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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离开陕北时，长征还没有结束，因
此，他在《西行漫记》中说：“总有一天有人
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50 年后，斯诺的这一未竟事业和美好愿望由
他的一位同胞和朋友实现了。斯诺的这位同
胞，就是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
伯里；这部继《西行漫记》之后西方人写作
的又一经典长征叙事，就是《长征：前所未
闻的故事》。

1972 年，索尔兹伯里向周恩来请求，批
准自己来华重走长征路，并采访健在的长征
干部，把这部历史写出来。1983 年，中国政
府正式批准了索尔兹伯里的请求，他“长征
路上写长征”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

1984年 3月，已经76岁高龄的索尔兹伯
里飞抵北京。在北京，索尔兹伯里联系和采
访了许多亲历长征的健在者，上至党和国家
领导人、高级将领，下至当年的红军战士以
及知情的普通百姓，均在采访之列。同时，
他在好友谢伟思的协助下，走访了中共党
史、军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档案管理人员，
认真查阅了长征的有关档案文献资料。

在美国亲友和中国专家及翻译人员的陪
同下，索尔兹伯里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艰难
旅程。索尔兹伯里一行选择按中央红军的长
征路线行进，并酌情寻访了红二、六军团和
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历时74天，
途经七八个省份，从江西一直到达陕北，行
程1万余里。索尔兹伯里考察体验了长征路
上的复杂地理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通过与
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的交谈访察历史
和现状，了解风俗民情，遍觅革命遗迹，博
采轶闻趣事，从历史与现实的相交点上，深
切感受长征的艰难困苦和伟大意义。
“长征”归来，索尔兹伯里转入了深入研

究和紧张写作之中。1985年 10月，《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由美国的哈珀与罗出版公
司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时代》周刊等作了
大量报道。该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

世界广为传播。
索尔兹伯里曾说：“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行军，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
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
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
夕的战斗。”他总结说：“长征实际上成了中
国革命的熔炉”，“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
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
坚强”。

1993 年，索尔兹伯里因心脏病复发去
世。根据他的遗嘱，他在踏访长征路上随身
携带的心脏起搏器送给中国，现收藏于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斯人已逝，佳作流传。

1986 年 3月，索尔兹伯里曾为《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版写过一篇序言，在
这篇自序的最后，他借斯诺说过的话表达了
对长征及长征精神的理解：“它过去是激动人
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
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
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
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
力是无穷无尽的。”

江西、贵州、宁夏等地，是中

国工农红军出发、经过、会师的地

方，在今年的实地采访途中，有不

少故事深深地震撼了我。

湘江战役作战的惨烈程度，远

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要保证中央机

关过湘江，34师师长陈树湘带兵死

守阵地。当主力部队和中央机关终

于过去之后，34师被重重包围，最

后全部壮烈牺牲。

最后的时刻，陈树湘师长负伤

被捕。湘军官兵连夜抬着他往长沙

送。突然，后边抬担架的那个士

兵脚下踩着什么东西差点滑倒。原

来，陈树湘师长躺在担架上，用手

撕开自己腹部的伤口，把自己的肠

子掏出来扭断而死。这位被当地老

百姓称为“断肠英雄”的人，如今

就葬在道县，长眠于湘江边上。

还有一个故事。红军过草地时

最大的困难就是没吃的，只能吃

草。红军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叫

做试吃小组，就是一帮人吃了草

后，只要他们不过敏，脑袋没有肿

大起来，没有死掉，就证明这种草

可以吃。要参加试吃小组有一个条

件，必须是党员。

在红军长征队伍里还有那些目

不识丁的小红军。他们心里明白，

他们生下来就是穷苦的孩子，是奴

隶不是“人”。他参加了这支队伍，

才第一次感觉到了做人的尊严。

军旅作家王树增写过一个真实

的故事。红24团的一个小通讯员，

名叫郑金玉，江西石城人。在长征

途中，他除了背着自己的干粮之

外，还背着很多宣传工具，工作异

常辛苦。主要因为饥饿，最后病得

不能走了，他的政委把马让给了

他，他在马上都坐不住，最后战友

们用绳子把他捆在马上走。

将要走出草地的前一天，郑金

玉突然在马背上说，我想见政委，

我有话跟他说。政委跑过来了。他

说：“政委，我不行了。在政治上我

是块钢铁，但是我实在是不行了，

我坚持不住了，我要死了，我看不

到革命的胜利了。”说完这句话，他

就死在了马背上，那年他17岁。

“在政治上我是块钢铁”，在那

个特殊的年代，这句话格外动人。

这就是长征精神信仰的力量。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美

国《时代》周刊出版了一本书叫作

《人类一千年》。为了出这本书，《时

代》周刊邀请了世界上几十位顶级

专家，来评选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

的最重要的100件事情。

结果，中国入选了三件事。第

一件是火药武器的使用；第二件是

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半个欧洲；第

三件事就是长征。

我想，长征的入选，正好印证

了斯诺对红军长征壮举的感叹：“长

征路线共达1.8万余里，折合6000英

里，大约是横贯美洲大陆距离的2

倍”；“（红军）步行穿越了一些世

界上最难走的小路，跨过了亚洲高

峻的雪山和宽阔的江河。（长征）从

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据资料记载，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不

足万人。在激烈的战斗和艰苦的行

军中，无数革命战士为了崇高理想

献出了宝贵生命，也有一些意志不

坚者中途离开，但真正的共产党人

却在长征这座熔炉中经受了锤炼，

凤凰涅槃。

长征不仅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惊

天动地，更是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

壮举，它的历史意义超越国界和历

史的维度，深刻影响着世界。长征

是一座历史丰碑，其伟大精神将永

远被世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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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丰碑，光彩永远
——外国友人眼中的长征

本报记者 陆培法

10月，一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的重点影片——

《勃沙特的长征》预计将完成拍

摄。勃沙特是瑞士籍英国传教

士，曾跟随红六军团一路长

征，历时一年多，行程万余

里。当年，不少外国友人亲身

参与、见证了长征，并用独特

的视角记录下了人类历史上的

这次伟大奇迹。他们眼中的长

征是什么样的？

鲁道夫?勃沙特出生于瑞士，25 岁时受
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华传教，因仰慕中国文
化，自名薄己，字复礼，取“克己复礼”之
意。

1934 年 10 月，时任英国基督教中华内
地会派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等一行
数人，在贵州旧州偶遇转战中的红六军团，
被作为“间谍”扣留。

此后，红军在艰苦的转战之中，各方联
络不畅，加上各种阻挠，致使勃沙特在红军
队伍中滞留长达18 个月之久。他辗转贵州、
云南、湖南、湖北、四川 5 省，行程万余
里，在外宿营达 300 多处，直到1936 年 4
月才在云南昆明近郊被释放。

勃沙特后来这样回忆最初对红军队伍的
印象：“这些人都佩戴着相同的帽子和红色标
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
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混乱，简直一人一个
样。”

尽管前进的征途十分艰辛，经常还要面
临生与死的考验，但“被迫”长征的勃沙特
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中国红军那种令人
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
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

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
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
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
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

勃沙特在其著作《神灵之手》中记载了
自己的一段经历和感受：“我们开始了一种新
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
没有休息日和星期日地行军。后来我们开始
连续地夜行军，我们学会了边走边睡”，“一
天晚上，我们靠近一个小村庄宿营，可这里
没有粮食，每人只分得一点白水煮土豆。两
小时后，又传令继续前进”，“连续走了27天
后，红军得到了一次休息”。

这些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却生动
地再现了漫漫长征路是何其艰难。

不久之后的一件事，给红军和勃沙特都
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红军在旧州教堂内找
到一张近1平方米的贵州地图，但标识的是
外语，红六军团17师师长萧克派人把勃沙特

请来帮忙。勃沙特认出是一张法文地图，而
他专门学过法语，于是两人连夜合作翻译。
勃沙特讲，萧克记录，把地图上的重要内容
都注上中文。对勃沙特的这次帮助，萧克一
直念念不忘。

1936 年 4 月的一天，萧克告诉勃沙
特：“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
家，同中国没有订立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
中国设立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就释放
你。”萧克特意摆了一桌酒席为勃沙特饯行，
并亲自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令勃沙
特十分感动。

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后，勃沙特到了昆
明，仅用3个月时间，便在他人的帮助下写
出了回忆录《神灵之手》。《神灵之手》被认
为是西方世界最早、最有价值的长征原始文
献，勃沙特则被称为西方“介绍长征第一
人”。

在谈到勃沙特和他的长征记述时，萧克
写过这样的话：“薄复礼（勃沙特）从传教士
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他的
所见所闻以及感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
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红军有很好的参考价
值。”

1928年 6月，环球游历的美国著名记者
埃德加?斯诺为“寻找东方的魅力”来到上
海，原本他只打算在华作短暂停留，结果一
留就是13年。

1936 年 6 月 3 日，在地下党周密安排
下，怀揣宋庆龄介绍信的斯诺冲破险阻，
抵达了中共中央驻地——陕西保安（今志
丹县）。在 4个月的陕北苏区旅行采访中，
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
军领导人，还和参加长征的共产国际军事
顾问李德有过接触。

特别是在逗留保安期间，毛泽东在窑
洞里由翻译陪同，与斯诺畅谈了十几个日
日夜夜。毛泽东向这位“可信赖的外国
人”详细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历程
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耐心解释了中共的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
策，还亲笔写下诗作《七律?长征》赠送给
斯诺。

通过实地采访，斯诺发现国民党有关
苏区和红军的宣传报道，完全掩盖了事实
真相，是在对全世界撒下弥天大谎。1936
年 10月下旬，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采访
笔记和一堆胶卷，还有好几磅重的中共杂

志、报纸、文件回到了北平，决心把这些
日子的所听、所见、所写“做一番公开
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1937年 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立即
产生了轰动效应。该书在两个月内再版 4
次，发行量达十几万册。因内容源自西方记
者对红军长征和毛泽东的首次专访，读者需
求旺盛，截至当年12月，该书已追加印刷5
次。

同样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大西洋彼岸
刚上市，就立即登上了美国“非小说读物”
畅销书的榜首。不久，这部著作又相继被译
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
言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读过《红星照耀中
国》一书后，曾3次约见斯诺，向他了解中
共的情况。

长征在《西行漫记》中虽然只占了1章

约 1.8 万字的篇幅，但它同毛泽东的自述
《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一样，是全书最重要
的篇章之一，《大渡河英雄》等更是全书最精
彩的章节之一。

在这一章中，斯诺几乎完整地写出了中
央红军长征的全部过程，既用大笔触勾画了
长征的历史图景，又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
长征的艰险与红军战士的坚韧、勇敢和大无
畏的英雄气概。

斯诺曾这样描述道：“几乎平均每天就有
一次遭遇战，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斯
诺感慨：长征成了“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
回宣传”。他认为：“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
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
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
绩之一。”

1972年 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病
逝。6天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
开启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篇章。而按照斯诺的
遗嘱，他的骨灰一半送回美国，一半葬在北
京大学未名湖畔。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领
导人参加了安放仪式，碑前呈献着毛泽东送
来的花圈，缎带上写有一行字：献给埃德加?
斯诺先生。

勃沙特：红军对信仰的执著前所未闻

斯诺：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

索尔兹伯里：长征是中国革命的熔炉

《神灵之手》

《西行漫记》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