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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行漫记》之所以是一部经典之作，在于它成书的方式。
埃德加·斯诺当年只有30岁，在中国已经做了7年的记者。
1936年，中国共产党人刚刚完成了他们从中国东南部到西北地区的胜利大逃亡，正在着手推行他们的
统一战线策略。
他们准备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外部世界听。
斯诺有报道这个故事的能力。
本书读者应该注意到这一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生于堪萨斯城，他的先辈从北卡罗来纳逐渐地向西部迁移，先是到了肯塔基
州，之后又到了堪萨斯州。
1928年，斯诺开始环游世界。
他到了上海，成了一名记者，从此13年间都没有离开过远东地区。
在踏上报道中国共产党人的旅途之前，他已经走遍了西北的饥荒地区，在滇缅公路通车10年之前便穿
过了它的路线，报道了1932年不宣而战的战争，成为了《星期六晚邮报》的一名记者。
当时他已经成为孙夫人(宋庆龄)的朋友，结识了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
1932年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他与夫人居住在燕京大学附近，这是一所一流的基督教大学，是在美国
教会的资助下成立的。
作为活力四射、高度清醒的美国年轻一代，斯诺夫妇广泛了解了1935年末中国学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
运动。
他们学过汉语，口语比较流畅。
除了发表描写日本侵略的《远东前线》之外，埃德加·斯诺还编辑了一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译文集，
即《活的中国》。
    本书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经典之作
。
作者在战火纷飞中不畏艰险只身深入红都保安，实地采访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苏区人民，亲历了
苏区的斗争、生产和生活，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向全世界澄清
了关于红色中国的种种谜团，客观公正地传达了红色中国的声音。
    《西行漫记》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不仅第一次呈现了关于毛泽东及其同志们的生平、他们的出身，
而且描绘了这场鲜为人知的运动的前景，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极具预言性的。
由于埃德加·斯诺的努力，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是作为对历史的记录；二
是作为对历史趋势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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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诺（1905─1972），美国作家和记者，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
1924年在堪萨斯市初级学院毕业后，进入密苏里大学。
1926年转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
1927年任《明星报》记者。
他曾是纽约《太阳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
1928年第一次到中国，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助编，1933年起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
1936年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根据地。
次年出版《中国上空的红星》（又译《红星照耀中国》或《西行漫记》）。
1960、1964和1970年曾3次访问中国，向西方介绍了新中国的情况，另外还撰写《大河彼岸》、《中国
巨变》等介绍中国的书籍。
著作还有《漫长的革命》、《大河彼岸》、《中国巨变》等，并曾将鲁迅小说《阿Ｑ正传》、《孔乙
己》等译成英文。
1972年2月15日在日内瓦逝世。
按照遗嘱，将一半骨灰葬于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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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费正清序 修订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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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汉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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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  二 举国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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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货币解剖  五 人生五十始!第七篇 去前线的路上  
一 同红色农民谈话  二 苏区工业  三 “他们唱得太多了”第八篇 同红军在一起  一 “真正的”红军  二 
彭德怀印象  三 为什么当红军?  四 游击战术  五 红军战士的生活  六 政治课第九篇 同红军在一起(续)  一 
红色窑工徐海东  二 中国的阶级战争  三 四大马  四 穆斯林和马克思主义者第十篇 战争与和平  一 再谈
马  二 “红小鬼”  三 实践中的统一战线  四 关于朱德第十一篇 回到保安  一 路上的邂逅  二 保安的生活
 三 俄国的影响  四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  五 那个外国智囊  六 别了，红色中国第十二篇 又是
白色世界  一 兵变前奏  二 总司令被逮  三 蒋、张和共产党  四 “针锋相对”  五 《友谊地久天长》?  六 
红色的天际后记(1944年)深访毛泽东尾注 关于朱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行漫记>>

章节摘录

　　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乡绅阶级的手中，后者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
来毁掉一个人。
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税维持民团。
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挥的。
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谷，包讨欠债本息，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
　　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
因为除了出钱供养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军一到，他们当然就失去了这个基础。
中国的真正阶级战争，从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这一个斗争往往就是地
主和他们以前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
民团的人数有几十万，足中国200万左右名义上反共的军队的最重要的辅助部队。
　　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
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多逃到这些城市里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
边区活动。
他们常常利用红军主力不在的机会，侵入红区，烧村劫寨，杀戮农民，把农民领袖带到白区去，作为
“共产党”俘虏向地主和白军军官邀功领赏。
　　民团从事冒险活动，主要是为了进行报复和很快的到手钱财，他们在红白战争中以最富于破坏性
著称。
　无论如何，我个人是不愿在自己的身上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的。
我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只须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点点现钱、衣服和照
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有足够引诱力，使他们不会放过的。
　　匆匆地吞下了几口热茶和麦饼以后，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另外一个向导兼骡夫一同出发。
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一个钟头，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吠
叫，站岗的儿童走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
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石围绕、自然形成的可爱的水潭旁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P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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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行漫记》(英汉对照)(增订1版)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新
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经典之作。
作者在战火纷飞中不畏艰险只身深入红都保安，实地采访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苏区人民，亲历了
苏区的斗争、生产和生活，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向全世界澄清
了关于红色中国的种种谜团，客观公正地传达了红色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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