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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范长江是30年代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第一个中国新闻记者。
1936年至1937年，多次赴西北地区考察，连续发表众多有关西北的新闻报道，引起轰动，促成国人对
西北形势日益关注。
《塞上行》报道了百灵庙战役、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前后西北地区的政治、民族动向，批评
了封建王朝及民国政府[传统狭义的消极的民族政策]，提出了解决边疆问题的新途径。
有些见识，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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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长江（1909-1970），四川内江人，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工作者。
曾先后任《大公报》记者、新华社副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闻
总署长、《人民日报》社会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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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森林和肥沃土地在河之西，河东是戈壁，所以车站和电台都在河西，东西岸的交通，从前是过
小船，后来也架成木桥。
河边有高下的沙山，有树林，有深草，骆驼群和羊群自然的羼来羼去，看不见人在照料。
    七日休息一天，青年男女旅客尽情的享受这自然和人工的美景，骑骆，过桥，划船，在森林散步，
用河水洗手巾，各处照像，唱歌，使死寂的戈壁平添青春的活跃。
    社中给我的任务是到额济纳为止，然而同伴们彼此发生了感情，非约我上新疆去不可。
他们不知道我是新闻记者，只知是某公司下级职员，无论如何劝我人新疆，愿意负责和我维持工作。
特别是一二朋友追问得非常殷切!不愿意让大家失望，我只好说：“晚上考虑再说!”给他们留相当希
望。
实际上我的行李已经慢慢运下汽车了。
    这队汽车定八日清晨三时续发新疆，我已经不能和他们同行了，七日晚间，是他们最后盘桓的机会
。
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呢。
    黑幕覆盖了戈壁，森林和沙山，老年人小孩子和一部行车工作人员，渐渐入睡，我们这群充满热力
的青年男女，在戈壁里举起火来，围着火堆四面坐着，戈壁临时同乐会又行开始。
每个人把他最好的技巧都使了出来。
每一节告完后，我们总来一次狂呼。
碰巧一对青年外蒙夫妇也来看热闹，我们强迫他们跳舞唱歌，还是那位美丽少妇开明些，用娇嫩的歌
喉，唱丁许多外蒙有名的情曲。
最后我唱一曲《浔阳琵琶》，意在对朋友惜别，有人却在“名士多情，红颜薄命，浔阳月夜，两听琵
琶声⋯⋯”几句上和了上来。
唱到“沦落音同调，商贾别离轻”处，让我们不忍多听，因为我实际并非“商贾”，然而却终年飘流
，“别离”自“轻”。
这有什么法子呢!    深夜，火尽光残，人已渐散。
朋友问我：“决定了没有?”我迟疑的答道：“决定了!”她一双黑眼兴奋地注视我，很久才再问：“
决定怎样?”“决定⋯⋯决定不去新疆了!”    昏黑的清晨，几辆车都开了，我独自站在戈壁上，向去
路上挥手，最初模糊了人影继而看不见车身，最后连声音也听不见，才重新转入无人的帐幕!    所谓额
济纳旗，管辖着外蒙科布多以南，新疆哈密以东，甘肃酒泉以北，阿拉善旗以西之土地，而旗内最好
的地方，就是额济纳河的下游。
其余大半为戈壁，虽广而无用。
    中国古代史的记载，对于这里，只有一个“居延海”。
汉唐时代，只见有一条“弱水”的名称。
现在这条河在张掖酒泉区域内，大致保存从前的形态。
出酒泉石峡人蒙古后，分成好几条河往下流，更分注于两个死水湖，一个叫东海，一个叫西海(译音为
索果诺尔和嘎顺诺尔)。
酒泉以北金塔鼎新各县之后，中有一段荒瘠地，过此直至东西二海，南北长三四百里，东南广约二百
余里，皆为肥沃地带，水草丰美，森林畅茂。
    汉人习称此肥美区域为“二里子河”，对外间人言，习称日“河上”，似乎没有正确的根据。
此区中，蒙人就自然现象，随地命名，车站与电台所在地，日“白音泰来”，“白音”蒙语，义为“
富”，“泰来”义为“树”，即谓此地富于森林也。
        额济纳蒙古民族的组织成分，计分为两部，一是基本民族之旧土尔扈特人，一是外来的外蒙古难
民。
两者人数大致相等。
而知识与经济力量比较富厚的，仍要算外蒙古的流亡。
    外蒙古人来额济纳寄居，完全是外蒙古独立革命以后，公王喇嘛等统治阶级站不住了，不得已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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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地美人稀，大可以生存繁殖，十年以来，已竟成了额济纳人。
    旧土尔扈特人的历史，却相当悠远。
蒙古盛时，定都外蒙古之图拉河畔，在新疆天山北面设牛、马、羊、驼四牧场，各置牧官管理。
其后裔繁衍，分为四部，日准噶尔，日土尔扈特，日和硕特，日杜尔伯特。
准噶尔强时，土尔扈特族避人俄境，游牧于窝瓦河流域。
后归属于俄帝，仍保其“汗”位。
其后俄欲强其信奉基督教，并不承认其“汗”号，心渐不满。
满洲民族人主中原，土尔扈特乃遣人人贡。
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酋长渥巴锡率众内附，次年至伊犁，乾隆分其部为新旧土尔扈特二部，分
驻天山北路及阿尔泰一带。
后旧土尔扈特部酋长名阿拉布珠尔者，常赴西藏谒达赖喇v嘛，每往必假道准噶尔，后准噶尔道不通
，阿拉布珠尔被滞留嘉峪关外，不得已上书清廷，请求内附，清廷乃赐额济纳河附近为牧地，以至于
今。
    所以额济纳的政权，永远在旧土耳扈特人手中，扎萨克和王位完全由旧土尔扈特人世袭。
同治年间，西北回乱，额济纳的1日土尔扈特人，被回军屠杀极惨，若干喇嘛庙亦被焚毁，此事给旧
土尔扈特人以极坏之印象，故“反对回回”之思想深人每一个旧土尔扈特人心中。
同时“反外蒙古”“反苏联”，为这些被迫流亡的外蒙人自然的意识。
在四面戈壁交通梗阻之条件下，额济纳蒙古人的政治意识，不会再知道其他。
    蒙人的社会经济，完全在游牧状态中，冬季比较南行一二百里，即在额济纳河上游去游牧，夏季才
到下游来。
除了喇嘛庙外，这里蒙古人没有一家固定房子。
        他们不许汉人在这里造房子，不许砍伐树林，不许开垦，车站房屋之修成，还曾大费交涉。
电台自装有电灯，蒙人初见，还向王爷报告，谓油灯太大，恐怕失火烧了森林!    汉商势力，深人蒙古
，此地商业经济权，亦完全在三四十家汉商之手，本地蒙人叫他们做“买卖家”，他们已渐用蒙古包
形状，建造固定住房。
他们商号的名称，如“天盛长”等，遂成为所在地之地名。
    我住在所谓“戈壁之白宫”里，米面菜蔬的来源，主要的来自东面的绥远，和西面的哈密，相距皆
二千余里!南距酒泉亦一千里以上，所以这里的工作朋友，虽有不断的肉类可以补充，而蔬菜却异常困
难。
顿顿吃肉，真使人感到万分痛苦!(九)老林叹荒谬    我到额济纳时，这里的政治形势已经不好。
日本的侦察队已几度来到这里，现在还有一队人住在王府。
日本飞机每礼拜飞来一次。
蒙古人震于日本飞机之声势，态度有些动摇，“戈壁白宫”里的人也相当发愁，汉商更常来打听消息
，似乎有什么大事会出现。
    十一日我借了一个题目，说是代表某公司，向王爷送礼，租了一匹蒙古小马，带一个翻译兼向导，
直奔王府所在地方。
    现任额济纳郡王兼扎萨克，名叫“图布僧巴也尔”，王府所在地距白音泰来之北九十里，在东西海
隔离处之南。
斯文赫定与徐旭生率领之西北科学考察团到额济纳时，还是上一代王爷当政。
赫定并曾用此间原始森林巨木，挖为独木舟，漂荡额济纳河，并曾冒险泛游东海(索果诺尔)。
    两匹小蒙古马，开始走进原始红柳和梧桐林。
红柳是丛生的植物，梧桐相反的是独干峥嵘。
柳丛的普通高度，能遮蔽马上骑士头部以下的躯体。
枯老的红柳林中，各丛柳枝上大致成水平的挂着带泥的枯草，看起来好像若干年前，这额济纳河下游
发过洪水模样。
右面一块空场上，搭了两个蒙古包，蒙古包前竖着两根大木杆，拴着三匹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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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面柳林里不知什么原因，惊动了一匹青春活泼的骆驼，摇摆着驼峰和起落着脑袋，向蒙古包跑去。
    柳林完了，进入梧桐林。
这里的梧桐，可不是大叶，而树干也不很高，树皮也不如内地的光泽美丽。
不过，这里的梧桐林，却完全在原始状态中，生长的疏密，完全没有人工的支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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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我自知不是长于文学的人，所以不愿多写文章。
但是因为随时和各种实际社会生活接触，发现了潜在中国社会里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等着我们深入
去求了解，而且亟待着我们研究解答的方案。
    一位老朋友最近写信给我：“我读了你一切的通信，发现了中华民族的许多问题。
正如读了易卜生的戏剧，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
易卜生没有解答，你也没有解答。
要解答，实需要大系统的思想。
”    在这小册子里面我比较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是国内民族问题。
第二，是统一国家之途径问题。
第三，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
这些是我认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基本最起码要解决的项目。
    由政治途径统一国家之趋势，今天已有明显的进展。
在实际利害上，虽尚有相当摩擦，而政治理沦上，却已无大问题。
这是中华民族无限量牺牲所换来的代价，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的庆幸。
    国内民族问题，还看不到新的运动的开展。
各阶级经济利益之调整，在这本书里面只有提到西北社会一部事实的机会，然而如欲巩固对外长期斗
争的阵线，这是非有合理办法绝对不行的。
    我也曾片断的提出对上述各问题的意见，但是只能供大家的参考。
如果能引起大家的讨论，能得到完善的具体方案，因而促成新的运动，刘中华民族的前途，最少在思
想上可作成良好的影响。
                                                                   长  江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上海大公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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