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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 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
一本书的内容罢。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 是我写的，这是真的。
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 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 。
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 ，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
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 ——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此外还有毛泽东 、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 原因和目
的。
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 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
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 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
——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 所能创造出来的。
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但是这自然并不是说，共产党或红军或红军领袖，对我自己对于他们 以及他们的工作的意见或印象
，可以负责。
因为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 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所以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
式 的或正统的文献。
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 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
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 见的报告。
这样就是了。
 自从这本书在英国第一次出版之后，远东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 的变化。
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了。
可是当这一本书写了大部分的时候， 国共积极合作这一件事，大部分人还认为非常遥远。
现在民族解放战争已 成为惟一出路，而一切其他问题，都给扔开去。
当我写这一本书的时候， 日本以“中日合作”为名，吞并华北这一企图的和平成就，似乎还不是不 
可能。
而现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已经深刻化。
中日战争扩大为法西斯 主义和国际和平战线的世界斗争，在最近将来，是可以想象得到了。
 人类行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往往会把人类在社会演变中的任务的性 质和意义变换过来。
战争所促成的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国民党和民族 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在蒋介石委员长贤明
领导之下，恢复了他们的 革命意志。
对日本帝国主义，已没有妥协余地。
当前的历史途径，不是战 斗，就只有灭亡，而除了完全投降出卖外，也再没有一条中间的路，这一 
个真理，现在已成为事实。
中国资产阶级的最前进分子已经懂得，在他们 的需要与中国革命的需要之间，已经没有基本的冲突，
因此他们现在抱定 决心，要领导这民族救亡图存的斗争。
现在已再没有所谓“红军”“白军 ”互争胜负的斗争了。
现在全世界已没有人再称中国共产党员为“赤匪” 了。
第八路军和国民党士兵现在肩并肩地在作同样广大的战斗。
现在已只 有一个军队，就是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革命中国的军队。
 从最近时局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本书有的地方写得过分，有的地方写 得不够，这是断然不可避免的
。
本书英文本第一版原有的一些错误，已经 在这里改正了。
其他的错误自然也还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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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 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原
因在 哪里?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这一本著作是颇有一些价值的、在事实上，最值 得注意的，、就是这
书里面所说到的许多意见，始终是一种准确的判断。
 我并不是指我自己说过的话'而特别是指本书中那一些部分，就是共产党领 袖们用了神奇的远见，正
确地分析那些促成对日抗战的事实，预测这一次 抗战的性质，而且指出中国为求生存起见，政治上、
经济上、军事上的各 种绝对必要。
 此外《西行漫记》，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红军的经验所 得到的一种客观教训，就是有组织的民众—
—尤其是农民大众——在革命 游击战争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我记起毛泽东向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毛所 预测的许多事，现在已变成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把这句话再
重述一遍。
他 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 可征服的力量。
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 武装了自己。
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 服的伟大力量的。
” 毛泽东再三重复地说，为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己起来 ，完成统一，抱定抗战决心
，是十分必要的。
其他一切都要从这统一和决 心来决定。
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能够使中国打胜；也只有中国人自己会使中 国失败。
不管打了多少次胜仗，日本现在已在失败和最后崩溃的路上走着 —一即使要在几年之后，而且中、，
日双方都受极大痛苦，日本军阀才会 失败，但这总是不免的。
能够挽救日本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妥协或者 “暂时的和平”。
坚决而强硬的抵抗，要是多继续一天。
日本的国内国外 矛盾，也一定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等到恐怖的强制手段已经镇压不住的时 候，日本
军阀只好停止下来，或者折断了帝国的头颅。
 到那时国际反日行动，就要到来。
这种国际行动已经用多种间接的方 式在开始着。
将来这种行动的效力会逐渐增加。
最后日本在大陆消耗力量 过多，实力削弱，不能再成为世界的大国，到那时各大民主国的人民一定 
会起来一致对日本实行制裁、封锁、抵制。
这种国际行动是完全确定了的 。
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这种国际行动，就是中国停止抗战。
可是这本书里 所描写的中国的各种力量，已经显示出，日本发动得太迟，中国现在已经 不能再被征
服了。
 我愿意感谢在前红军中各位朋友，因为当我在他们那里作客的时候， 受到了他们的慷慨而亲切的款
待。
我以门外汉的资格，来写他们的故事， 一定有许多缺点和不正确的地方，这得请他们原谅。
创造这本书的故事的 勇敢的男女战士，现在正在每天用了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许多的别的 书，
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
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 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哩。
 最后，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许达，当我在北平最不稳定的状况下，写 这本书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一
块儿忠诚地工作。
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秘 书和助手，而且他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革命青年，现在正为他的国家奋斗 
着。
他译出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我们原打算在北方出版，可是战事发生之 后，我们分手了。
后来别的几位译者起首在上海翻译这本书。
现在这本书 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
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 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
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 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那样，有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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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路，因而 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承译者们允许留出一些地位，使我有机会作这一番说明。
而且承他们 看得起，费了很多气力翻译出来，认为这本书值得介绍给一切中国读者。
 对于他们我是十分感激的。
 谨向英勇的中国致敬，并祝“最后胜利!” 埃德加·斯诺 1938年1月24日 上海 (据1938年上海复社版《
西行漫记》排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行漫记>>

内容概要

本书（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
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
《西行漫记》的写作。
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全书共12篇，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中国共
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
由于斯诺在西北红色区域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
对中国问题作继续的探索和报道。
《西行漫记》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
该书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
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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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密苏里州人，22岁时奔赴远东，他在中国定居12年，研究中国
和汉语，在北平燕京大学教过书，他的有些学生朋友后来成了中国领导人。
作为驻中国、缅甸、印度和印度支那的一名记者，他先后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太阳报》、《
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等报社工作，后来，担任了《星期六晚邮报》的助理编辑。
报道亚洲和欧洲的战时及战后时局，成为被广泛引用的中国、印度和苏联问题专家。
他著有11部书，其中包括《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这边》、《复始之旅》、《今日红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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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重译本序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第一篇 探寻红色中国 一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二 去西安的慢车 三 汉
代青铜 四 通过红色大门第二篇 去红都的道路 一 遭白匪追逐 二 造反者 三 贺龙二三事 四 红军旅伴第三
篇 在保安 一 苏维埃掌权人物 二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三 论抗日战争  四 悬赏200万元的首级 五 红军剧社
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一 童年 二 在长沙的日子 三 革命的前奏 四 国民革命时期 五 苏维埃运动 
六 红军的成长第五篇 长征 一 第五次国剿 二 兴国大迁移 三 大渡河英雄 四 过大草地第六篇 红星在西北
一 陕西苏区：开创时期 二 死亡和捐税 三 苏维埃社会⋯⋯第七篇 去前线的路一第八篇 同红军在一起
第九篇 同红军在一起（续）第十篇 战争与和平第十一篇 回到保安第十二篇 又是白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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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是6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 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
；在许多清幽的花园 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 劳苦的、饥饿的
、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在这里，饱 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 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和
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 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
—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北京这个绿洲，也难免那弥 漫于全中国的战斗气氛的侵袭。
日本征服的威胁，在人民中 间，特别是在愤怒的青年中间，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议。
几个 月以前，我曾经站在那弹痕累累的内城城墙下，看到上万名学 生在那里集合，他们不顾宪警的
棍棒，齐声高呼：“一致抗日！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
” 北京的全部砖石屏障都阻挡不住中国红军试图穿过山西向 长城挺进的这一惊人之举引起的反响。
这次远征号称要对日作 战，收复失地，但未免有些唐·吉诃德味道，立即被蒋介石总 司令的十一师
精锐新军所拦截，但是，这却阻止不了那些爱国 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丢脑袋，大批走向
街头，喊 出了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
国共合作抗日救国！
”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 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
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 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 相
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 去。
我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 到的一切预防针。
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 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
天 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
这五种病在当时的 西北都是流行病。
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 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
流行 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
这个地名有“西方平 安”的意思，是陕西省的省会，要从北平向西南坐两天两夜劳 累的火车，才能
到达陇海路西端的这个终点站。
我的计划是从 那里向北走，进入位于大西北中心的苏区。
在西安府以北大约 150英里的一个市镇——洛川，当时是陕西红区的起点。
洛川 以北的地区，除了公路干线两旁的几个狭长地段以及下文将要 提到的几个地点外，已经全部染
红了。
大致说来，陕西红军控 制的地区南到洛川，北到长城；东、西两边都以黄河为界。
那 条宽阔的浊流从西藏边缘往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城北面进 入内蒙古的绥远省，然后曲曲折折
地向东流行许多英里，又折 而向南，穿过长城而构成陕西、山西两省的分界线。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 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
部和宁夏东南部。
这 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 合。
数千年前，中国人当初就是在这一带形成统一的民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观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见一个青年人和一 个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
坐在我对面呷着浓 茶。
那个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谈起来，先是客套一番，后来就不 免谈到了政治。
我发现他妻子的叔叔是个铁路职员，他是拿着 一张免票证乘车的。
他要回到离开七年的四川老家去。
不过他 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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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
我是说土匪。
” “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
”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 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
”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 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
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 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
”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
” “这个么，就要看情况了。
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 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
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
有时候他们 还欢迎他们呢。
”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 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
“你知 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 用他们。
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 “那么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
”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 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
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
 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
他们杀人太多 了。
”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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