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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初期，英国记者贝特
兰应毛泽东邀请访问延安，期间，
两人多次交谈，二人交谈记录的整
理打字稿，是呈现毛泽东与贝特兰
谈话内容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1937年10月的一个夜晚，在延
安窑洞昏暗的烛光下，三个人正在
认真交谈，其中，一位是毛泽东，
一位是翻译吴亮平，另一位就是应
毛泽东邀请历尽千辛万苦来延安采
访的英国记者贝特兰。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贝特兰从
东京赶到中国了解对日作战情况。
1937 年 8 月底，贝特兰与斯诺等人
由北平绕道山东到了西安。在西安
逗留期间，贝特兰接到了延安发来
的邀请电报，有幸成为第一位访问
延安的英联邦记者，随之开启了他
近5个月的延安及华北前线之行。

1937年10月初，贝特兰到达延
安。第二天，正赶上红军大学举行
毕业礼暨新生开学礼，贝特兰应邀
参加了集会，第一次见到了毛泽
东。毛泽东深入浅出的演讲风格给
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毛泽东邀请
下，贝特兰后来多次到其住处进行
采访，向毛泽东提问。令贝特兰深
感欣慰的是，他所关心的问题在与
毛泽东的交流中都得到了答案。毛
泽东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中国的政治军事总体形势，指出
对日战争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

革命政策，如此方能进行胜利的民
族解放战争，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以及在军
事上所运用的战略战术。

在采访中，毛泽东对一些抗战
具体策略问题也进行了阐释。如，
关于瓦解日军问题，毛泽东强调，
优待俘虏，是瓦解日军最好的武
器。“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
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
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
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
效的。”

贝特兰敏锐地提问：“宽待俘虏
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
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
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
政策的意义。”毛泽东信心满满地回
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
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
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
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
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
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
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
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

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
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
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
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
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
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
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如毛泽东

所料，到抗战结束时，中共抗日武
装抓获的日俘已达6213人，许多人
经教育感化，参加了在华日人反战
同盟，到1944年，华北、华中反战
盟员已达 532 人。被俘日军经过教
育感化，与八路军并肩作战，抗击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们被人们
亲切地称作“日本八路”。

这些整理打字稿比较完整地反
映了毛泽东与贝特兰谈话的内容。
谈话内容后来题名 《毛泽东与英国
记者贝特兰之谈话》 发表于延安

《解放》第1卷23期，贝特兰所记的
谈话摘要英文版则发表于上海英文

《大美晚报》。
贝特兰对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

导人的采访及其对陕甘宁边区经
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报道，使得
国外人士对中共有了清晰的了解。
通过他对华北战区的整体情况和国
共两党在抗日时期取得一些战役胜
利的报道，人们不仅对国内的抗战
详情有了了解，而且还坚定了战胜
日本的信心，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作者系空军指挥学院教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有
两张介绍信：一名外国大夫想回国，
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和晋察冀军区
的司令员聂荣臻，分别为他向115师
师长写了一封介绍信。是什么人竟
然惊动两位如此高级别的军届领导
为之写介绍信？

他就是汉斯·米勒大夫，一位德
国籍的八路军，他不像白求恩大夫那
样家喻户晓，却也是响当当的国际友
人。他在抗战年代来到中国，在战场
上拯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

1915年，汉斯·米勒生于德国莱
茵区杜塞尔多夫城。1939 年，他通
过一位中国同学得知，世界上最大的
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那时他刚获得
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
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离开
瑞士，甚至卖掉了自己唯一的相机以
筹措经费，买船票来中国。

同年 9 月，经廖承志、爱泼斯
坦等人介绍，米勒前往延安，见到
了毛泽东，并参加了八路军。米勒来
到位于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成为
一名战地医生。一次，有情报说日军
要来扫荡，距离他们不过8里地。米
勒负责的 200 个伤病员要立即组织
转移上山避难，他带着老百姓背伤
员、抬担架，一趟趟往山上送。在抬
最后一个伤员上山时，已听得见子弹

“嗖嗖”的声音。在太行山抗日根据
地，米勒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众多八
路军伤病员的生命。由于长期在前
线艰苦和紧张的工作，米勒积劳成
疾。中共中央为了他的健康和安全，
决定让他离开前线返回延安治病。
病愈后，米勒立即投入工作，在延安
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医生。

抗战胜利后，来华已6年的米勒
十分想念亲人，于是向组织申请回德

国。朱德、聂荣臻、苏井观等人先后
对米勒回国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和帮
助，为他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朱
德、聂荣臻两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特
意给 115 师师长林彪写信。从信中
可以看出，中共对米勒回国一事做
了精心的筹划和安排，既考虑了米
勒返程的路线、可能经过的口岸，
还设法解决其路费问题，十分细致
周到。

之后，考虑到米勒的安全，组织
上建议他走张家口、承德这一路线，
取道东北，然后途经苏联回国，米勒
同意了这个方案。当他离开延安到
达承德时，国内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
化。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不断往
东北调派兵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同时，承德到东北的铁路交通也被国
民党军队切断，内战一触即发。

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副
司令员李运昌，规劝米勒：“还不如看
一看，待局势明朗后再行定夺。”米勒
的老战友、冀察热辽军区卫生部部长
李资平也挽留他。最终，米勒放弃了
回国的念头，留了下来，并参加了解
放战争，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医院院
长，率领全院医务人员和伤病员长途
跋涉，转战千里。

1951年1月，汉斯·米勒加入中
国国籍，他共在中国生活了近 60
年。正是他引进了测试乙肝的试剂
及乙肝疫苗技术，我国才得以成功
研制出乙肝疫苗。1989年，卫生部
授予他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白衣战
士荣誉证书。1994 年 12 月，汉斯·
米勒因病去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
公墓。这位国际友人，永远地留在
了他所热爱的中国的土地上。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教
授）

这张拍摄于 1932 年的照片，收
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因
摄影者的设备有限，并不十分清晰，
但其蕴含的历史十分独特，弥足珍
贵。它是著名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
所拍，内容是：一场特大洪灾之后，
洪湖苏区的红军和群众正在抗洪救
灾，修筑荆江大堤。

1931 年夏，长江中下游发生了
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入夏以来，
连降暴雨，江河猛涨。由于国民党
的反动统治，堤防年久失修，到 7
月上旬，“鄂西各县半受水灾，受灾
区域总计约二百方里”，灾民约 5
万，洪湖苏区过半地区受灾。为防
止洪灾扩大及来年再次泛滥，湘鄂
西省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大力整修
堤垸，兴修水利。

1931 年底，红 9 师 25、26 两团
指战员，在潜江田关参加堵口和保卫
复堤工程，他们不畏敌军的“围剿”
和敌机的轰炸，同潜江、荆门、江
陵、监利2万多民工并肩战斗，在短
时间里修起了一条 7 里多长的大堤，
人民称之为“红军堤”。

洪湖遭遇的特大水患，引起了全
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关注。国际联盟救
济机构筹集了大量粮食、药品等发放
给灾民。1932 年初，新西兰国际友
人路易·艾黎受国际联盟救济组织的
委托，以全权代表的身份，从上海只
身来到武汉。他排除了国民党当局的
重重阻挠，坚持要到被国民党称为

“共匪窝子”的洪湖考察。他同一名
工程师冒着严寒，乘坐汽艇，在新堤
泊靠，下榻于新堤地下特支联络站

（现解放街220号）。在新堤，他看了
官保堤，然后沿堤步行来到乡下。当
时，郊区和乡下均为苏区和游击区。

在乡下，路易·艾黎亲眼见到苏
区群众抢修堤防的情景，十分激动，
于是拍下了这张照片。

路易·艾黎在回忆录中写道：“在
那里，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映入我们
的眼帘。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建造着曾
被冲垮的大堤，极目远眺全是劳作的
场面。我回到武汉之后报告了这个真
实情况，之后就再没有人对向该地区
运送救济小麦持反对立场了。”

在同堤工的谈话中，路易·艾黎
了解到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救
灾和修堤，苏区广大农民自备伙食参
加水利建设。他亲睹了国民党和共产
党对救灾和修堤两种截然不同的态
度。

洪湖苏区的救灾给路易·艾黎留
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回忆说：

“武汉周围的凄惨景象加速了我对旧
制度希望的幻灭，也加强了我的信
念：总会有一个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
中解放出来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回顾
在洪湖苏区的这段往事，联系洪湖人
民战天斗地的精神，写下了《洪湖精
神》一书。洪湖精神，成为我国红色
精神中唯一一个由国际友人提炼总结
的精神。路易·艾黎本人，从此也与
洪湖结下不解之缘。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教师）

上图为洪湖红军抗洪照片。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这是著名的国际友人、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写的书 《为亚洲而
战》，收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我们对斯诺写的 《西行漫记》
耳熟能详，对 《为亚洲而战》 可能
就知之不多了。

1937 年 7 月，中国抗日“战事
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
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
着一本 《西行漫记》 的青年，问我
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这段文字就
出自《为亚洲而战》，这是一部反映
中国抗战的力作。

1936 年，斯诺前往陕北苏区采
访后，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其实，在此
之前，他对中国抗战也倾注了不少心
血。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斯
诺冒着炮火，在上海街头抢救难民。
他更多的则是用笔作武器，赶写新
闻报道，对十九路军的奋起抵抗和
上海人民的抗战给予热情的歌颂。
斯诺利用其美国记者的特殊身份，
冒着生命危险穿行中日两军战场作
采访。一次，斯诺在江湾跑马场附
近的一座坟后躺了将近 1 小时，以
躲避头顶飞过的枪弹。当他爬着逃
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帽子上被
狙击手打出了一个枪眼，险些丧
命。他在报道中写道：“当我看到一
个我认识的本来很娇气的、喜欢唱
歌的中国女孩子在中国防线后面抬
担架的时候，我的结论是，中国终
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

1935 年北平学生“一二·九”
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北平、天津等
地又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当宪兵企
图镇压学生队伍时，斯诺夫妇和爱
国学生手挽着手，行进在游行队伍
的最前列。斯诺爬上一个城楼，用
电影摄影机摄下了学生运动的珍贵
镜头。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
爆发。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暴
行，斯诺绝不做一个“中立者”，而
是坚定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日

军占领北平后，他以自己的特殊身
份，掩护一些上了侵略者黑名单的
大学教授和爱国学生逃出虎口。他
允许游击队在自己家中设立秘密电
台，还帮助在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
里养病的邓颖超脱险，并亲自护送
她到天津。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
发后，斯诺立即赶到上海，冒着枪
林弹雨，出入战区采访。他一次又
一次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所感
动，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狂轰滥炸和
屠杀无辜的暴行而愤慨。他报道说，
中国士兵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所表
现出来的“平静的勇气，看起来是动
人的，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

《为亚洲而战》是斯诺对中国抗
日战争报道的合集，1941年由美国
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该书热情地
讴歌了中国人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
壮烈史诗，记载了鲜为人知的新四
军的业绩，大量报道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陕甘宁边区的政绩，传播
了毛泽东的抗战理论、策略、战略
战术等。斯诺对中国人民赢得抗日
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

该书还介绍了工业合作社运动
的缘起和发展，斯诺正是这一运动
的 筹 划 和 发 起 人 之 一 。 1938 年 ，

“工合”的最初组织在上海形成，宗
旨是在抗战时期组织难民自救，动
员失业劳动者组织起来，生产军需

民用产品，为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
作贡献。1939 年初夏，“工合”在中
国大后方得到迅猛发展。9月，斯诺
抵达延安，当面向毛泽东介绍“工合”
的情况，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不
久，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生产合作社代
表大会，一致通过将边区生产者合作
社纳入“工合”的宪章。

1972 年 2 月，深爱中国的斯诺
在日内瓦病逝。按照其遗嘱，斯诺
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
名湖畔。他在遗嘱中写道：“我爱中
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
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斯诺虽
然离去，但他写下的 《西行漫记》

《为亚洲而战》等作品，已在中外新
闻史上成为永恒。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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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为中国抗战喝彩
王东祁

《为亚洲而战》

斯诺在延安

路易·艾黎拍的红军抗洪照
刘 波

德籍八路汉斯·米勒的回国介绍信
于 非

毛泽东与贝特兰交谈记录稿
付土旺

读懂一百年来的中国，首先必须
要读懂中国共产党。

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在陕北苏区进行了 100 多天的采访，
通过与红军将领、红军战士和普通民
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谈，他积累下
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并撰写《红星照
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
1937 年，该书一出版，就引起巨大轰
动。它向世界展现了冲破重重封锁的
中国工农红军形象以及革命根据地的
面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
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致力于维护世

界和平的故事，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共
产党的重要窗口。

和斯诺一样，还有许多国际友好
人士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贝特兰、路易·艾黎、汉斯·米勒
……他们怀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
情，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私
帮助，他们都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中国
故事。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以延安为
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敌后抗战的大
本营。但国民党反动派拼命丑化中国
共产党形象，导致国内外对中国共产
党缺乏了解，甚至出现了严重误解。
这些国际友人用亲身经历打破了国民
党反动派的谣言。

打动这些国际友人的是什么？中
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从何而来？

斯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曾这
样描述道：“我强烈感受到充满活力
的希望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正
是这种力量，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
民的拥戴、国际社会的支持；正是这
种力量带领中国走出黑暗、走向光
明 ； 正 是 这 种 力 量 ， 让 中 国 发 生
巨变。

距离斯诺走进陕北苏区已过去
85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震撼世
界，在国际社会，“走近中共”已成
热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无数国
际 友 人 感 受 到 了 斯 诺 笔 下 的 “ 力
量”。进入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际
友人加入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
的队伍。例如，“世界小商品之都”
浙江义乌，近 9000 名外国友人在这
里经商、生活，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发
展、百姓生活改善等方面取得的巨大
变化、巨大成就。他们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故事的见证者、受益
者和讲述者，是更好地向世界展示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使者。

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更多动人的
故事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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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