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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对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有兴趣,这套书一定要看,斯诺给人的印象一般是在红星照耀中国建立的,
但是不止,你看了这套书,会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就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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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爱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来到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赴前线采访，写下了一
批颇有影响的有关中日战争的报道。特别是他撰写了轰动世界舆论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带任何
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通过亲自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信任。抗战期
间 ，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把中国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组织、发起、宣传“工合”运动，支
持中国的战时经济；如实报道中国抗战实况；开展大量的国际宣传，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
。他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以自己的行动，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
一座友谊的桥梁。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
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
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
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9月末，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报道中，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伟大的表演”，中国
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接着，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
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
在汉口，他为中国工业所遭到的破坏而痛心：“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
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而在放弃南京、汉口两座战略城市之前，又没有
作出巨大的努力使两个城市不致变成敌人的战争基地。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资源和工厂，把侵略更深一
步向内地推进。”
他惊异地发现：尽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从来没有赢得一项政治决定，从来没有能
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任何甘心承认失败的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人们不承认他的权威。汪精
卫叛国投敌，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人民就唾弃他，他的影响也就消失了。如果蒋介石投降，也
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称赞新四军：最大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
战术。
他夸奖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
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
的——精神的不可战胜。
所有这些结论，都显示了斯诺作为一个进步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
亚洲而战》一书中。
地下工作总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日军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
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免遭日军捕
杀，他的公寓成了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斯诺热情地帮助这些避难者化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
北平。
斯诺家中还存放着一些中国人寄存的财物，从私人汽车到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和玉
器。有一次，西山的抗日游击队派了一位联络员来找斯诺，请他帮助变卖从日军手中夺回的珠宝、黄
金，以解决游击队急需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并提出给斯诺高额的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
。但是我建议，你们把在西山一个修道院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释放了。”他对游击队员说：“这
样做不好，会损害你们的抗日事业，不能获得国际上的同情。”“我是为中国着想。”斯诺说，“一
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太多。”
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找到了肯帮忙的人帮助游击队把珠宝
、黄金变卖了出去。
在斯诺家花园的地下，爱国学生埋藏了许多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斯诺甚至还同意在他家中设置了
一部秘密电台，斯诺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每天还要为众多的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
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占领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的人士还没有敢公然侵犯。
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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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掩护邓颖超从北平脱险，颇有些传奇色彩。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
乱地区，邓颖超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请斯诺设法带她出去。为了应付沿途日军盘查，邓
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和斯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列车到达天津站，日军在月台检查所有的
中国旅客，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都会被抓走。
“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斯诺对日本检察员说。日本检察员挥手放斯诺他们
出站。
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新西兰记者吉姆·伯特伦，请他把邓颖超带过
封锁线。
令人惊奇的是，斯诺当时并不知道所帮助的人是邓颖超。实际上，斯诺帮助中国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
事。
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说：“我依然赞成中
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
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对中国进行了三次长期访问。这在美国政府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孤立政策
和武装支持台湾蒋介石的年代里，对一名美国人来说，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1960年，斯诺访问北
京，他意识到中国领导人希望他的到来，可能有助于建立起一座中美两国的友谊桥梁，他表示：“前
途是艰险的，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后必将架起。”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出乎意外的被邀请访问北京，中美关系解冻，美国《生活》杂志抓住时机发表
了斯诺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斯诺透露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曾告诉他的话：如果理查德·尼克松
访问中国，无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这篇文章是斯诺的最后一篇“独
家内幕新闻”。就在尼克松开始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死于癌症。
斯诺生前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
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
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末名湖畔，另一半骨灰安
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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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像个三流记者般地称赞新中国，1960年来华仍是称赞，很幼稚，也难称真诚的一个美国人。
2、看看共和国初期的情形吧，事物在发展初期的时候总是朝气蓬勃的。。。
3、斯诺估计也想不到今天的中国吧。
4、我悲伤地看完全书，斯诺写的是虚构的伟大，这种伟大是可怕的。他走访了大城市，而真实却隐
藏在农村里。如果我没看过杨显惠的书，我可能会以为这就是真实。
5、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6、补记
7、让历史照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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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花了一个月时间终于啃完这本《大河彼岸》。其中有些章节还是跳读的，例如读到什么钢铁生产
了多少吨，发电发了多少千瓦，修铁路修了多少公里，这些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吸引我的是一些
访问和对话。例如他会问中国哪个时候有没有婚外恋，赞成婚前性行为吗？如果怀上了但还没结婚怎
么办？当然，领导就只会说，这事情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假若这本书不是一位在中国经历过抗日战争
国共内战的战地记者写的话，在当今的眼球看来完全就是一本大五毛写的书。其中赞美之词溢满表面
，批评的说话无关痛痒。就好比你到主人家作客，主人家煮了一顿丰富大餐招呼你，大餐虽丰富但却
不怎么滋味。但你又不好批评说这东西不好吃，如果硬要我说点意见嘛，就是椅子坐不太舒服，下次
换张软一点的就好，这个小问题小问题。生于80年的我也没经历过那个中国由共党掌权崛起的时期，
充其量就是从书本上，人们的口中得知零星片段的历史状况。是真是假，是对是错，你叫如何让一个
没有身临其境的人相信一些什么东西。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事实根据，都符合数字逻辑，你说中国人站
起来了，没错，毛的时期确实是比解放前生活条件好了，百姓有盼头，国家经济开始红红火火建设起
来，这是铁打铁的事实，有数据有图表，齐齐奔向社会主义的美好。你说中国人一直都蹲着，也没错
，多少大跃进，错反右，二月逆流，文革斗争，领袖崇拜这些也是不能磨灭的事实。所以那个时期你
无法判断一个事物的全对全错。我好奇的是斯诺先生写这套系列时候的心情处境。我个人特别喜欢揣
摩作者的创作心理。在维基上搜了一下斯诺先生的生平，是为热爱中国，有干劲的记者，直觉上我觉
得他其实就是一位热爱和平的普通人。在那个美国与苏联两大阵型对垒的时代，他在美国也受过迫害
，被迫到瑞士生活。我想在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有独立精神，有探索精神的人都会陷入一种迷茫，
究竟那个阵型是人类的福祉。那时候别看美国是自由国家，其实暗地里也迫害者共产主义者，对自己
国民宣传也是洗脑式的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型就更加不用说，反美反帝反资是长年不衰的口号。
在美国生活的斯诺经历了中国的内战抗战。对中国有着美好的愿望和感情。他大概看到了一种新的主
义，人类另一条新的道路，但是否适合人类的未来发展还有待考察。在国内看见满是辱骂社会主义国
家的文章，夸大其词，于是只身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记录，做一个苦行者，粉碎各种国内不实的报
道。在他的一些对人们的访谈提问可以看出，他在迷茫着，他内心在对比着这两种主义究竟孰优孰劣
，而一直在寻找着答案。对于他的所言所行，我个人就觉得很伟大，起码这种独立思考和亲身求证的
精神就引人入胜。可是，斯诺先生，不知道你那时候是否有只身走遍中国大地，闻遍人间的疾苦。还
是只是采访中国官员安排你采访的地区。这个差别非常之大。最后让我觉得讽刺的是。那时代虽然疯
狂，盲目，狂热，缺乏理性。可是老毛却真是一个抱有远大抱负，信奉并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蓝图规
划的人，他允许有异声的存在，勇于与所谓敌人面对辩论对质。虽然最后他错了，我觉得他可是一个
真心奔社会主义的人，即使那是重错误的痴心也坚持到底。反而看看现在的大佬们，你们还有这个抱
负和痴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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