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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视角 之下的 中 国共产党和边 区

一

1 9 4 4 年 中 外记者西北参观 团 所见

王彩霞

【提 要 】 1 9 4 4 年 6 月
, 中 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共 2 1 人到 达延安 , 7 月 部分外 国记者去

晋西北等地继续访问 。 此后他们各 自 撰写 了 新闻 、 通讯和书 籍等 ＾ 记者们观察和议论比较

集 中 的是民主政治 、 民生 、 社会生活 、 抗战形 势等 内 容 ,
从四种视角较为 全面 、 立体、 客

观地体察 2 0 世纪 4 0 年代的 中 国共产 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 。

【关键词 】 中 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中 国共产党 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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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斯诺、 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并组成为 ： 外国记者 6 人 , 代表美联社 、 路透社、

出版 《西行漫记 》 等作品后 , 国 民党加强了对合众社、 塔斯社等 ； 中 国记者 9 人 , 代表 《 中

延安的封锁 。 外国记者曾多次要求到延安访问 ,
央 日 报》 、 《大公报 》 、 《新民报 》 等 ； 领队和工

都被国民党拒绝 。 1 9 4 4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 作人员 6 人 , 共 2 1 人 。 这是抗 日 战争全面爆发

人反攻前的阶段 , 英美等同盟国 即将开辟欧洲 后到延安最大的一个新闻团体。 中外记者团希

第二战场 , 他们希望了解八路军的战斗实力及
望了解共产党各边区的施政纲领、 生产 、 贸易 、

敌后斗争概 ,
以便为第二战场的开辟等做准 行政 、 教育 、 卫生保健 , 参观人 民代表机构以

备 － 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说 ：

“

在同盟国 国家的阵Ｍ胃Ｍｇｉ—

营里 , 不应该有任何
－个地区被关闭起来 , ＳＭ 9 日 到■安参＿问 , 先后参观了工厂 、

于职业的新闻记者 , 也不应该有任何－个地Ｋ￥ 5 ＾ 2 ？
＇

不让他们去看一看 , 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 ： ：ｉｔ ？
ｇｇ

ｎ
ｆ

”①士 , 举行座谈＝ 、 ＾ 加群众集 式 。 月 日 ,

！！ 1 1 ｘ 2 ？ 中国记者及夏南汗神甫离开延安 , 部分外国记
体打破国

Ｊ
党对边区的

？

锁 ,

者前往晋西北等地继续参观 。 记者们在参观期
ｖｍｍ间和结束后 , 陆续发表 了

一些文章 , 有的集结
的 目标 。 2 Ｍ ,

成书 。 共产党的官據体也对参細的行程及
石

, 要求准许到延安访问 。 迫于种种压力 , 国

① 《朱副司令长官行署举行晚会 , 欢迎记者参观团 》 , 《解放 曰

6 月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行 。 记者团的报 》 1 9 4 4 年 6 月 1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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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等进行了报道 。 这些 中外记者们所发表的权 。 所 以 ,

“

陕甘宁边区
”

内所实施的
“

民主
”

,

文章和 出版的书籍 , 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延安等便是透过民主中形式的独裁 ；

“
一

元化的民主集

边区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 、 文化 、 思想和 生活中制
”

, 便等于封建时代的君主的集权 。

￥ 他举

等状况 。 鉴于每位观察者的视角和关注点并不例证明了 中共的
“

愚 民
”

手段 ： 中共为 了要增

一致 , 本文主要选取 了记者们着墨较多的民主加税收 , 扩充实力 , 准备 了
“
一

切为 了抗 日
,

政治 、 思想 、 民众生活 、 抗战形势等 内容 , 同 一切为 了人民
”

的金字招牌 , 由毛泽东提出 了

一件事情 , 记者们的想法可能全然不 同 。 对于
“

自 己动手 , 丰衣足食
”

的号召 , 发起
“

生产运

他们 , 可以大体看作是四种势力或四种视角在动
”

, 来压榨人民 。

？

观察共产党及边区 ： 第一方是共产党对 自 己 的《大公报 》 记者孔昭恺从 民生看民主 ：

“

与

认识 ；
第二方是代表 国 民党势力 、 不承认边区其谈民主等号召 , 不如先谈民生 , 因 为这一百

地位的记者的观察 , 以金东平及其所著的 《延四十八万人 口 , 九万九千方公里的地区还是个

安见闻 录 》 为代表 ；
第三方是素有

“

第三方
”

相当古老的农村社会 。

”③ 孔昭恺列举了共产党

之称的
“

中立
”

媒体 ,
以 《新民报 》 的赵超构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采取的变工手段、 说服妇女

和 《大公报 》 的孔昭恺为代表 ；
第 四方 即 为外入医院生育 、 采用

“

冬学
”

来办初级教育等 ,

国记者 。 他们所观察 的对象大体是
一

致的 , 但来说明 中共 自整风运动后 ,

“

它在边区政治上主

其表述和认知却各有不同 。要的作法 , 就是实际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

”“

中

—民 士前么
共在舞 Ｓ肚秘舰谓補陳带Ｊ’ 实

—

、

际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 多少也是
一

个争取的原

1 9 4 1 年 5 月 1 日 中共陕甘宁边区中 央局发 则 。

”④ 对于
“

三三制
”

民选的领导的执政能力

布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
, 共 2 1 条 , 明确体现 问题 , 孔昭 丨岂注意到 ： 民选 的乡 长、 县长 时常

了中 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 、 抗战 、 进步总方针 ,
是农民 出身

一

字不识的 , 乡 政府里有文书 , 县

规定了边 区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 、 法律 、

政府里有秘书帮助乡 长县长解决文字上的问题 。

知识分子等方面的具体政策 。 纲领确定了 团结 在乡里 , 比较是单纯的农村问题多 , 不识字的

抗战的总方针和
“

三三制
, ,

、 改善工农生活等具 乡 长也许处理得了 ；
在县里 问题要复杂

一些 ,

体实施政策 。这样
一

个县长能否应付 , 这实在是个问题 。 中

对于共产党声称 的
‘‘

由下而上 、 少数服从 共人士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是 ：

“

农 民出 身的县长

多数 、 下级服从上 级的人 民大众 的 民主集 中 主要还是处理农民 的事 , 这样 比较亲切 。

”⑤ 同

制
”

,
《商务 日报 》 总编金东平诋毁说 ： 由于陕 时 , 他也注意到 ,

“

但是政府机关
一般职员 中 ,

甘宁边区是
一个农村社会 ,

一般农 民的知识水 共产党人仍 占多数
”

,
原因是共产党解释为

“

由

平 , 当然 比不上 中共党员 , 所以 , 事实上 中共于战争环境的工作与生产条件
”

。

⑥

的
“

民主
”

政治的
“

少数服从多数
”

, 并不是少在延安期间 , 外国记者们应邀列席共产党

数中共党员 服从多 数民众 , 所谓 的
“

由下而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代表会议

上
”

, 也并不是民间 的意见可以被中共采纳 , 这


仅是透过中 共的技术动作 , 使得
一

般人们不 自① 金东平 ： 《延安见闻 录 》 , 民族 出版社印行 ,
Ｉ 9 4 5 年再版 ,

知其被愚而 已 。 中共 的 民± 制度是 口 头 为
② 金东平 ： 《延安见闻录 》 , 第 7 9

？

8 0 页 。

了人民 , 实际为 了 自 己 , 使用少数的党员 , 去③ 孔昭恺 ： 《 旧大公报坐科记 》 , 中国文史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愚弄多数的 民众 , 利用少数典型人物 ,
压迫多第 1 2 1 页 。

泌ｆ 八 7各如儿 7 也《？ 土 丨
加 认 比…卞④ 孔昭恺 ： 《旧大公报坐科记 》 ’ 第 Ｉ 2 2 页。

数工农分子 , 在
一

切为 了 兄 的利益的原则下 ,

⑤ 孔昭惜 ： 《旧大公报坐科记 》 , 第 1 2 4 页 。

立法、 司法 、 行政都在党的支配下而行使其职⑥ 孔昭借 ： 《旧大公报坐科记 》 , 第 ｍ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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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霞 ： 四种视角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和边区
——

1 9 4 4 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所见


常委会的联席会议 , 来观察地区性抗 日 统一战布的被动的东西 。 而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 ：

“

民

线政权如何运作 。 爱泼斯坦列述了他所考察的众是什么 ？ 民众是人群 , 是有思想 、 有要求 、

参会人员 2 2 人的职业和成份 ,

“

他们的成份证能动的人群 。 民众不是木头或机器 。

”④
当然 ,

实了 中 国共产党所宣布的主张 ： 在抗 日 、 改革从今天的观点来看 , 群众
“

丰衣足食
”

的程度

和建设的旗帜下 , 团结本地 区
一

切群体和 阶还比较低 , 但如果 了解边 区百姓之前 的生活 ,

级 。

”

爱泼斯坦具体描述了一个老农 民对政府以及共产党在 2 0 世纪 4 0 年代初部队和政府面临

实施造林 的方法提意见 , 县长 ( 地主 ) 的 意的困难 ,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边区政府和群众对

见 、 穆斯林毛拉的反应 、 教育部副部长 、 前 国于民生成果如此振奋了 。 由 于发展生产契合了

民党民团首领现经商者的发言内容 。 他得出 的老百姓的强烈需求 , 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得到了

结论是 ：

“

这就是中共建立的新民主地区内 不老百姓的拥护 。 对于中共 的
“
三 三制

”

和民主

那么正规的基层政权为人民 办事 的方式和语政治 , 国 民党方面将其视为
“

封建时代的君主

言 。 这里产生了
一

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 国集权
”

, 认为其完全是假借民主之名而已 。 倒是

人——正直、 不怕 当权者 、 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孔昭恺 , 认为谈民主
“

不如先谈民生
”

。 不同的

和新思想 、 不顾讲客气和
‘

面子
,

的老规矩 、 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 。 同样 的事例 , 金东平主

为 了 对 自 己 和公众有 利 的 事不 能 容忍
一切要意在揭示中共背后的

“

欺骗宣传
”

与
“

愚民

阻碍 。

”？手段
”

, 孔昭悟则更多从老百姓得实惠的民生角

＿

口＾ 、
＾ 吣度 , 而外 ｇ ｉ己者激 ［动地发现 了

“

全新 的 中 国
— 、 民生 问题入

, ,

关于边区群众生活 的改善和共产党
“

丰衣＝

足食
”

的宣传 , 金东平客观上承认边区所取得
＿ 、 杠＝生 ｚ古弓？、思蒽 八

的成绩和人民生活 的改善 ,
但是认为这些成绩共产党的官方报纸 《解放 日 报 》 认为 ： 延

没有共产党宣传的那么夸张 ： 现在陕北的工人安的社会生活顶多样 , 顶活跃 , 集体生产和学

和农民 , 大概每天都有着十二小时 以上的工作 , 习 , 特别是缤纷的各种各样的晚会 , 都是大后

他们所得的报酬 ,
虽然仅是三餐小米 ,

一

套布方所没有 , 所不能有的富有生气的群众性的社

衣 , 而他们工作 的勤奋 , 却始终是丝毫不懈 , 会生活 。

……

在重庆 , 独裁 、 剥削 、 谣言和 国

也许 , 在他们的 内心里 , 正深含着无限 的悲苦民党的官儿阔佬们的糜烂的私生活的浊流 , 淹

和酸辛 , 可是 , 在共产党利用
“

抗 日 必需努力没了群众的正当的社会生活 。

⑤

生产
”

的号召下 , 我们却从来不曾 听到他们吐对于 《解放 日 报 》 描述 的富有生气的社会

露半句怨言 。

……但是共产党要他们说
“

现在 生活 , 金东平则看到的是延安的公职人员 、 士

已经是丰衣足食了
”

, 他们于是就毫不抗拒的
一

兵和学生单
一

枯燥且劳累的生活景象 , 学生不

致点着头说 ：

“

我们已经是
“

丰衣足食
”

Ｔ
＂

ｏ

？上课在纺纱 ,
还改了 四句木兰词加以说明 ：

“

唧

孔昭恺对于农 民的生活这样表述 ：

“

在陕

北 , 记者团所过的农村不少 , 可是与农 民接触 ① 爱法斯坦 ： 《爱拨斯坦新闻作品选 》 , 今 日 中国出版社 1 9 9 5

的机会不多 , 大体上看 , 农村生活情形是在进年版 , 第 3 1 页 。

1

匕

＿

ｙ 巾
, ,③② 金东平 ： 《延安见闻录 》 , 第 1 5 5 页 。

③ 孔昭恺 ： 《 旧大公报坐科记 》 , 第 1 2 3 页 。

共产党在改善 民生方面确实下 了大力气 , ④ 刘少奇 ： 《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 》 ( 1 9 3 9 年 5 月 1

并且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即使是金东平 ,曰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中华全国总工会编 ： 《刘少奇

山 本
、

丨 7 口 八 从成坐 ／□ 仙ｔｏ Ｒ 八 山 ／ｆｃ 曰论工人运动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2 6 3 页 。

也承认了民众生活的改善 ,

？ 《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的座谈会上抗议追悼活人及其

被统治阶层任意支配的
“

愚民
”

, 是可以随意摆他》
,

《解放 Ｂ 报 》 1 9 4 4 年 6 月 2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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唧复唧唧 , 师生当户 织 , 不闻读书声 , 但见纺不能给人以满足的 。

”④ 对于党员 , 赵超构更直

纱急 。

”？ 认为延安的生活单调寂寞 。 另外 , 对白地指 出 ：

“

据我看来 , 共产党党员 , 除 了他

于 自 由活泼的民主环境 , 金东平也表示了质疑 。 的党员身份以外 , 就很少有他个人的身份 。 假

他在重庆广播电 台里的谈话中专 门提到 ： 当时 , 如世界上有所谓纯粹的政治的动物 , 那大概就

我 同周恩来说 ：

“

周先生是到过重庆的 , 重庆民是共产党员了 。 再详细地说 , 共产党的最大本

众对于政府 的批评 , 周先生也应该听到过 , 可领 , 在乎组织 。 党员 的最大义务 , 也就是服从

是我们到 了陕北 以后 , 却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人组织 。

”⑤

批评政治好坏和 中共的
一

切措施 , 人民 当真的对于赵超构所说的
“

党员身份
”

, 孔昭恺也

就没有
一

个不满吗 ？ 就是记者团和毛泽东先生谈到 ： 中共对军 、 政与 民 主团体的领导是绝对

谈天时 , 他也不会断然的承认 。 那么 , 人 民为的 。

“

党性增强后 , 个性消失 , 也为必然事 。 当

什么不讲呢 ？ 不用说 , 当然是由于
“

不敢
”

, 中然 , 为 了贯彻党的政策 , 增强党员 的党性 , 使

共是一天到 晚在喊
“

民主
”

的 , 我想不到在中其绝对忠实的服务 , 这种有力 的作用 , 是不可

共
“

治下
”

的人民 , 竟然是这样 的沉默 。 我虽否认的 。

, , ⑥

然不敢说这是 中共的
“

不民主
”

所使然 , 而民从以上叙述来看 ’ 集体学习 、 劳动正在成

主 自 由活泼空气 的养成 , 中共似乎是仍要加点 为共产党员 、 干部 以至 民众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

努力 。

”② 张文伯在国民党当局的 中央广播电 台 分 。 且在非中共人士看来 , 甚至成为共产党员

做了题为 《延安观感 》 的广播演讲 , 也指 出延 的唯
一

社会生活 内容 , 难免有枯燥之嫌 。 思想

服从为准则 。意识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 。 由于社会生活逐步

福尔曼注意到 ： 为 了发展生产 , 医学院里 趋于
一

致 , 思想形态也难免
“

标准化
”

起来 。

的学生
“

从正月 到六月 , 每天必须纺三小时的 延安时期的社会生活 和思想形态 , 已经开始

纱
”

,

“

我坦白地告诉他们 , 我觉得叫这些学生
向

＂

标准化
”

方 向 发展 。 自 毛泽东在延安文
每天花三个小时纺纱是浪费时间 的 。 不论他们 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来 , 共产党的文艺政
认为这样可以树立好榜样 , 时间和脑力实在嫌 策转向 面对第一线 的工农士兵 ,

一

切服务于

——工＃± 。

”③

抗战 , 其宣传和动员 的功能在当 时更大于文
后来延安 当局听取了福尔曼的意见 , 取消 了 医

学院学生每天纺纱三小时的规定 。
。

赵超构同样关注延安 的生活和思想
“

标准四 、 抗战形势

化
”

问题 , 但他对思想标准化有另一番理解 。

＆

他认为生驗定意识 ,
并不顧认浦众随

想标准化是受了共产倾想武翻强大压力 。

信放

赵超构同时指 出了
“

标准化
”

带来的缺点 ：

‘ ‘

因
日报 》 ± ｏ■介绍ｍｉ千字 ？

为摒弃了学院派的学说 , 延安青年干部赖 以求
ｉｔ

”

。

知的途径 , 只有 向 经验探索 。

… …这结果 , 免
職 , 国 内之所以出纖量众多的伪军 ,

“

我们

不了要形成偏狭的思想 , 并且大大地限制 了 知

识的发展
”

, 以及 由 于忙碌而带来的被剥夺了￥ , ￡＝ 3

。

、、② 金东平 ：
《延安见闻录 》 , 第 1 5 6 页 。

精神的余裕和生活 的趣 味 。

“

其意不在批评 , ③ 哈里森
？ 福尔曼 ： 《北行漫记 》 , 陶岱译 , 新华 出版社 1 9 8 8

而在报道延安生活 的
一

方面 , 自 然 ,
人总是年版

, 第 5 7 页 。

．

丁  7 成说 丨朴由④ 赵超构 ： 《延安一月 》 , 上海书店 1 9 9 2 年版 , 第 8 Ｓ 页 ．

人 ’ 在长＿紧敝种 ,
总、鮮

⑤ 赵驗 《延安
一

月 》 , 第 9 1 页 。

单调 。 单就这点说 , 我觉得这样的延安生活是⑥ 孔昭恺 ：
《 旧大公报坐科记 》 , 第 1 1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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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霞 ： 四种视角之下的中 国共产党和边区—— 1 9 4 4 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所见

认为完全是因为 中 国国 内政治不团结 、 不民主建设的现实后 曾先后发表谈话 。 在汾阳前线与

与赏罚颠倒 , 对全国军民投下一个巨大的暗影 , 参战部队的集会上 , 武道说 ：

“

三天的战斗证明

动摇了颇大的
一部分军民的胜利信心 。

”

他介绍八路军游击队 ,
比 日 本军队打得好 。 中 国人民

说 ,

“

1 9 4 3 年以来 , 敌人进攻的残酷虽仍是有加有能力
一步步将 日 本赶走的 。

”⑤ 福尔曼说 ：

“

我

无几 , 但是我党 、 我军及敌后人 民 , 却从这种要将所见到 的八路军英勇 战斗的故事 , 写成文

艰苦斗争 中锻炼出来了 ；
由 于执行了 中共中 央章 , 拍成照片 , 告诉全世界人士 , 争取美国对

的各项正确政策 ( 三三制 、 土地政策 、 精兵简八路军给予武器的援助 , 最后将 日 本法西斯打

政 、 统一领导 、 整顿三风 、 拥政爱民 、 发展生垮 。

”？ 爱泼斯坦更强调指 出 , 所有对八路军污

产 、 肃清特务 、 发展民兵等 ) , 终于打退了敌人蔑的谣言 , 已被事实所粉碎 , 任何封锁都已 封

的
一切进攻 。 因此 , 1 9 4 3 年到现在情况又好转锁不住了 。 他保证要将所见 的报道出去 , 揭穿

了 , 军队有四十七万 , 民兵有二百余万 , 根据 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污蔑 。

⑦ 在 9 月 2 1 日八分

地又扩大了 , 人 口 又上升到八千六百万 , 并且区各界的欢迎晚会上 , 福尔曼说 ：

“

过去有人告

经验丰富了 , 质量提高了 。 我们 曾经担负 抗击诉我们说 , 八路军不打仗 , 没有伤兵 , 没有俘

敌伪兵力六分之五以上 , 经过了外间所不能想虏 , 人民害怕八路军 , 恨八路军 , 今天这些谎

象的困苦艰难 , 然而什么敌人 、 什么困难也不言已被事实揭穿了 。 我看到 了八路军在英勇 的

曾压到我们 。

”？作战 , 八路军有很多伤兵 , 有大批 的俘虏 , 人

孔昭恺在观察 中注意到党对部队 的领导 。 民在热爱着八路军 。

”⑧

“

十八集团军中的政治工作是具有权威而且深入

的 。
…… 中 共对 它 的 军 队 的 控 制 是 相 当 有五、 整体印象

力 ＆ 。

”②

金东平提到 ： 如果诸位要想 问
一

问
“

延安
夕卜国记■为Ｍ关注第二战场的 开辟 ’

到底是地狱呢还是天堂
”

？ 我赃我这－段简单
本身又亲 自 ＳＩ了＿ , 实实在細義了纖： 。

随告里 , 各位
－

：

？可以脑 3 的看法来找－

爱泼斯坦从
－

踏上延安的土地就发现了群众对
个答案 。 这个说法觀有些模棱丽 。

＠ 日 心＿：心 ：

参观团在延安逗留三十多天 。 纏构对此
气氛和对 日 寇的痛恨 ； 人民决心不顾

—

切外＊说得非常客观 ：

“

在这短短的时 日里 , 要说深入
Ｉ—

職 , 鶴細 , 是万分不細 ； 要说调查批
日反攻 日滅近随細 , 在这絲的反攻中

评 , 細難有減赃妄 。 我们 自 己 知道 ,

■■求趴分＿￣
我们是记者 , 我们的立场是采访新闻 , 我们 的

并正为此作准备 。

”③ 他的通讯 《在敌后 》 描述
了八路军两次对敌人的成功袭击 , 通过这次战

① 《 中織战
一

般情况的介绍 》 , 《解放 日报 》 腿 年 8 月 1 0

地访问 , 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 当地居民在华北曰 。

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 、

② 孔昭惜 ：
《 旧大公报坐科记 》 , 第 ｍ页 。

—

, , 上？③ 爱汝斯坦 ： 《爱拨斯坦新闻作品选 》
, 第 2 6 页 。

深度和各种形式 , 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 。 如 ：

④ 爱泼斯坦 ： 《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 》 , 第 3 7 页 。

游击队对每个据点里敌军情况了如指掌 , 这些⑤ 《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盛赞晋西北军民英勇 战绩 》 , 《解放 曰

都是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互信 。 八路而 ！⑥ 《 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盛赞晋西北军民英勇 战绩 》 , 《解放 日

军从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 。 人 民深信 ： 抵抗 ( 而报 》 1 9 4 4 年 1 0 月 1 4 日 。

不是投降 ) 不但是
一

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⑦ 《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盛赞晋西北军民英勇 战绩 》 , 《解放 曰

是为他们 自 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好选择 。

④
⑧ 《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盛赞晋西北军民英勇 战绩 》 , 《解放 日

外国记者在参观过敌后军民英勇 斗争艰苦报 》 1 9 4 4 年 Ｗ 月 1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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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2 0 1 5 年第 4 期

动机只在使我们报纸的读者多知道
一

些边区 的透露的含义 , 各方理解均不相 同 , 但对共产党

事实 。

”① 对于边区 , 赵超构不赞成极端的评价 ： 来说大部分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报道 , 对延安
“

我觉得过去我们见到的关于边区的报道 , 往往的正面宣传意义重大 。 毛泽东在中 国共产党第

免不了有极端的溢美与溢恶 。

一

种说边区什么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 《论联合政府 》 报告 中说 ：

都不好 ,

一种说边区像个神圣的天堂 , 什么缺
“

在 国民党统治 区 , 在 国外 , 由于 国 民党政府的

点都没有 。 这两种说法 , 显然都太夸张 。 事实封锁政策 , 很多人被蒙住 了 眼睛 。 在一九 四 四

是 , 边区有好的现象 ,
同 时也有缺点 ； 而且同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 中 国解放区以前 ,

一件事 , 也有好坏两面的发展 。

”②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

孔昭恺在对比 了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和 国 民的 。 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

党领导的重庆后 ：

“

两相对照 , 我不能不认为共 露出去 , 所以在
一

九四 四年的
一

次新闻记者团

产党搞得好 。 我 的头脑 中 突然 冒 出
一

个想法 ： 回去之后 ,
立即将大门堵上 , 不许一个新 闻记

谁好谁来 ( 管理这个国家 ) ！

”？
者再来解放区 。

, ,⑤ 可 以说 , 这是共产党非 常成

武道是美 国 《 巴尔 的摩太阳报 》 记者 , 写 功的
一次新闻宣传和外交活动 。

有 《我从陕北回来 》
, 发表在重庆 《大美晚报 》 。记者们的作品迅速在 中 国 和全世界传播 。

他的主要结论 ： 老百姓生活进步 。 最动人的事 赵超构采写的新闻通讯于 1 9 4 4 年 7 月 3 0 日 和 8

情 , 就是人民大众生活 的进步 。

……土地革命
月 3 0 日 起分别在重庆和成都 《新 民报》 连载 ,

已停止 。 地主 自愿减租减息的政策 ,
正在完满

引起轰动 。 同年 1 0 月 , 重庆新民报社首次出版
驗 彳

？… ＂ … …入＿ 1单行本
；
次年 由南京新民报社再版 ,

5 个月 内重
选举权 。

……言论出版 自 由 。

… …我看见了 战
印 3 次 , 销量数万册。 日 本也随即 翻译出 版 ,

斗 。 关于十Ａ細军蹄柳敌人作战 , 雌
狐減巾 ＿人聊 《贿漫记 》 。 難斯坦在

够回答
“

是的
”

。

？傾－提的是 ’ 武道同时还
5 个月賴里为 《纽约时报 》 发去 2 4 篇新闻通

赃国 民党巾 央宣传細剛 , 所 以他賺道
讯 。

1 9 4 5 年 4 月 , ＾ 《我访问 了延安 》 ( ＩＶｉｓｉ ｔ

至少不被认为是
‘‘

亲？
、

”

’ 那么■察得 ＨｉＹｅｎａｎ ) 为名 出 版书籍 , 由印度孟买人民 出版
的这几 点 结论 , 相对来 说更 为大众 接 受 肖

社出版 。 難因出版 《新 中国 的长城 》 ,
1 9 8 7 年

胃皿 °

由新华 出版社出版修订本 , 名字改为 《红色 中

六 、 中外记者参观团成行的国的挑战 》 。 福尔曼撰写了 《来 自红色中 国 的报

影 口向与意义告 》 , 《 ：
！
匕 己》 。

‘

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在抗 日 战争 中

与世隔绝的延安 , 带有神秘色彩的 中 国共 发挥的作用 , 外国记者由 于有
“

眼见为实
”

的

产党 , 通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记
ｆ
的采访和 切身体会 , 在通讯 中进行了 着力宣传 , 并如实

描述 , 向世人逐步展露其面 目 。 之前外界对共 报道了八路军在作战中遇到医药 、 通讯等困难 。

产党 最关注 的是 ： ■上 ’ 是否专Ｍ他们在了解 了共产党和边区的实际情况后 , 纷

裁 5
＠济± ’

纷呼吁＿社会对相予以支持繊助 。 爱拨
昧落后 ； 抗战上 , 是否在与 日 军作战 。 共产党
是否值得外界向往和赞赏 ？ 第二战场开辟后是

① 續构 ： 《延安一月 》 ’ 第 2 5 2 页 。

否值得援助 ？ 通过记者向 中 国和世界传达的共？ 赵超构 ： 《延安一月 〉
〉

, 第 2 5 3 页 。

产党和延安的这些信息 , 人们都能得出 自 己 的③ 孔昭悟 ： 《 旧大公报坐科记 》
, 第— 页 。

牡 、八ｒｔ ／士丑
！
苗 女册 、士 亩—士 7 5 Ｔ插④ 武道 ： 《我从陕北回来 》 , 《解放 日 报 》 年 1 1 月 Ｉ 3 曰 。

结化 。 沿、体来看 , 在 ＪＳ还爭头万 (
8

1 ,
Ｉｄ有 1 丨掃

⑤ 《毛泽东选集 》 第 3 卷 , 人 民出版社圆 年版 , 第 腿

较为客观地传递了信息 。 虽然在这些信息背后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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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霞 ： 四种视角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和边区
一

1 9 4 4 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所见


斯坦坚定地表示 ：

“

无可置疑的是 , 这些五年来人思考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 , 赵超构成为

被外部世界认为神秘莫测 的部队是抗 日 战争中《新民晚报 》 社长 , 后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

优良的 、 有价值的盟友 , 给予他们支持
——

如协会副主席 、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 孔昭恺

同给予南斯拉夫解放军支持那样
——

将会极大 1 9 8 6 年以 7 6 岁高龄加人中国共产党 。 爱泼斯坦

地加速胜利的 到来 。

”《 国际媒体也予以 报道 。 1 9 5 7 年加入 中 国 国籍 ,
1 9 6 4 年加人中 国共产

美国旧金山 电 台 1 9 4 4 年 8 月 3 日 晚
“

美国之党 , 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

呼声
”

广播 中 , 以 1 5 分钟时 间 , 报道了美国国民党当局 、 外国记者 、 中立媒体和共产

各著名报纸 (如 《纽约时报 》 、 《纽约论坛报 》 、 党 自身 , 这四种视角 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多角

《基督教警示报 》 等 ) 上所发表的旅延外国记度的研究素材 , 这种共同 和差异有助于我们更

者通讯的摘要 , 内 容主要有 ： 陕甘宁边区居民全面 、 立体 、 客观地体察 2 0 世纪 4 0 年代被蒙上

一致努力生产 , 已将贫瘠的地区一变而为繁荣
“

神秘面纱
”

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 。

的地区 。 军队已能 自给 , 不依靠政府和人民的

供养 。 在外国记者所看见的 中 国军队中 , 八路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讲师 、

军有吃有穿 ,
给养最好 。

……在共产党领导的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 生院近代史 系 2 0 1 0

地区巳经广泛的实行了 民主 。
？ 8 月 3 1 日 旧金山届博士

广播驻延安外籍记者的通讯摘要 , 报道了延安责任编辑 ： 赵 俊

医药界和工业界工程师建立事业的情况 , 以及


八路军 、 新四军不断出 击克复据点 , 平毁碉堡 ,

切断敌人交通 , 解放许多地区与胜利保护麦收① 爱泼斯坦 ： 《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 》 , 第 2 7 页 。

的
‘

清况＾② 《美国旧金山广播延安近况 》 ’ 《解放 日 报 》 Ｉ 9 4 4 年 8 月

记者们之后的人生轨迹更是耐人寻味 , 引
8 日

。

ＣＣＰａｎｄ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Ｆｏｕ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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