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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苏联战俘报纸的宣传 目 标 、

内 容及成效

王 学礼

【 内 容提要 】 为缓和战俘的 敌对情绪 扩大 苏联和社会主 义阵营 的 国 际影 响

力 ， 减少战俘在劳动过程中 的敌对和破坏行为
，
提高 战俘劳动效率 加深战俘对本 国

政治和经济状况的认识
，
提高战俘的政治 觉 悟 ，

加 强冷战宣传 ， 战后 苏联为各国 战俘

发行 了 报纸 。 报纸 由 苏联版 、 战俘祖 国版、 国 际 资讯版和战俘 营生 活版四 大板块组

成 。 通过战俘报纸的 宣传和教育
，
战俘逐渐认清 了 自 己的 罪行

， 对 苏联存在的误解和

偏见不 断 消减 ， 对 以 美 国 为 首资本主义阵营有 了 新的认识
，
劳动积极性和效率有所提

高
，

一些战俘回国 后为发展对 苏友好关 系积极活动 。

【 关 键 词 】 苏联 战俘 冷战 宣传 战俘报纸

【 作者简介 】
王学礼 年生

，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后

，
吉林大学 东 北 亚研

究 院讲师 。 （ 长春

二战期间苏联俘获并关押了 大量战俘 直到 俘报纸每周出 版一次 分成四个版面 ： 苏联版 、 战

年仍有一小部分战俘和战犯关押在苏联 并 俘祖国版 、 国际资讯版和战俘营生活版 。

最终于 年被遣返 回 国 。 战后苏联长期关 苏联时期有关战俘问题的历史档案一直处于

押外国战俘 如何改变战俘的敌视态度 ，减少敌对 保密状态 ，
苏联解体后才陆续解密 。 因此 国 内外

和破坏行为
；
如何提髙战俘劳动效率 最大限度弥 学界对苏联战俘报纸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 。 我们

补关押开支 如何使战俘了解本 国政治和经济状 试图根据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和相关研究成果
，

况
，
理解并支持本国进行的民主化改造

；
如何提髙 根据战俘报纸的 目 标和内容将其分成五个部分进

他们的政治觉悟 并保证
“

正确地
”

看待 国际社会

发生的各类事件 等等 。 这是战后苏联处理战俘 ① 年苏联遣返 的战俘人数共计 人
，

事务过程 非常紧迫 题 。 为此 ， 苏联

政府决定继续对战俘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和政治教 ：

育工作 ，
繊俘擁正是战俘反法麵宣传和政

治教育工作的 重要形式之一②
。 战后苏联为德、

“

° 、

日 、 罗 、匈等国 战俘发订的报纸分别是《在苏德 国 ② ：

一

战俘简报》 、 《 日 本报 》 、 《 自 由 之声》 和 《 自 由 之 ：

语》报 ，
战俘报纸一直发行到 战俘遣返结束 。 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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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论述 ： 苏联部分 、战俘祖国部分 、 国际资讯部分 、 就》 等为题 目
④

。 同时 ， 该版还对苏联经济重建进

战俘营生活部分 ，
以及结论部分 。 行了报道

，
典型 的文章有 《 战 争与苏联工业 建

设》 、 《 重建顿巴斯 》 、 《 阿穆尔河畔共青城》 、 《今
— 苏联部分 天的列宁格勒》等⑤

。 年战俘大量遣

返 回 国 ， 该版更是加强 了对苏联 的宣传和歌颂 。

苏联版是战后苏联战俘报纸的一个重要版 以 《 自 由之声》 报为例 ，
以 《计划 经济 比资本主义

面 其 目标和任务是 ： 宣传苏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经济更优越》 、 《社会主义大农业战胜小农经济 》 、

国家 ， 是国际和平 、 民主 、人民独立阵线的领导者
；

《 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 等 为题 的 文章

宣传苏联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劳动人民 利益的政 多次出现 。 此外 ， 该版还经常刊登苏联文学 、戏

党 是 以马列思想武装的进步政党 ， 它必将领导苏 剧 、 电影 、 音乐等经典作 品 ， 向战俘展示苏联丰富

联人民实现共产主义 ；
展示苏联在政治和经济领 多彩的文化生活 。

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证明社会主义制度 比资本主 从苏联版刊登的 内 容可以看出 该版意在证

义制度更科学 、文化更先进、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明苏联是一个强大的 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伟

更健康 ； 报道苏联发生的各类事件 ’ 并将此作为上 大的政党
，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 ， 苏

述论点的有力论据 通过社论 、宣传文章 、 纪实 联人民生活得非常幸福 苏联的文化最先进 ， 生活

文学 、简讯等形式 揭穿法西斯诋毁和污蔑苏联的 方式和价值观念最健康 等等 。

谎言 向战俘展现真实的社会主义 国家 进而扩 由 于苏联版内容丰富 ，宣传力度较大 ， 因此一

大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 。 些战俘逐渐改变 了对苏联 的原有看法 。 例如 ， 第

为实现上述宣传 目 标
，
苏联版刊登的文章多 号战俘营战俘根里赫 阿夫古斯京说道 ：

“

通

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 。 例如 ， 《 在苏德国 战俘 过报纸我们了解 了 苏联人的生活 ， 我们对苏联的

简报》 中 的苏联版以 《苏联是不可 战胜的 国家》 、 国家性质产生 了浓厚兴趣 。

”

战俘格尔别 尔特

《苏联是国际和平 、 民 主 、社会主义和人民独立阵 古利恰在信中 写道
：

“

报纸使我对苏联产生 了好

营的领导者》 、 《 联共 （ 布 ） 是新型政党 ， 是苏联人 感
，
报纸上关于苏联的材料给我 留下了 很深的 印

民不断取得胜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 、 《 列宁是布 象 。

”

但与此同 时 ， 由 于该版与战俘的关系 不够

尔什维克党 和苏联的缔造者 是伟大的 天才 》 、 密切 多是正面宣传苏联 而且很多文章 内容非常

《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 是苏联人民 和人 空洞 ， 偏离 了事实的真相 ， 政治 宣传色彩太过浓

类进步事业的领袖和导师》 、 《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 厚 。 因此 也有一些战俘对报纸 内容产生 了怀疑 。

越性》 、 《 苏联的文化最先进 ， 是最人道的 国 家》 、 例如 ， 伊尔库茨克州第 号战俘营的大尉瓦塔纳

《 苏联青年的生活 、学 习和工作 》 为题的文章多次

出现 。 此外
， 《在苏德国 战俘简报》 还对列 丁逝

纪念 、苏军建军节、 国际妇女节 、 五一劳动节 、

②

。

前 刊经常攻击苏联
， 战争爆发后 德 国报 刊更

卫国战争胜利纪念 日 、 十月 革命纪念 日 等重要节 是加大 了对苏宣传力度 。 参见

口 进仏 拟
、

货
近打 报 。

《 自 由之声 》报的苏联版在 内容上与 《 在苏德 ③ 。 。

热磁二二 谈 苗且 二碰 二
狐 遒歡 雜職棚絲概

国战俘简报》 基本相 问 ， 战后主要是旦传苏联社 传形成了鲜 明对比 。 战争細麵政府 曾在克拉斯诺达尔斯克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 、取得
参

的经济成就 、人民生活状况 、教育和科技成就等 内

容 。 刊登的文章多 以 《谁领导苏联》 、 《 联盟是最

高的 民主形式》 、 《 苏联的 国 民经济计划 》 、 《 苏联 ，

〃 一丄 ， 丄 — ， 、 、、 ④
的 国家银行》 、 《列 宁与集体农庄的形成》 、 《 苏联

的粮食产量》 、 《苏联的工资制度 》 、 《 苏联人 民 的 ，

居住现状》 、 《 苏联的 国民教育》 和 《 苏联的科学成 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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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说道 ：

“

我不相信《 日 本报》上的文章 ， 因为这些 少 日 俘改变 了
“

反共亲美
”

的态度 。 很多材料中

都是描写苏联和共产主义的 。

”

伊尔库茨克州第 都呼吁
：

“

我们要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

号战俘营的战俘莫里塔尼说道
“

我不相信《 日 阵线去推翻帝 国主义制度 我们要帮助 日 本人反

本报》 ， 因为内容只有 是真的 ， 其他都 对美帝
”

。

是骗人的
”

。 有些人甚至是通过暗 中抵制 、 恐吓
《 自 由 之语》 报中 的 匈牙利版主要报道匈牙

以及人 身 攻击 的 方式 来表达 对 《 日 本报 》 的 利 的新型 民主形式
， 刊登拉克西 以及匈共其他领

不满 导人的言论 ，介绍匈牙利 国 内政治新形势和新任

务 。 很长时 间 土地改革一直是这个版的 主要 内

— 战俘祖国部分 容 。 年上半年报纸主要报道三件大事 ：
第一

是匈牙利共和国 的建立
； 第二是由 于 民主力量的

战后苏联战俘报纸 中均有关于战俘祖国 的版 团结
，
与反对派的斗争不断加强 ；

第三是匈牙利人

面 《在苏德 国 战俘简 报》 中有德国 版 ， 《 自 由 之 民正在争取和平⑤
。 年报道 了 年匈牙

声》报中有罗 马尼亚版 ， 《 自 由 之语 》报 中有匈牙 利革命在匈牙利民 主斗争中的重要意义 。 在劳动

利版 《 日 本报》 中也有关于 日 本的版面 。 该版的 党统一代表大会召开期间 报纸全面报道拉克西 、

宣传 目标是 ： 让战俘了解本 国发生的重要事件
，
鼓 萨卡 希奇 阿尔 帕德 、 法尔卡什 米哈依的讲

励战俘积极关注并参与本国 的 民主化改造进程 ， 话 。 该版在动员群众与反对派斗争和加强苏匈

支持本国进步政党与资产阶级斗争 ， 使战俘相信 友谊等方面做了 彳艮多努力 。

苏联的外交政策对该国有利 ， 将战俘培养成苏联
《 自 由 之声》 报的 罗 马尼亚版刊登的 内 容主

的朋友 。 同时 ， 出于冷战宣传的需要 ， 该版还时常
要是宣传罗 马尼亚共产党在国 家独立 、 建立新政

攻击 国为首西方阵营 。 当然 ， 针对具体情况 府 、进行民 主化改造
，
以及在经济和科 、 教 、 文 、 卫

的不同 各国战俘报纸类似版面的宣传重心也 事业发展 中起到 的作用 ，翻苏联对罗马尼亚的

一

巨大援助 ， 以及罗 马尼亚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心

在苏德 国战俘简报》 中的德国版
，
其 目縫

纖程 。 呼吁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要争取
揭露希特勒罪行 ， 宣传苏 占区进行的 民主化改革 ，

罗马尼亚的经济和政治独立 ， 与英美资本主义决

裂 拒绝马歇尔计划 发展罗苏友谊 ，
巩固罗马尼

行 的是反动政策 ， 介绍德 国共产党的 主张和 民 主

建 国 等 。 该报以 《希特勒 的罪行》 、

可以看 出 ： 针对各国国情和宣传 目 标的不同
，

各 国战舰纸中该版的 内容也存在舦差异 。 由

？ 于该版内容与战俘的联系较为密切 ’ 战俘多对祖

概觀； 关丨 ， 目鮮纖俘職版是持肯

定态度 的 。 例如 年 月 德国战俘林德拉尔

耐 日 本 》 巾的滅細腿大力揭賴

国军事 占领 日 本的罪恶 ，反映美 日 资产阶级合流 ，

一
、 丄 ， 丄

①

互相勾结 企图将 日 本变为新的 战争策源地等情

况 。 《 曰 本报》 上时常刊登类似的文章 《新型 民
芝 ？ 几

主方针 》 、 《 日 本人民正在挨饿》 等③
。 许多文章 中

都充满了这样 的 口 号 ：

“

我们 回 国后
一

定要 团 结

成有力的无产阶级阵线 ， 推翻帝国主义制度 ， 我们 。 。 ；

⋯ 、
、

，

—

；

将抵制美帝 国主义对 日 本 的所谓援助 。 在

年朝鲜战争期间 ， 《 日 本报》刊登了 大量介 ⑤ 。 舰。

绍中 国人民志愿军打击美国侵略者的 内容 ， 令不 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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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 了解到德国 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 ，
以 的 巴黎外长会议 年 月 在华沙召 开的第一

及各占领国对待德国人民 的态度 现在我们 能够 届 国际劳动青年大会 年 月 美国召 开

对德国发生 的 事件作 出 独立的判断 。

”

克拉斯诺 的文化活动家大会 年 月 在米兰召开

亚尔斯克边疆区第 战俘所的战俘乌耶穆拉 萨 的第二届世界工会代表大会 ， 年 月 在

托指出 ：

“

最初我不相信报纸上的内 容
，

但通过对 布达佩斯召 开的第二届世界 民 主青年联合会 ，

苏联和 日 本很多事情的 了解 ， 我发现《 日 本报》 刊 年 月 在莫斯科召 开 的全苏和平拥 护者大

登的关于 日 本的情况是真实的 。

”

当然 也有一 会等国内外会议进行了大量报道 。

些战俘不相信该版的 宣传 ，认为 只是苏联的红色 而 《 自 由 之声 》报主要刊登各国情况 ， 如英 国

宣传 。 例如
，
哈 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第 号战俘营 的失业 ， 美国 的经济重建

，
世界人民肃清法西斯残

的哈拉中尉和奥加马大尉不允许他们手下的士兵 余等 。 呼吁战俘为民 主世界努力 ， 形成全世界爱

读报纸
，
认为报纸对 日 本国 内政治 和经济情况报 好和平民族的联盟

， 与英美帝 国 主义决裂 。 号召

道的不真实 。 伊尔库茨克州第 号战俘营的富德 大家共同抵制马歇尔计划 ， 宣称参与马歇尔计划

济瓦拉少尉毒打了 军官亚马贝 ， 因 为他在劳动 之 的国家形势急剧恶化 。 展示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

余进行了集体读报②
。 类似 的情况在其他战俘营 成就

，
展现人民 民主国家的团结互助 ， 揭露资本主

也存在 。 义国家劳动人民 的疾苦和经济危机 。 反映殖 民地

国家和非独立 国家的 民族解放运动
，
宣称以 苏联

三 国 际资讯部分 为首 的 爱好 和 平 的 国 家正 在为 世 界 和 平而

斗争⑦
。

战俘报纸中 国际资讯版的宣传 目标和任务主 从国际版的宣传 目 标和 内容可以看 出 ， 该版

要是 ： 让战俘了解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 ； 帮助 带有浓厚的冷战宣传战 的色彩
，
将两大阵营之间

战俘正确理解和评价苏联的外交政策 ； 揭露英美 的较量体现得淋漓尽致 ，
呼吁 战俘支持社会主义

帝国主义阵营的对外政策 展示以苏联为首的世 阵营 与资本主义阵营展开对抗 。 该版对战俘的

界反帝国主义民 主阵营的 实力和潜力 ； 描述世界 思想转变起到很大作用 ， 很多 战俘对世界局势有

两大阵营的较量 指 出 民主阵营必将胜利 ； 揭露西 了全新认识 。 正如 号劳动 队的一些 战俘发

欧存在的人民叛徒和英美帝国 主义 的走狗 ；
指 出 表声明 ：

“

我们是忠诚的爱 国者 坚决反对纽约和

资本主义国家、 殖民 主义国家及其附属 国 的劳动 伦敦的战争贩子 。 我们坚信社会主义苏联是真心

人民正在觉醒 将战俘培养成民 主阵营的一分子 ， 热爱和平的 国家 ， 我们要与苏联一道为世界和平

成为反抗帝国主义 、反动派和战争分子的斗士③
。 事业努力奋斗 。

”

号战俘营 名 战俘

以 《在苏德国战俘简报》 为例 ， 该报发行期 间 在声明 中 写道 ：

“

我们无论什么 时候都不会去反

国际资讯版共刊登了 篇材料 ， 包括 篇 国 对社会主义 如果帝 国主义侵略苏联 ， 我们就加入

际局势述评 篇关于某些问题的文章和简讯 。 苏联军队抗击侵略者 ， 因为苏联的胜利是劳动人

此外还刊登 了一些照片和 漫画④
。 例如 ， 年 民对剥削制度的胜利 。

”

月 曰 《在苏德国战俘简报》转载 了 月 日

《真理报》 的社论《 丘吉尔用 战争威胁苏联》 ， 而下
一

期就刊登了斯大林关于丘吉尔富尔顿演说的讲

话 。 年巴黎和会期间 ， 报纸刊登了外长莫洛

托夫《关于德国命运 以及与德国缔结和平条约问

题》 的声明 ， 以及莫洛托夫 《关于巴黎外长会议结

果》 的声明 ， 此外还有 篇述评和文章⑤
。 此外 ，

④

该版还对 年 月 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 ：

；

议 年 月 召 开的伦敦外长会议
， ？

抓

殳
，

⑧ ’

年 月 华沙 国外长会议 ， 年 月 召 开 ⑨ 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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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小 品和小说等作品刊登在报纸上 。 在 年

四 战俘营生活部分 普希金逝世 周 年之际报纸还出版了 文学增

刊 ， 介绍诗人创作的意义 、 生平 ，
以及伟大进步思

战俘营生活版的任务主要是 ： 宣传苏联利用 想家别林斯基 、赫尔岑 、 车尔尼雪夫斯基 、 高尔基

战俘劳动的合理性 ， 鼓励提高战俘的劳动效率 ； 协 等对普希金的评价等③
。

助政治处组织和开展战俘反法西斯宣传和教育工 此外 该版还刊登了战俘营的 呼吁书 呼吁战

作 提高战俘政治积极性
；
通过具有高度思想性和 俘揭发检举战犯 ，

揭露其战争罪行 。 例 如 ，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剧本 、诗歌和小说等作品感 年第二期该版刊登了第 号战俘营 的呼 吁书 ，

化战俘 丰富战俘营的文娱活动
；
鼓励战俘参与政 还刊登了一些战俘对呼吁的回应和评论 。 在该报

治活动
， 征集并刊登战俘对各类政治事件的呼吁 、 发行期间 战俘营生活版刊登的材料如下 关于战

决议和评论文章 。 俘生产劳动 的简讯 篇 ， 关于现实政治问题的

以 《 在苏德 国战俘简报 》 为例
，
刊登战俘生 文章 篇 ， 关于战俘营 内反法西斯教育工作的

产劳动情况是该版的重要内容 。 由 于最大限度 文章 篇 、决议和呼吁 篇 ， 关于战俘营 内文

地利用战俘劳动 ， 弥补关押开支 ， 因 此动员 战俘 化工作的文章 篇 关于青年工作的文章 篇 ，

积极劳动 ， 提高 劳动效率就成为战俘报纸的
一

遣返者的评论和关于遣返的简讯 篇 ， 有关德

个重要宣传 目 标 。 为此报纸 向 战俘讲解 ， 劳动 苏友谊的材料 篇 。 该版 年分别

是光荣的 ， 完成劳动任务是政治进步的表现 ， 不 刊登 、 、 和 篇
■

材料 。

仅可 以获得更多食品 ， 还可 以 获得提前遣返的 而 《 自 由 之声 》报该版刊登的文章大致可 以

机会 。 年年初报纸开始刊登优秀劳动 队和 分为两类
，

一类反映战俘生活和生产劳动
，
呼吁

劳动者的 劳动 成绩和光辉事迹
，

年 以 后报 战俘遵守纪律和卫生 ， 更好地学 习 和劳动 ， 利用

纸在报道战俘劳 动竞赛的 同 时 ，
还将竞赛与政

被俘时间成为祖国 需要的人 。 第二类是从战俘
治联系起来 ， 认为 劳动突 出就意味着政治积极 。

营和反法西斯学校收到 的关于苏联 、 罗 马尼 亚

年春报纸开始刊登 《 光荣榜》 ， 将各方面表
和国 际局 势的文章 ， 参观某些企业 、 农场 、 文化

突出 ■字列 人光 生产
场所后的感想等 。 意在使战俘相信苏联是世界

者的 肖 像刊登上去 ， 甚至将画像刊登到报贿
上最美好 的 国 度 ：资本主义 国 家之前 的 宣传都

页 。 该报发行期 间共刊登 多张 画像和几千 、

污胃
“

名优秀 战俘 的 名单 。 此外 ， 该版还刊登有关战

’ °

俘营的生产代表会议情况 ， 战俘提出 的合理化
；

建议等材料①
。

“

该版的 另一个重要 目 是
，

俘
笔者认为 ， 从 战俘反法西斯宣传和 政治教

育的 角度来看
， 战后苏 联为外 国 战俘发行报纸

？
縛必要 。 因 为 在被俘前 ，

战俘接受的 多是法

西斯宣传和教育 对苏联存在误解 、 偏见甚至是

敌对情绪
’ 认为苏联是虐待和 屠杀 战俘 的红色

法 。 同时 ， 该版还刊登有经验的 战俘旦 传家 的
趣 里 工

文章 分享其宣传经验 ’ 转载政治处领导关于反
军 、

法西斯委员会作用和任务的进步文章 。 四棚

间擁为战俘营积极分子开展批评与 自 我批评
，

做了大量工作②
。

— ⋯ 一
① 。

同时 该版对战俘营开展具有髙度思想性的

文娱活动起到了 积极作用 。 首先 ， 报纸征集 了战

俘编写的 大量剧本
，
并将优秀剧本 、 歌词 、 乐谱 、 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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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安全构成很大威胁 。 战后初期 以美苏为首 的 第三
，
战俘报纸是苏联冷战宣传的

一

个重要

两大阵营仍然在争夺势力 范围 ， 苏联支持的 亲 组成部分。 报纸报道国际事件和两大阵营之间 的

苏共产党政权在东欧 国 家执政
，

以及进行的 民 较量 ， 宣传以苏联为首 的世界民主和反帝国 主义

主化改革有必要让 战俘了 解并 获得其支持 ， 进 阵营必将胜利 ， 揭露美英帝国主义政策的本质 教

而加深苏联与 战俘祖国之间 的友谊 。 冷战爆发 育战俘成为和平拥护者和民主斗士 。 战俘已经成

后苏联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 ， 苏联试 图 获得 战 为苏联对外宣称的重要媒介和工具 ， 通过遣返战

俘的支持 ， 壮大社会主义阵 营的力量 ， 对西方的 俘达到政治宣传 目 的 。 通过 国际版更为直接地

宣传攻势予 以 还击 。 此外 ， 作为 弥补战争 损失 对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阵营进行舆论攻击 批评他

和战俘
“

赎罪
”

的重要形式——利用 战俘劳动 的 们要发动新的战争 。

效率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并不髙 苏联有必要讲 第 四 ， 战俘报纸促进了 战俘反法西斯宣传

解战后利用 战俘劳 动 的合理性 。 在这种 情 况 和政治教育工作 的开展 。 例 如 ， 年 月 之

下 ， 战后苏联为 战俘发行报纸 ， 进行有针对性的 前 《在苏德国 战俘简报 》刊登的文章 中 有 篇

宣传显得非常必要 。 符合战俘政治学习 小组学 习活 动的选题计划⑦
。

战俘报纸的影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 正如第 号战俘营的积极分子所说 ：

“

我们经

方面 第一

，
战俘报纸促进了 战俘劳动效率的提 常利用报纸上 的进步文章开展政治 工作 报纸

髙 。 报纸使战俘认识到他们对苏联犯下的罪行
， 刊登的材料有很强 的指导意义 。

”

第 号战俘

指明在战俘营努力劳动是其赎罪的唯一途径 。 通 营的 战俘也写 道 ：

“

我 们非 常感谢报纸 ，
因为 没

过阅读报纸很多 战俘改变了 劳动态度 ，
劳动积极 有报纸我们 的政治工作无法开展 。

”

通过报纸

性和效率明显提商 。 正如战俘格尔别尔特 古里 宣传 ， 反法西斯学校和培训班培养 的反法西斯

奇所述 ：

“

报纸使我意识到 了参加法西斯军队是 积极分子人数逐年增多 。 通过组织集体读报

可耻的 ， 积极劳动 、 弥补战争给苏联造成的损失是 和召 开读者大会 ， 战俘的思想观念发生 了变化 ，

我唯一的赎罪方式 。

”

第 号战俘营格尔别尔 一些战俘开始揭 发和检举战俘 中 的秘密警察 、

特 古恩特也在信中 写道
“

通过报纸我们学 习 党卫军分子 、 纳粹党员 、 残暴分子 、 伪装者 、 偷窃

到了优秀生产者的劳动经验 ， 报纸使我们的劳动

效率不断提髙
”

。 同时 ，
战后战俘劳动效率的统 年战俘平均劳动效率分别为 、

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年战俘的 平
‘ 鋒

’
艮 年之前绝热■鮮驗雌細細壬

头 込 ‘

料 千 《 仔的 卞
务 。 参 见 腿

均劳动效率分别为 、 、 和
② 。

一

第二
，
战俘报纸有 助 于改变战俘 的敌视态 ，

从丄廿 丄 、
④ 摘 自 《 自 由 之声》 报第 期 。 参见 如哪声仰

度 ， 扩大苏联的影响力 。 报纸通过对苏联共产

党 、 国家制 度 、 宪法 、 外交政策和 经济成就等进

行全面报道 ，
逐渐改变 了 战俘对苏联的误解 、 偏 ⑥ 年 月 丘吉尔发表

“

铁幕
”

演说之后 莫斯科对

眇 说饰科龙 胜立 输 甘 本

“

同盟
”

渐渐失去 了 信心
， 苏联 的对外宣传随 即出 现转折 。 在苏

见和敌视态度 ，

一些战俘对苏联产 生好感
， 甚至

联社会中美国的形象逐渐发生 变化 年秋天 开始 出 现 了第

成为 了苏联的朋友 。 正 如战俘鲁帕什库 孔斯
一批反美宣传画 加大了反美宣传力度 。 年年末 随着 同盟

■它省
‘ ‘

舰旦油砧 昍亡 —右 抽 羊油
瞧

’
細議難翻繼 随■

’贼議
坦金写道 ： 报纸是我们的朋 友 ， 匕 有助 于我们 越来越浓厚 。 在这种大背景下 战俘的政治宣传 作也不免会染

了解富裕的苏联 ， 感谢苏联政府和人 民为 我们
参见

。

发行报纸 。

” ④ 其他战俘也有类似的 目 论
“

报纸 ：

开阔 了我们的视野 ， 使我们对伟大 、 人道、 充满活

力 的苏联有了全新的认识 苏联是一个已经消除

了剥削和压迫的文明 、 进步 、 和平 、友好的社会主 在整个 押期间 参加过有组织 的反法西斯培训班和反

义国家 ， 报纸使我们有机会接触马克思 、 恩格斯、

西斯 学 校 的 战 俘 达 人 。 参 见

：

列宁等人的思想精髓 。

” 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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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怠工者等 。 难度 。

第五 ， 战俘报纸 是战俘了解 祖国 、 增进对苏 〔 本文 系 教育部 青年基金项 目
“

苏联改造战

友谊的重要渠道 。 战俘报纸为 战俘了解 祖 国提 俘 的 方 法 及 成 效
（

”

（ 项 目 号 ：

供了可能 使他们有机会关注本国局 势 ， 为战俘 的 阶段性成果 。 〕

归国后尽快适应祖国 环境起到 了重要作用 。

一

（ 责任编 辑 张昊琦 ）

些战俘 回 国后 很快就融 入 了 新环境 ， 为加 强该

国与苏 联 的 友好关系 作 出 了 贡 献 。 例 如 ， 遣返

回苏 占 区 的 德 国 战俘 ， 尤其是反法西斯学校毕

业 的 战俘 ， 约 有 加 人 了德 国 统一社会党 。

另有
一些战俘归 国后成为 了德苏友好协会的成

员 ， 积极地投身于协会工作
一些罗 马尼亚 战

俘归 国后从事宣传 、 政治 和教育 等工作
， 对苏罗

友谊的 发展作 出 了 较大贡 献 。 例如 ， 边杰尔
▲

孔斯坦金在 罗 苏友 好协会任职
， 温古 里亚 努

瓦西里在罗 马尼亚劳 动党 中 央委员 会教育部 门

工作 斯派马 孔斯坦金 担任 罗 马尼 亚 内务部

军官政治学校校长 一些 日 本战俘也改变 了
”

“

反共 亲美
”

的 态 度 ，
逐渐 向 社会主 义 制 度 靠

拢 ， 年 遣 返 回 国 后 开 始 宣传共 产

主义思 想 ， 并千 方百 计地 为 克 格 勃 提供 日 本

情报③
。

总之
， 战俘报纸有助于战俘

“

正确
”

看待各类

政治事件并作出积极评价 ， 逐渐摆脱法西斯及资 。

产阶级意识形态 的影 响 ， 相信苏联及其社会制度
② 。

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 ， 有力地 回击了西方 的反

苏宣传和舆论攻击 。 很多战俘对苏联充满 了感激
③ °

之情 在整个关押期间德 、 日 、 罗 、匈 、 奥等 国 战俘 ，

寄出 了 多封感谢信 ， 在这些信件上签名

有 名 战俘 。 例如 ，
日 本战俘送给斯大林

⑤
一

‘

长 米 ， 由 万 子母组成 的 大型条
；

幅 表达了对苏联政府及斯大林个人的感激之情 ，

有 名 战俘签字 虽然他们 的
“

进步
”

言 一

：

行存在伪装嫌疑 其真实程度值得怀疑 ， 他们主要
⑦ 为 ：

的 应 纟

’

年苏联 内务人民委员会战

是希望通过
“

良好
”

表现获得较好的住宿条件 、更 俘和被拘 留人员事务管 理总局在余下的 战俘中 开展 了 大规模的

办 八 丨 、 ， 八 免 人 ⑴
教育工作 。 例如

，
出 版 了 两卷本 的 《 在苏德 国 战俘 》

一 书 。 此外
多的食 和奖金

， 以 及提 目 遣返 的机会⑥
。 个别 还授意战俘进行艺术创 作 了数百部 战俘创作 的话剧

、 中 长

战俘归 国后 以 回忆录的形式 ， 披露 了他们在苏联 篇 小 说 、 轻 歌 剧 、 水 彩 画 等 。 参 见

：

战俘营的艰难处境
一些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回

国后 根本不 与苏 联联系 ， 更不愿为苏 联政府做

事 。 但通过战俘报纸进行宣传至少使一部分战 爪

⑧ 例如
，

年代末
，
苏联 驻联邦德 国 和 日 本的情报机关得

到了与他们 当中数 十人进行接洽 的指示 。 苏联情报机关挑选 了

会主义制度 。 多数战俘在表面上对苏联表示友好 ‘
有的人报了警 。 参见

〔 俄 〕 姆列钦
： 《历届 克格勃 主席的命运》 ，

新

和顺从 ， 大大降低了 苏联政府组织和管理战俘的 华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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