

的内容 ： 凸显贫富差距 ，强化广大底层民众对现实 行的学术研究 。

“

在刘瑞龙的主持下 ，川陕苏区的

的不满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穷人只有跟着红军闹 宣传工作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 川陕省委宣传部协

革命才是唯一出路 ，才能够解决生存的衣食问题。 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 、省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 ，

红色歌谣内容多贴近民众生活 、通俗易懂 ，易为苏 将苏区的宣传工作迅速推进
’ ，

。 刘瑞龙在川陕苏

区民众所接受 。 红色歌谣在底层民众中间广为流区宣传工作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 第

传 ，加强了民众对红军的认同与支持 。

［ ２０ ］一

，将宣传工作与苏区当前中心工作相结合 ， 如为

四 其他方面的研究配合军事斗争的需要而进行大规模的
“

扩红
”

宣
、

传 ；第二 ，将宣传工作与苏区特殊地理环境相结

目前 ，学界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合 ，利用苏 区 山地多石的特征进行石刻宣传 ； 第

究不仅仅限于研究其宣传方式 ，还对其宣传特点 、三 ，将宣传工作与苏区民众认知能力相结合 ，根据

内容展开研究 。 毕瑛涛 《 川 陕苏区时期的宣传工苏区民众文化水平低下的情况 ， 宣传内容风格浅

作特点 》总结川 陕苏区时期 的宣传工作主要有 四显易懂 。

［ ２ １
」

另外 ， 《川陕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关于思

大特点 ：

一是主题思想明确 ，川陕省委高度重视宣想政治工作的论述及主要功绩 》亦提及刘瑞龙主

传工作的先锋作用 ；
二是紧扣斗争主题 ，宣传内容持宣传工作的成效 ，具体表现在 ：组建了一支强大

围绕根据地巩固 和建设的需要 ；
三是宣传形式多的宣传队伍 ；组织红军开展扩红宣传工作 ；组织开

样 ，

“

十分重视形式的多样化和手法的艺术性 ， 注展打倒军阀的宣传活动 ；组织禁种鸦片 、加紧春耕

重宣传方式与效果的最佳结合 ，使宣传工作在配的宣传活动 ；大力开展对白军的宣传工作 。

［
２５ ］

合中心工作的斗争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

； 四是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 ， 中共对 白军的分化瓦

注重协调发展 ，

“

除了政治斗争的主题之外 ， 川 陕解与政治攻势亦是当时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 。 李

苏区的宣传工作还注重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敏与黄灿认为 ， 中 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 白军的策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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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工作 ，

“

扩大兵士运动与组织革命兵变 ， 是非常确 、针对性强 、文艺性强 、参与广泛 、 内外兼顾 ） 。

重要的工作 。 党必须利用一切工作机会进行这一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虽亦有不足之处 ，但

工作 ，对兵士应该有经常带猛烈的煽动性的宣传本文认为
“

其中宣传工作十分引人注 目 ，它的广泛

工作 。 党必须经过这些工作的切实布置 ，来组织开展极大地推动 了根据地的胜利发展
”

。

［
２８］该文

广泛的革命兵变
”

。 各级党组织通过加强对火线在对相关史料使用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大量利

白军的政治宣传 、 开展对 白军俘虏的政治攻势 、重用史料汇编及档案材料 、资料来源丰富 ，全面系统

视对白军亲属的教育引 导 、优待 白军投诚士兵和地论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 ，较大程度

白区专门人才等具体工作 ，分化瓦解敌军 ，壮大红地还原了宣传工作的本来面貌 。

军队伍 ，为夺取革命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 。

［ ２ ６ ］

，

在对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的研究成果 中 ， 以下

。

目前 ，学术界关于 ｊ
ｉ

｜陕革命棚地宣传工作
朱晓舟《川陕革命根据地

“

扩红
”

运动宣传试
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对红色报刊 、石刻 、歌谣戏

■〉首次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
“

扩红
”

运动进行了嶋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 的研究 ，其中不乏许多

雖 。 但能賊■同时 ，細減注意到川
＿＿部环■力下 ’ 开展扩大红军的宣传工

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中还存在着美中不
？ 。

足之处 ：第－ ，唐琼曾指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研
制定了构建川 民心 宣传？略 ’

冑 ，

“

在研究内容方面 ， 目 前采取宏观研究的 比较

多 ， 整 体 上 把握 比 较 多 。 微 观研究 欠 缺深人
川军阀部队的策反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该文跳”

［２９］第二 ，资料引用来源 比较单一 ， 多是中 国
出这样－个逻辑怪圈 ， 即提及

“

肃反
”

就往往联系、

共产党单方翻文件 、报刊等资料汇编 ，对于同时
到

“

肃反扩大化
”

，客观论述了
“

扩红
”

与
“

肃反 （清
細川军阀与国民党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相关

洗 ）

”

之间的关系 ：

“

如果说
‘

扩红
，

运动是
巧
陕苏Ｋ资料基本没有棚 。 且对宣传工作成效进行分析

在＿＿＿＿ ￡５力Ｔ Ｊｆ■
‘

自 救＿
’

； 那
时 ，只是简单地论述工农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而完

么对红军旳
‘

清洗
’

，则是为确保军队的纯洁性 、＠
全忽视了其他阶层的态度 。 第三 ， 关于川陕革命

止敌对分子混入红军而进行的
‘

巩固
， ”

。

［
２ ７

］

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中 ，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
工

处 ， 比如创办红色报刊 的种数 、石刻繊等 。 第
篇以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为题 目 的硕士学位

四 ，宣传工作中 的
“

宁左勿右
， ，

现象并未得到实事
论文 。 该文介绍了川陕革命職地政治 、经济 、＃

求是的认识 。 这就需要更多学者来关注川陕革命
事 、社会文化宣传内容』、结出宣传工作的三大巾

棚地 ，加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 ，

心任务是党的领导 、武装斗争 、 根据地建设 ，并分

析了宣传方式 （文字 、 口头与文艺 ）与特点 （主题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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