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责任编辑：刘秀娟 电话：（010）65389071

电子信箱：xinzuopin@vip.126.com

2016年6月13日 星期一

第7期（总第130期）

毛泽东：
最早定义红军长征意义的人

“长征”一词，自唐宋以来均有文人骚客或史家吟唱使用，

李颀《古意》诗曰：“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王昌龄《出塞》

诗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在中国古代诗

歌里，长征的意思也只是指长途旅行、长途出征而已，使长征

真正成为“世界语言”，成为“英雄创世纪”，成为一种人文精神

的，还是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得益于毛泽东。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长征”的意义

作了如下评述：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

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

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

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

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

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

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

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

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

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

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

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

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

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

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

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

不可能设想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

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

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

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但是，“长征”作为一个革命的名词，最早并非出自毛泽东

的笔下。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说：“红军万里长

征，所向势如破竹。”这是中国革命文献中，第一次把自1934

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于10月份开始撤离根据地

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大撤退行动，定义为“长征”。这份红军的

布告署名为“红军总司令朱德”。据说，其起草者是时任红军总

政治部宣传部《红星报》主编的陆定一。但发布这样的布告，肯

定也是经过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认可和批准的。

长征，就这样进入了历史。但在这个时候，除了中国共产

党人，人们对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和想象，依然停留在被国民

党政府所塑造的“赤匪”，“共产共妻”，“毛泽东是无知的农民”

或“半死的肺病患者”……世界，对长征更是一无所知。

那么，世界究竟是如何知道这个传说的呢？

陈云：
最早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人

如果要问第一个向世界报告红军长征的人是谁？我想，一

般的读者绝对不会想到陈云。说起陈云，稍为了解中共党史的

人，都知道他是中共的“红掌柜”，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1935年6月，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在中央红军攻占

泸定桥后，受命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秘密回到

上海。他要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

的联系，同时努力恢复白区党的工作，使白区工作能与红军的

斗争相互配合。8月5日前后，陈云与陈潭秋、杨之华等同行，

离开上海。他抵达莫斯科的时间是8月20日，共产国际“七

大”刚好也在这一天闭幕。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听取了陈云所作的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直到60

年后的1996年，陈云所作报告的俄文记录稿才在俄罗斯国家

档案部门找到，文件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

（1935年 10月 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系陈云的化

名。报告中，陈云把长征称作“西征”。这是有关长征的第一

份报告。

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的日子里，陈云

整理完成了在上海就已经动笔撰写的长征回忆录《随军西行见闻

录》。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化名“廉臣”，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

民党军医的身份，以第一人称详细生动地叙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

出发、行至贵州的传奇经历。1936年1月底2月初，《随军西行见

闻录》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吴玉章、李立三等人编辑、在法国巴

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第一次公开向世界宣传长征。同年7月，

《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图书（64开本）在莫斯科出版发行。以

此为标志，世界上第一部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问世。陈

云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报道长征的人。

1938年1月，因经费困难，《全民月刊》停刊。中共在巴黎

主办的另一份最有影响力的海外报纸《救国时报》，便将陈云

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与该报连载的杨定华（即邓发）所著

《雪山草地行军记》（1936年12月28日至1937年6月25日）、

《从甘肃到山西》（1937年7月5日至1938年1月20日），三篇

文章合集为《长征记》出版。毫无疑问，这部《长征记》应该是系

统、完整地叙述长征历史的第一部单行本图书，更为重要的

是，两位作者陈云和邓发均是长征的亲历者，其史料性、文献

性和真实性无与伦比。不久，《长征记》的俄文版由苏联国家政

治读物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32开，80页，封面图片为长征路

线地图，收入周恩来、彭德怀和红军照片10幅，正文收入标明

红军根据地和长征路线图的地图一幅，并配素描插图两幅，十

分罕见。笔者有幸购得俄文版一册收藏，估计在国内也是惟一

的一本。

薄复礼：
最早口述亲历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第一个向英美等西方国家口述自己

亲历长征故事的人，是一个名叫鲁道夫·艾尔弗雷德·博斯哈

德·勃沙特（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的英国籍瑞士

传教士。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

1934年10月1日，是薄复礼来到中国第12年的纪念日。

巧也不巧，偏偏在这一天，他和妻子露茜在完成“复活”祈祷活

动之后回家的路上，遭遇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以

“间谍”之名“逮捕”。随后，他“吃尽了他一辈子也没有吃过的

苦”，跟随萧克、王震等一起行军，前后共计16个月560多天，

成就了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

薄复礼被释放后，在昆明疗养的日子里，在妻子的陪同

下，把自己在红军部队的经历，口述给他的朋友利德尔等热心

人士，整理出了一部回忆录。1936年8月，当贺龙率领的红二

军团和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刚刚完成整编合成红军第

二方面军，继续艰苦跋涉在长征路上的时候，薄复礼的回忆录

“The Restraining Hand”（《神灵之手》），交给了英国伦敦哈

德尔和斯托顿公司（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于12

月出版，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故事的图书。该书出版

后，在英国引起较好反响，很快再版，第二年被译成法文在瑞

士Editos Emmaus出版社出版。

在书中，薄复礼如实记录了红军的行动，并在《自序》中感

谢在红军长征途中的“被捕”经历。1939年，薄复礼夫妇辗转

美国、加拿大、日本，再次返回中国贵州，回到被红军逮捕的地

方进行传教。后来，他十分真诚地对教友说：“别的外国传教士

都怕共产党，我就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见

到过的红军，就不用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我之所以要回国，主要是新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国际教会

组织没有把这里作为传教的国家，所以几次通知我回国。这就

是我要回国的原因，绝不是害怕共产党才回国的。”由此，萧克

和薄复礼成了朋友，双方念念不忘长征路上的情谊。直到

1987年，他们获得了联系，互相致信问候，写下了红军长征与

一个传教士的历史传奇。

范长江：
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中国记者

作为中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是无产阶级新闻事

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

日子（1937年11月8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中国

当代最高新闻奖项“范长江新闻奖”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1935年5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从北平赶到天津，找到

当时被誉为中国报业“三杰”之一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

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去考察西北，去了解红

军。”胡政之立即答应，支付这个年轻人每月15元的稿费，请

他为《大公报》写稿。

1935年5月中旬，范长江离京南下，于7月14日离开成

都，开始了他的“成（都）兰（州）之行”。此行历时10个月，长达

3000公里，是范长江第一次独立进行新闻采访活动，也是他

记者生涯的标志性事件。他先后写下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

现势》《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

入陕之经过》等一系列报道，满足了国统区读者渴望了解红军

和长征的情况，引起了强烈反响，轰动一时，名声大振。

1936年5月，范长江回到天津，《大公报》聘任他担任正式

记者。8月，天津大公报馆将范长江“成兰之行”的通讯作品结

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

续购者仍极踊跃”，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一部震撼全国的杰

作”，出现了读者抢购的风潮。《中国的西北角》是范长江的成

名作，也是其新闻生涯的早期代表作。史学界有人认为它“第

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2月，范长江

领受前往陕北采访中共红区、揭露西安事变真相的任务。在采

访周恩来、林彪、张闻天、博古、张国焘等中共高层领导后，2月

9日，范长江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随后，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

改变留在延安搜集材料写长篇著作的想法，于第二天立即返

回。要知道，这一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当人们正沉浸在春节

的万家团圆之时，范长江则日夜兼程赶回上海。于2月14日写

下《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如同一股红色旋风吹开了蒋介石新

闻封锁的大门，把蒋介石刚刚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关于

西安事变的谎言掀了个底朝天。蒋介石如鲠在喉，如芒刺背，

吃了个哑巴亏，只好把正在南京采访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

鸾叫去，怒骂一顿。

1937年3月29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看了范长江的文章

后，亲笔致信，以“弟”自称：“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

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

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

逮。弟，毛泽东。”

范长江作为第一位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媒体

人，以其罕见的勇气、胆识和才能，写下了中国新闻的经典作

品《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前途命运，

也为现代中国写下了活的历史。

埃德加·斯诺：
最早完整叙述红军长征的外国记者

1936年春天，埃德加·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与

张学良达成秘密停战协议、一致抗日的消息后，他分析认为：

“蒋介石十年来一直大喊‘赤匪’，接二连三地去消灭共产党，

但是共产党依然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他们到底是神

话故事还是什么，西方人，包括中国人都不知道真相。这些年，

红军一直在战斗，但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甚至没有一个外

国人进入过红军控制的地区，如果我能

去的话，就将获得世界独家新闻。而且

这是一个全世界等待了9年的头号新

闻。”于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获得

中共中央的允可，秘密前往陕北采访，

开始了他“探明事实真相，只拿一个外

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的“红色之旅”。

1936年6月3日夜，斯诺带着由刘少奇签署的介绍信、两

架照相机、24个胶卷从北平出发了。7月9日，斯诺在安塞白家

坪见到了周恩来。9日和10日，周恩来与斯诺进行了两天的谈

话，随后为其精心安排了一个92天的采访行程。13日，斯诺在

红军官兵的护送下，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

这天傍晚，毛泽东步行至外交部，看望刚刚抵达的斯诺和美籍

黎巴嫩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14日，毛泽东出席欢迎

斯诺和马海德的欢迎会。1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第一次

会见了斯诺。在16日、18日、19日、23日，他们就中国抗日战

争的形势和方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与共产国际和苏联

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通宵达旦的长谈。随后，斯诺听从毛泽

东的建议，由吴亮平（即吴黎平，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和胡金魁

（在《西行漫记》中至今仍误译为傅锦魁）陪同，前往甘肃、宁夏

的红军前线采访。

9月22日，斯诺回到保安。10月份，毛泽东接连十几个晚

上，把自己的生平和长征的经过，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告诉了

别人，而且还是外国人。斯诺形容自己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

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奋笔疾书，微弱的

烛光映红了窑洞的墙壁。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追忆往事，气氛十

分随和。

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于月底返回北平，立即进入了

紧张的写作之中，同时通过讲演、聚会、放映电影等形式，及时

传递从陕北红区带回的消息。就这样，斯诺的新闻报道像一枚

炸弹在中国大地上炸响，毛泽东和红军一下子成了社会热点，

“赤匪”的新闻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一篇篇新闻稿件成为各

大报纸争先抢发的头条新闻。应该说，在斯诺发表的诸多文章

中，尤以在美国ASIA（《亚细亚》）杂志发表的《毛泽东自传》和

《长征》最为著名。

《亚细亚》是从1937年的7月至10月，分四期发表斯诺笔

录的 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毛泽东自

传》)。接着，在10月和11月，分两期连载了斯诺撰写的Long
March（《长征》）。这两篇作品，均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杂志

社组织翻译、编辑、出版。12月，《文摘》杂志因淞沪抗战爆发改

名《文摘战时旬刊》，迁至武汉编辑出版。翻译为该校学生、同

时兼任该刊主编之一的汪衡。新中国成立后，汪衡曾任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首任版权处处长，在国际上有“中国的版权先生”

之称。

就像1937年11月1日出版发行《毛泽东自传》单行本图

书一样，《二万五千里长征》单行本图书，在1938年1月1日也

被列入文摘小丛书，由黎明书局出版，成为第一部在中国境内

公开以“长征”作为书名的图书，也是最早地完整叙述长征全

过程的作品。

此前，英国伦敦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维克多·戈伦茨公司

（Victor Gollancz Ltd），在1937年10月出版了斯诺的《红星

照耀中国》。1938年2月，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在胡愈之的

组织下以“复社”的名义在上海翻译出版。而早在一年前的

1937年3月，在斯诺夫妇的支持下，王福时、李放等爱国青年

用不到10天的时间，就已经把斯诺撰写的报道翻译并编辑成

书，假借上海丁丑编译社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名，在北

平秘密出版，成为斯诺陕北红区报道最早的中文译本。但遗憾

的是，那时斯诺还没有完成《毛泽东自传》和《长征》的写作。后

来，王福时陪同斯诺夫人海伦访问延安时，当场将此书面呈毛

泽东。后来，《毛泽东选集》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时，在论述关

于抗日战争问题所作的注释中，专门提到了此书。

关于长征，斯诺认为自己写得太少太少，还应该写出一部

大书。他遗憾地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

的远征的全部史诗。”而对西方的外交官和政治观察家们来

说，长征就像毛泽东曾经是一个传说一样，他们都力图要搞清

楚共产党人这次大转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价值。美国

历史学家里奥·胡柏曼说：“长征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高

潮，我们一直在反复阅读斯诺的有关记述。”中美关系史学者

迈克尔·沙勒说：“第一个公布长征真相的西方人是与毛泽东

谈话的年青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里的

经典叙述，至今仍是有关长征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

国》被翻译成俄、德、法、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

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风靡全球。1943年春，

斯诺在苏联采访过三位森林游击队的青年女队员，她们原先

不认识斯诺，当被问到“是谁教会你们打仗”时，其中一个叫莎

莉的回答说：“只有几个老同志能教会我们一些。我们也从一

本名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中学到许多知识，那是我们从斯

摩棱斯克城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

过它。”

海伦·斯诺说：“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那个年代，人们休想在

报刊上替共产党、毛泽东说真话。”与其说是历史选择了埃德

加·斯诺，不如说是埃德加·斯诺创造了历史。

《红军长征记》：
最早的红军长征将士集体口述史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

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现

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

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

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

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前寄到

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同时，毛泽东还向各部队发出电报，称：“现有极好机会，

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

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

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

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

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红军将士们的积极响应，纷纷拿起

笔来撰写自己的长征回忆录。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首先

带头写作，如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张云逸等。

（下转第6版）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传奇。无论是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

还是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畴，长征都不只是中国革命传奇的名片，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底片；不只是中国从苦难辉煌走向繁荣富强的文化底色，更是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本色。长征，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让中国人更深刻

地认识自己。然而，在那样一个时代，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呢？可以说，在“长征”以及

“长征精神”的传播中，文学作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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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西行见闻录
随军西行见闻录》，》，廉臣廉臣（（陈云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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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收藏的俄文版
作者收藏的俄文版《《长征记长征记》，》，苏苏
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

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19381938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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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中译本
《《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上海复社上海复社
19381938年年 33月版月版，，胡愈之胡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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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上下册上下册，，
总政治部宣传部总政治部宣传部 19421942
年年 1111月刊印月刊印，，马兰纸印马兰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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