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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logan is a common carrier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of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paganda during the An-
ti-Japanese War. The slogans of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were combed from the four as-
pects of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affairs, and social life, and the main features of it at that time 
were summarized. The slogan of this period kept up with the theme of the times and reflected ac-
tual needs; it is very programmatic and motivating. And it has greatly mobilized many social 
forces and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These are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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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标语口号是思想政治宣传中的常见载体，在抗日战争时期，受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标语口号成为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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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的重要形式。本文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四个方面对抗日战争

时期的标语口号进行梳理，概括出当时标语口号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标语口号紧跟时代主题，反应

现实需求，具有很强的纲领性和鼓动性，极大地动员了多方社会力量，推动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这

对新时代如何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有着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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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号是“为达到一定目的，实现某项任务而提出的有鼓动作用的简练明确的语句”[1]，标语则是“用

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2]，口号多是用来呼喊，而标语则是书面化的口号。中国共产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注重标语、口号的宣传工作，打造的一系列宣传标语。“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宣传，

即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文字的、简洁的、醒目的形式，在户外发布的，富有纲领性和

鼓动性的句子”[3]。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述求明确、富有教育意义的标语口号在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

育及共产党的理论宣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抗日战争增添了助力。 
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标语口号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亲切地称之为宣传工作的“小形式”[4]。

抗日战争时期口号和标语是有时代标志的宣传语言，极富有感染力，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激发民族斗争意

识、弘扬民主精神的重要手段，标语和口号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标语口号宣传了党在抗

日战争时期的纲领、政策、立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得益于在民众对其的认可，同时也为

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对标语口号的评价很高，认为“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动员群众到

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是“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

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5]。 

2.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宣传标语口号的内容 

2.1. 政治方面寻求独立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而取得胜利的

全民族抗战。在这场艰苦的战斗中，标语口号如同党的旗帜，在人民之中传播着党的纲领，是党的政治

宣传号角，在领导人民、团结人民、号召人民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有众多反帝反日的标语，例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走狗”等。还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

持进步，反对倒退”。党的这些标语口号中积极地反映出当时坚决抵抗日军的政治立场，国民党也从早

期的“反蒋抗日”，逐步转变为“逼蒋抗日”，到最后的“联蒋抗日”。 
我党在与外敌斗争，积极寻求解放的同时也注重政党理论的宣传，如《解放日报》1943 年 8 月 25

日刊登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为人民服务”口号也是那一时期提出的，1944 年 9 月，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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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在追悼张思德会上首次提到：“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

评指出。”[6]“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是我党

长期以来坚持的行动指南，直到现在仍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得到了历

届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全体党员的继承和发展。 

2.2. 军事方面要求胜利 

在革命战争年代，标语口号是传达一支队伍行动理由和目的的良好载体，好的标语口号使的民众可

以更好地了解接受一支队伍，做到“师出有名”。好的标语口号还可以激发群众心中的爱国之情，积极

投身革命，拥护革命队伍。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紧张局势，表明政治立场、动员全民参加抗战的标语、口号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

“万万火急，全国同胞们，形势万分紧急了！”“只有抗战才是出路”，还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

华民族解放万岁！”等，这些的标语口号为中华民族全民总动员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这为后来富起来和强起来提供了可能，也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基础。 

2.3. 经济方面力求生存 

毛泽东在 1939 年的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对于当时的时局做了分析，客观的意识到当时根据地经济的

紧张，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随后，各根据地依照号

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3 年 10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

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免除苛捐杂税”、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之类的标语让大众了解了党的政策，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在物质匮

乏的时期做到了不给人民添负担，并为人民谋福利。 

2.4. 社会生活方面积极引导 

在文化方面，由于广大群众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物质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共产党提出

“反对重男轻女的恶社会”“实行男女平等自由”“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打破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

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同时宣传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如“回番汉一律平等”、“回番汉穷人是一

家人”。 
除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国内战争形势、文化普及知识外，在战争年代一些最基本的防空、防毒知

识也很重要。1937 年 11 月出版的日本刊物上刊登了山西平定城内的标语照片——“毒气来时站在高处

或对着风走”、“敌机投弹躲到地洞里去，或躲到床下与桌下去”等，教无辜群众将损失降到最低。除

了标语、口号宣传，共产党还开办了夜校、政治学校、识字班等鼓励人们积极学习。 

3.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宣传标语、口号的特点 

3.1. 宣传标语口号凸显时代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华民族岌岌可危，外部列强环绕、日寇大肆入侵；国内

派系林立、军阀混战，内忧外患，中华民族的独立走到了最边缘的地步。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标语口号，

往往比别的时期更具时代特征，目的更为强烈。 
“七·七”事变以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高呼：

“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日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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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时，共产党又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宣

传标语。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标语都与党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所要进行的革命任务紧紧相关。 

3.2. 宣传标语口号简单通俗，易于传播 

这个时期宣传标语的通俗易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标语所用词汇简单，并不包含复杂词汇。

宣传标语的对象主要是根据地的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农民的知识水平低，甚至大多是文盲，因此简单的

词汇对于他们来说易于接受，这些标语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需要多加解释，广大群众很容易学

会。二是标语也与当地的方言结合，标语与方言的结合可以大大增强群众的情感共鸣。标语生动形象地

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使得这些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如东北抗日联军在与日寇长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创编的战斗号角《劝东北的青年歌》中写到“亲爱的东北青年们生死在眼前，武装起来吧，反对参加

世界战，……，干干干，全都干，不灭日寇心不甘，夺回祖国的好河山，团结起来誓抗战。”激发了东

北人民群众不愿当亡国奴，积极参加抗战的革命斗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3.3. 宣传标语口号围绕具体革命任务展开 

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党对抗日战争政策的宣传上，在各抗日根据地，每个村的墙上都写满了标语口

号。当地农民形象地说：“只要八路一进庄，方针政策写满墙。”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使人民

群众意识到国难临头的危急，激发起斗志，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抗日队伍也不断扩大。 
如川人踊跃参加抗战的标语：“还我河山”“抗战到底”“你不当兵不嫁你，留你一世打单身”“锄

头给我，你拿枪去”“好儿郎就是要抗敌沙场”。在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当年 9 月，30 万川

军分三路奉命开赴抗日前线。300 万军人，意味着当时在战场上，每 4 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川人。相比

第一批成建制作战的 30 万川军集团军，这 300 万人被分散到全国各个战区，甚至远征印缅。随着四川成

为抗战期间的大后方，四川人民不仅要为前线提供粮食、赋税，也要为各个战场上损失的兵力补充兵员。 
这些标语口号大大激发了民众参军、抗战的热情，引起共鸣，让人民群众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

害，才会积极主动地参加到战争当中。“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口号，就是根据地妇女

支持抗战的真实写照。从历史资料初步统计看，晋西北的岢岚、太原等地妇女，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做

鞋 23.98 万双，缝衣服 9.9 万套，做袜子 1.47 万双，子弹袋 3.07 万条、饭包 3648 个，洗衣服 53.68 万套

[7]。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保家卫国”等有强有力口

号宣传，最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4.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宣传标语、口号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的启示 

4.1. 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要“因时而进” 

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工作中“因事而化”就是要让宣传体现群众诉求。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宣传工作

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所属时代和需求的集中体现，所以宣传的内容要与社会发展同向而行，要

能正确的反映社会环境，呼应社会发展要求。抗日战争时期的标语、口号宣传紧紧围绕了那一时期的革

命任务，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能够对革命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 
要做到“因时而进”，首先要做到顺应社会发展，宣传内容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跟随着社会的

不断进步而发展，不断更新。其次，要符合客观实际，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为目标，既不能夸大实际超前

宣传，也不能滞后于时代，削弱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4.2. 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要“因势而新” 

群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宣传工作要“因势而新”是指要坚持群众视角，让宣传内容可以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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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所接受，达到受教育的目的。宣传是面向广大群众的，宣传的特点在于要让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

对所宣传的观点、看法表示认同，从而调整自身的言行。 
而要做到被接受，首先要让宣传内容调整为可以被接受，就是要坚持群众视角，了解群众的认知特

点和和需求，设计让宣传内容更加贴近群众，在容易读懂的同时也容易受感染，使受众对宣传内容产生

认同感，将接收的到信息内化。 

4.3. 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要“因事而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工作中“因事而化”就是要让宣传体现群众的利益述求。马克思说过：“思

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8]，人是有思想的，而思想反映着人们的现实需求。思想政治教育

宣传工作就是要通过一定的载体，让受众产生认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受众的需求，人们往

往只关注自身需要去关注的事物，如果宣传内容符合受众的利益需求，往往会激发主观能动性，提升教

育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的标语口号内容十分丰富，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就是因为这些标语口号在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的同时，结合了群众的利益述求，将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追求联系在了一

起，所以得到了强烈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宣传的过程中要有群众意识，了解群众的心理，

注意群众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富有成效，才可以让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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