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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形象的研究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 的一个有益视角。 延安时期， 多

名外国记者从不同时空、 不同视角对党的领导人进行了观察与报道， 呈现的集体形象为： 团结抗日和民族独立

的倡导者、 求真务实的社会变革者、 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廉洁自律的人民勤务员以及视野开阔、 胸怀世

界的求知者。 外国人士呈现的党的领导人形象， 推动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 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党在国共舆论宣传战中的弱势地位， 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 扩大了中国革命的

影响， 也为当下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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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它是由不同主体构成的。 关于领袖、 政党、 阶级、
群众间的关系， 列宁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 他指出： “在多数场合， 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
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 最有影响、 最有经验、 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

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① 同时， 也要看到， 政党形象是构成党

的影响力的基本要素。 良好的政党形象有助于促进党的政治认同、 政治整合和政治忠诚， 提升党

的执政合法性和国际交往能力②。 政党形象又是通过组织和个体来展现的， “领导干部是公众关

注的焦点， 也是党的形象的重要输出者。 特别是中央领导干部， 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位置， 一定

程度上就代表了党的形象”③。 作为风华正茂的百年大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 建

设和改革的历史性成就， 离不开良好的政党形象包括党的领导人形象的形塑作用。 加强党的领导

人形象研究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 的一个有益视角。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 从失败走向成功的关键时期， 也是党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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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外国记者出于各自的需要， 达成了 “让外界

知晓延安” 的默契， 数十名外国记者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采访， 留下

了一系列经典的红色作品。 学术界借助上述作品开始关注 “他者” 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尤其是

党的领导人形象， 形成了若干研究成果。 不过， 这些成果并未注意到党的组织形象与个体形象的区

分， 也未注意到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的区分， 使用资料范围较窄， 讨论略显笼统。 迄今尚未有专文从

外国人视角讨论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的集体形象， 为此， 本文选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新华出版社出版

的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系列丛书中的部分作品， 即詹姆斯·贝特兰 （Ｊａｍｅｓ Ｂｅｒｔｒａｍ） 的 《中国

的新生》、 弗雷达·阿特丽 （Ｆｒｅｄａ Ｕｔｌｅｙ） 的 《扬子前线》、 班威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ａｎｄ） 和克兰尔

（Ｃｌａｉｒｅ Ｂａｎｄ） 的 《新西行漫记》、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Ｅｖａｎｓ Ｆｏｒｄｙｃｅ Ｃａｒｌｓｏｎ） 的 《中国的

双星》、 哈里森·福尔曼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ｍａｎ） 的 《北行漫记》、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ｐｓｔｅｉｎ） 的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白修德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Ｈａｒｏｌｄ Ｗｈｉｔｅ） 和贾安娜 （Ａｎｎａ Ｌｅｅ Ｊａｃｏｂｙ）
的 《中国的惊雷》， 再加上影响较大的埃德加·斯诺 （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 的 《西行漫记》、 安娜·路易

斯·斯特朗 （Ａｎｎａ Ｌｏｕｉｓｅ Ｓｔｒｏｎｇ） 的 《中国人征服中国》、 冈瑟·斯坦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Ｓｔｅｉｎ） 的 《红色

中国的挑战》 和杰克·贝尔登 （Ｊａｃｋ Ｂｅｌｄｅｎ） 的 《中国震撼世界》 等共计 １１ 本著作为分析对象，
试图讨论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对党的领导人形象的建构及意义。

一、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展现党的领导人形象的观察范围和叙述方式

作为一种精神产品， 记者需要保持 “创作欲望”， 需要对客观的社会生活进行观察、 调查、
选择和提炼①。 同样， 本文选择的 １１ 本外国著述， 是作者在不同时空、 不同视角观察中国共产

党的多种尝试， 关注内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其建构的党的领导人形象互为补充， 形成一个有机

整体， 为此， 我们有必要勾勒一下他们笔下的党的领导人形象的 “底版”。
第一， 外国记者展现党的领导人形象的时空。 从时间上来讲， 上述著作覆盖了整个延安时

期； 观察时间在 １９３６ 年至 １９３７ 年的作品有 ２ 本， 即 《西行漫记》 《中国的新生》； 观察时间在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４０ 年的作品有 ２ 本， 即 《扬子前线》 《中国的双星》； 观察时间在 １９４１ 年至 １９４４ 年

的作品有 ４ 本， 即 《新西行漫记》 《北行漫记》 《红色中国的挑战》 《中国的惊雷》； 观察时间在

１９４７ 年前后的作品有 ３ 本， 即 《中国人征服中国》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中国震撼世界》。 从

空间上来讲， 这些作品报道的区域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 晋察冀边区、 晋绥边

区、 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外， 还包括国统区的重庆和武汉等。
第二， 外国记者笔下党的领导人的数量与篇幅。 根据笔者的统计， 外国记者报道的党的领导

人有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任弼时、 彭德怀、 贺龙、 林伯渠、 邓小平、 陈毅、 聂荣臻、 高岗、
薄一波、 吴玉章、 徐特立、 徐海东、 萧克、 杨秀峰、 彭雪枫等。 毛泽东为记者最为关注的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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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 对其进行专门报道的著作有 ７ 本； 其次为周恩来， 对其进行报道的著作有 ５ 本； 再次为朱

德， 对其进行报道的著作有 ４ 本； 再次为林伯渠， 对其进行报道的著作有 ３ 本； 关于徐海东、 叶

剑英、 聂荣臻、 王震、 杨秀峰的报道， 分别出现在 ２ 本著作中。 从外国记者对党的领导人的报道

篇幅来看， 用章篇幅报道毛泽东的著作仅有 《西行漫记》， 用节篇幅报道毛泽东的有两本， 分别

为 《中国人征服中国》 和 《红色中国的挑战》； 另外， 用节报道贺龙、 徐海东、 朱德和彭德怀的

有 １ 本， 即 《西行漫记》； 其他著作关于党的领导人的报道都是分散在 “延安途中见闻” “八路

军” “延安的政治” “一个政府的诞生” 等阐释党的政策的相关章节中。
第三， 外国记者对党的领导人的报道方式和叙事策略。 就人物形象的报道方式而言， 外国记

者围绕 “什么造就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采取了直接采访为主、 间接引用为辅的方式， 通过党

的领导人了解统一战线、 群众路线、 持久战、 大生产运动、 “三三制” 和思想政治工作等。 当

然， 外国记者也采用间接引用来建构党的领导人的形象， 例如， 斯诺访问延安时并未见到朱德，
他对朱德的观察就是引用了对其夫人的采访， 并参考了其他采访者的说法， 如书中称 “但是大

家都告诉我， 朱德貌不惊人———一个沉默谦虚、 说话轻声、 有点饱经沧桑的人， 眼睛很大 （ ‘眼
光非常和蔼’ 这是大家常用的话）， 身材不高， 但很结实， 胳膊和双腿都象铁打的一样”①。 就

叙事策略而言， 外国记者主要采取了为读者提供背景知识、 挖掘人物生平以及采用了读者期望的

民主、 独立和爱国话语等方式②。 他们对党的领导人的细节描写很传神， 其形象跃然于纸上， 如

斯诺笔下的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 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 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 背有

些驼， 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 双眼炯炯有神， 鼻梁很高， 颧骨突出”③。 又如卡尔逊笔下的

徐海东， “是又一个有巨大的领导才能的农民。 他高个子， 大块头， 脸上有一种我在朱德脸上见

到的慈祥。 他是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型的领导人”④。 此外， 这些著作中像周恩来的风度

翩翩、 彭德怀的开朗与大方、 朱德的沉默与和蔼、 林伯渠的可爱与温和、 邓发的干劲与想象力、
陈毅的敏锐与坚强等文字表述， 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的来说，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对党的领导人的多视角观察， 很好地为地处偏僻、 对外宣传资

源匮乏的中国共产党 “发声”。 正如爱泼斯坦所言， 外国记者的来访， “把一座被闭了很久的门，
打开了一个缝隙， 使光线射进来”⑤。

二、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笔下党的领导人形象的多维呈现

政党领导人对于政党形象具有代表性作用， “领导人是其核心， 公众习惯通过他们的言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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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政党组织形象的优劣”①。 １９４５ 年， 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 （Ｊｏｈｎ 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给美国政府的报

告中指出： “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 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 “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 中国的

命运不是蒋的命运”②。 这一时期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 在相当程度上离不开他们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察。 大致来看， 外国记者笔下的党的领导人， 其集体形象可以概括为五个

方面。
第一， 团结抗日和民族独立的倡导者。 党自诞生之日起， 就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

任。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国共合作， 建立、 坚持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坚持全面抗战的立场， 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 党的领导人在多个采访场合都表达了

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 一方面， 团结抗日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高度统一。 据斯诺的观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保持了一种 “磐石般的团结”， “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 都准备

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 自觉的， 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

正确的信仰而战”③。 白修德等甚至强调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团结意识， “他们都共同

作过二十年来的斗争， 对付国民党， 后来又对付日本人……他们互相信任， 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没有一点宗派主义的裂缝”④。 另一方面， 团结抗日也离不开国内外的广泛合作。 例如， 毛泽东

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表示， 中国必须寻求国际合作， “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

约， 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要抗日成功， 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⑤。 朱德在接受

福尔曼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相似， “这次战争不过是为民族独立及生活

民主化的长期奋斗的一个继续”⑥。 再据冈瑟·斯坦对王震的观察， 冈瑟·斯坦注意到： “虽然他

那湖南人的暴躁性格， 和他一再表示的对于民族团结的愿望一度压倒了他对于微妙的国共关系问题

上经常保持的缄默。”⑦

此外， 在采访中， 党的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意与国民党捐弃前嫌， 立足团结抗日大局。 例如，
杨秀峰在接受贝尔登采访时表示， 针对老百姓不满国国民党政权的消极抵抗， “大骂国民党两面

三刀， 决定不承认鹿钟麟这个省主席”， 他严肃地训斥了民选的行署官员， 要求其承认鹿钟麟的

省主席地位， “我想蒋介石是国家的首脑， 不管他过去有什么过错儿， 他的任命总还得尊重

嘛”⑧。 即使与国民党政权有血海深仇的徐海东， 他的 ６６ 名族人被国民党政权杀害， 但他在采访中

也表示： “是的， 但那些已经过去了。 现在，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兄弟， 蒋介石是我们的领导者。”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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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杰克·贝尔登： 《中国震撼世界》， 邱应觉等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第 ９０ 页。
〔美〕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中国的双星》， 祁国明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１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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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求真务实的社会变革者。 正如列宁所说， “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

用， 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 顽强的、 各种各样的、 多方面的

工作， 获得必要的知识、 必要的经验、 必要的 （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 政治嗅觉， 来迅速而正

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①卓越的政党领袖应勇于直面问题、 解决问题和推动社会变革。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旨在改造世界和改变人民的历史命运， 正如爱泼斯

坦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 “他们的目标不光是撤销或替换掌权的反动政客， 而是改变整个中国社

会， 这样它才能为百分之九十的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掠夺。”② 正因如此， 斯诺笔下

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青少年记忆中充满了对富人的仇恨和对穷人的同情， 毛泽东回忆青少年时代

湖南大饥荒时的抢米风潮， “眼睛是润湿的”； 彭德怀因一名地主不肯把米卖给饥民而愤怒， 率

众抢了其粮仓； 贺龙对有钱人的仇恨是广为流传的， “如果贺龙还在二百里外的地方， 地主士绅

都要闻风逃跑”； 徐海东认为， “中国的穷人， 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 “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

干尽了”③。

延安时期， 外国记者注意到 “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 共产主义在应用于中国社会

的实践中彻底中国化”④。 他们也注意到中国共产党领袖 “倔强而难以克复的现实主义”。 如白

修德等称： “第一桩使你觉察到的事情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 他们彻底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

家， 并且了解农村。 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 他们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 而且

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么样能转化为行动。”⑤ 斯特朗同样对中国共产党的现实主义印象深刻， 她

称： “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思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们常这样回答自己与苏联的关系： “我

们从不向莫斯科问这些事情。 我们只管怎么办对我们自己有利。”⑥

受访中， 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 在中国， 民主革命是通向社会主

义的必经之道。 毛泽东曾对卡尔逊表示： “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 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

达到的。 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 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⑦ 他也对福尔曼讲了中国民

主革命的意义， “我们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 我们更愿意认为 “我们现在

所做的， 有些象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 那就是解放黑奴”。 周恩来也有类似的主

张， 他表示， 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不过， “中国的发展不会沿苏联的同

一方向进行。 她将有着各个阶段”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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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第 ３９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４８ 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陈瑶华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４７２ 页。
〔美〕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 北京： 三联书店， １９７９ 年， 第 ５３、 ６９、 ２６９ 页。
〔美〕 冈瑟·斯坦： 《红色中国的挑战》， 马飞海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１３８ 页。
〔美〕 白修德、 贾安娜： 《中国的惊雷》， 端纳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２５７ 页。
《斯特朗文集》 第 ３ 卷， 傅丰豪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２７０ 页。
〔美〕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中国的双星》， 祁国明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１５０ 页。
〔美〕 哈里森·福尔曼： 《北行漫记》， 陶岱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１９８ － ２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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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如列宁所说， “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

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 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 ‘阶级斗争’”①， 在组织和领导群众革命

斗争中， 党的领导人要有 “乱云飞渡仍从容” 的政治定力。 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充满了复杂性和艰难性， 甚至被称为 “全世界最残酷的革命”， “这种残

酷鼓起了革命者更大的勇气”， “中国的革命依然在前进着， 背叛、 苦难、 失败， 都不足以减损

革命的领导”②。 外国记者笔下的党的领导人是 “坚如钢铁、 韧如皮革” 的群体， 他们乐观自

信， 不顾个人安危， 放弃名利， 义无反顾地献身革命。 作为毛泽东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论断的重要传播者， 斯特朗不仅对该论断感到震撼， 称 “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比喻如此贴切

而充满诗意”， 也对毛泽东的人生选择感到钦佩， “此时毛和年轻的妻子不论在个人生活方面或

事业成就方面， 本已达到了人生的顶点。 以后发生了国共大分裂。 毛以非法的身份领导着一支农

民的武装队伍……由于毛的关系， 毛的妻子和妹妹在一九三〇年被湖南的一个军阀所杀害”③。
班威廉、 克兰尔在与毛泽东的访谈中， 也感受到他的革命意志， 强调 “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

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 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 以他的地位， 在祖国危急时期， 他有一种

深切的责任感”④。 阿特丽对仕宦之家出身的周恩来却冒着生命危险选择革命表示充分肯定， 她

指出，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建立者之一， “当民国十六年上海工人纠察队被屠杀的时候， 周几

乎不能免于死亡。 而此后约十年光景， 周历尽了革命艰苦”⑤。
斯诺笔下记载了许多党的领导人为革命而放弃个人享受、 财富和地位的生动故事， 例如， 曾

为湘军军官的彭德怀讲： “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 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 在读了

《共产党宣言》 以后， 我不再悲观， 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⑥ 徐特立为了

革命放弃了受人尊敬的师范学校校长身份， 放弃了家庭和四个儿女。 一次， 一个到徐避难地方的

共产党员请他入党， 他高兴至极， “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⑦。 卡尔逊

笔下的朱德， 具有罗伯特·李的仁慈、 林肯的谦恭和格兰特的坚强， “四十岁时， 改弦更张， 决

定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把人民从社会和经济的失望境地中拯救出来的事业”⑧。
第四， 廉洁自律的人民的勤务员。 群众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观点。 正如列宁所说，

要善于 “作为阶级的党、 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 处理事情”。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 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 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它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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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第 ６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２８ 页。
〔英〕 詹姆斯·贝特兰： 《中国的新生》， 林淡秋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第 １６８ 页。
《斯特朗文集》 第 ３ 卷， 傅丰豪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２５２、 ２５７ 页。
〔英〕 班威廉、 克兰尔： 《新西行漫记》， 斐然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２９７ － ２９８ 页。
〔英〕 弗雷达·阿特丽： 《扬子前线》， 石梅林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６６ 页。
〔美〕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 北京： 三联书店， １９７９ 年， 第 ２４５ 页。
〔美〕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 北京： 三联书店， １９７９ 年， 第 ２１０ 页。
〔美〕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中国的双星》， 祁国明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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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①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鱼水情深令外国记者感到印象深

刻。 在贝尔登的笔下， 曾为大学教授的杨秀峰强调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是 “学生” 与

“先生” 的关系， “知识的真正源泉存在于人民的愿望和需要中， 或者可以说， 存在于人民的

心目里。 我应当做人民的勤务员”②。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对爱泼斯坦表示： “我们不断帮

助农民是我们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军民形成一条心， 一起受苦， 痛恨敌人， 决心

赶走敌人。”③

作为 “人民的勤务员”， 党的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特征为平易近人。 斯诺注意到， 中国共产党

领袖可以毫不在乎地走上大街上， 亲切与群众交谈， 他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 “毛泽东光着头在

街上走， 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 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④。 班威廉等访问延安时， 他们

也注意到边区骡马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共产党领袖的 “随意” 和缺乏 “仪式”， “边区领袖们， 如

毛泽东， 朱德， 林祖涵， 周恩来等都非正式地到会场参观过， 随意和群众混在一起， 只带着极少

数的卫士， 仪式是一点也没有”⑤。
另一个突出特征是艰苦朴素和廉洁自律。 斯诺注意到， 作为红军领袖的毛泽东， 个人生活与

一般红军战士没什么差别， “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 官僚和税吏的财产， 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

一卷铺盖， 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主管红军财政的林伯渠每月经手数十万元经

费， 却只领补贴 ５ 元， “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 红星帽的帽檐软垂， 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

眼镜， 一只腿架已经断了， 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 指挥千军万马的彭德怀和部下一样，
只有两套制服， 不佩戴军章， 司令部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 “他有一件个人衣服， 孩子气地感

到很得意， 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⑥。 班威廉等在采访平西司令

部时， 看到官兵 “所吃的不过是一天两顿玉蜀黎和萝卜， 所饮的不过是白开水”， “在共产党的

军队里， 长官和士兵们的饮食到处都没有大差别”⑦。
此外， 还有一个特征是身体力行， 与群众同甘共苦， 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 白修德等观察

到， 毛泽东 “为了使自己能有烟抽， 他辛勤地耕耘着他的烟田， 结果他所生产的烟叶足够所有

党的总部的消耗”， 朱德总司令自己耕种白菜⑧。 斯坦观察到参加大生产运动中的王震， “双手也

像他的部下那样， 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 大足趾上贴上了膏布， “他和别的军官一样， 帮他

的士兵工作， 有一次， 一袋沉甸甸的煤块竟压坏了他的脚趾”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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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第 ３９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３８ 页、 第 ３０ 页。
〔美〕 杰克·贝尔登： 《中国震撼世界》， 邱应觉等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第 ９４ 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陈瑶华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１７２ 页。
〔美〕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 北京： 三联书店， １９７９ 年， 第 ６１ 页。
〔英〕 班威廉、 克兰尔： 《新西行漫记》， 斐然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３０５ 页。
〔美〕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 北京： 三联书店， １９７９ 年， 第 ６５、 ２０６、 ２３７ 页。
〔英〕 班威廉、 克兰尔： 《新西行漫记》， 斐然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６９ － ７０ 页。
参见 〔美〕 白修德、 贾安娜： 《中国的惊雷》， 端纳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２５７ 页。
〔美〕 冈瑟·斯坦： 《红色中国的挑战》， 马飞海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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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视野开阔、 胸怀世界的求知者。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注重从国际视野来把握

中国的革命。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讨过 “改造中国” 与 “改造世界” 的

内在联系， 并提出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的重要判断①。 党的领导人的世界眼光和

学习兴趣给来访的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斯诺的观察， 毛泽东是一个熟读世界历史的

人， 他的阅读兴趣不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 也广泛涉猎古希腊哲学家、 斯宾诺莎、 康德、 黑

格尔、 卢梭等人的著作， “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 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 很快就

使我答不上来了……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 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知道一

些美国的黑人问题”②。 曾采访过毛泽东的卡尔逊也分享了与其纵论世界局势的经历， 他写道：
“我们谈到夜深， 内容涉及战争、 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 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 宗教对社

会的影响， 还有， 一个成功的世界组织的成员们。” 此外， 卡尔逊还被朱德等人迫切请求分享其

对国际局势的看法， 朱德等人对美日关系、 英国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上的立场、 西方民主国

家与佛朗哥的关系很感兴趣， “他们对情况的了解令人吃惊地清楚”。 卡尔逊还与前来视察的

“头脑象芥末一样地灵敏” 的邓小平进行了交流， 他称： “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 他

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③ 斯坦也注意到党的领导人都有与盟军无条件合作的热情， 他们期

盼战后国际上能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和能力， 认为中国共产党 “准备自己在一

个新的、 民主的和发展的世界秩序中做一个伙伴”④。
总的来说，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从理想、 意志、 能力和修养等多个层面展现了党的领导人的人

格魅力， 其著作不仅激励着国内青年胸怀理想， 奔赴延安， 追寻艰难而伟大的革命事业， 也增强

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 “延安中国共产党的蓬勃

朝气和并非做作的平均主义， 并非由于埃德加·斯诺所著 《西行漫记》 一书而出名。 所有到过

延安的人———林迈可、 美国领事雷·卢登、 医护人员都证实这幅图画的真实性。 于是， 延安那遥

远的地方就日益令人向往。”⑤

三、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建构党的领导人形象的意义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曾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 受到

《西行漫记》 等著作的影响， 决定投身中国的抗战洪流。 １９３８ 年，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

里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ｖａｎｓ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 在阅读 《西行漫记》 后表示： “当时， 几十万美国人， 包括我自

己， 读了这本书， 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的初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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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 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 也有了了解。”① 正是 《西行漫记》
掀起的 “红区热”， 贝特兰、 卡尔逊、 爱泼斯坦、 福尔曼等数十名外国记者热情地关注中国的

革命与抗战， 留下了一系列真实生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和

国际地位。 迄今， 上述著作仍被不同国家数以万计的读者和学者阅读和引用， 并不断形成新的

“红色记忆”。
第一， 外国记者展现的党的领导人形象， 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政党形象， 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舆论宣传战中的弱势地位。 １９２７ 年以来， 国民党为了维护独裁专治， 对

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多次 “围剿”。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国共在共同抗日下维持合作， 但国民党

政权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和敌意仍根深蒂固， 曾发动了多次反共高潮和摩擦活动。 除了军事冲突

外， 国共两党也一直进行宣传舆论竞争。 国民党利用其统治地位， 实行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 严

禁宣传中国共产党言论和思想， 致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大多模糊不清， 故在斯诺访问

陕北前， 红色中国被国民党政权 “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 外界迫切希望得

知关于中国共产党问题的真相， 诸如 “红军是否为 ‘文匪’ 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 “中国共产党

人是不是 ‘纯正的’ 马克思主义者” “党的领导人是不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②。
全民族抗战时期， 国民党政权仍极力抹黑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民主政权， 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大肆宣扬 “边区黑暗” “共产共妻”， 诽谤中国共产党 “游而不击” “专打友军， 不打日本” “破
坏政令军令”③ 等， 诱导国际社会不必重视中国共产党， 不必对其有期待。

通过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 党的领导人展现出的远大理想、 坚强意志、 卓越能力和心系人

民等优秀品质， 足以让国民党的各种歪曲宣传 “打脸”。 在外国记者笔下， 毛泽东是一个博览群

书、 视野开阔的 “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 颇有幽

默感， 喜欢憨笑”， “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④。 “他熟悉中国和中国农民的需要；
他具有分析所见事物的天才； 他能够用简单明瞭、 丰富多采和铿锵有力的方式来表达思想。”⑤

外国记者眼中的周恩来是一个 “头脑冷静” “深思熟虑” 和 “讲究实际经验” 的领导人， 根本

不是国民党污蔑的那样 “无知土匪” “强盗”⑥。 他严于律己， “精明又有修养” “风度翩翩”
“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拨萃的”⑦ “周恩来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客观最正直的人物”⑧。 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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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眼中的朱德是一个 “绝对地无私、 善良、 耐心而又判断深刻” 的领导人， “朱德受到他的部

队所有人的爱戴。 只要提起朱德的名字， 就会在他的勇敢的同伴们的眼里引起柔和的亮光”①。
“他时常露出热情和快活的笑容， 使每个人都感到心情舒畅。 他由一个勇敢的革命战士成为战略

家和人民的领袖。”②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外国记者在肯定党的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外， 自然也会用对比的眼光审视

国民党高层的官僚作风和脱离群众等问题。 如斯诺注意到， 与平易近人的党的领导人相比， １９３６
年蒋介石到西安后， 则是 “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岗哨。 沿路农民都被赶出了

家。 有些不雅观的破屋就干脆拆除”， “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 谁信任人民”③。 斯坦注

意到， 与 “随和、 简朴、 富有思想” 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相比， 蒋介石则呈现出 “严肃、 呆板、
忧心重重的军人性格”④。 卡尔逊在采访孔祥熙等人后， 感慨道： “我与这些执掌国家事物的人们

谈话的时候， 无法不把他们舒适的生活与八路军顽强的自律加以对比。”⑤ 国共两党领导人所呈

现的不同政党形象， 使得外国记者对国共两党有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和拯救人

民， “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 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 它保持洁白。 在国民

党是愚昧的地方， 它是英明的。 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 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⑥。 伴随着外

国记者的持续报道， 到了 １９４４ 年， “在国共前后长达 ２０ 余年的舆论宣传战中， 这次较量在一定

程度上扭转了双方政治宣传战的强弱格局”⑦。
第二， 外国记者展现的党的领导人形象， 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

播， 扩大了中国革命的影响。 正如学者张军孝所言： “毛泽东， 从一个人的名字演变为现代中国

社会的超级政治符号， 早已不是今天的事情了。 自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后期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

国》 问世以后， 到中共 ‘七大’， ‘毛泽东’ 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一个时代或一种社会政

治体系的象征。”⑧ 延安时期， “毛泽东” 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政治符号的过程， 离不开斯诺为

代表的外国记者对毛泽东本人的大量采访和报道。 以斯诺的 《西行漫记》 为例， 该书最早的英

文版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 两个月内再版 ４ 次， 发行十几万册， 轰动世

界。 １９３８ 年， 该书再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 月售 １. ２ 万册， 被译成法、 德、 俄、 意、 西近 ２０ 种

文字。 在 《西行漫记》 等著作的影响下， 随后许多外国记者访问延安， 留下了不少关于毛泽东

的报道， 如斯特朗的 《毛泽东访问记》、 爱泼斯坦的 《毛泽东印象》 等， 这使得 “毛泽东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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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七大时达到高潮①。
就外国记者对党的领导人的报道内容而言， 他们已注意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受着最高

爱戴和尊敬的领袖， 具有对党的无可置辩的支配力， 如斯诺注意到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

力范围内的影响， 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 ‘主席’ ———个个人都

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②； 白修德注意到， “在公开的集会里， 人们不难看见政治局的其

他分子———他们本身也居于很高的地位———反复地引用着毛的演辞， 就好象在吮吸着知识的源

泉”③； 斯特朗与刘少奇一次 “激动人心的谈话” 中， 刘少奇向她阐述了 “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创

造”， 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有 “新的发展”， 他注意到了 “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正是

毛泽东军事战略的运用， 使得 “共产党的军队在二十一年的战斗中， 从三千人发展壮大为三百

万人； 变工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使农业增产； 生产自给制度， 实行这一制度甚至在大幅度减税情

况下， 也能使被严密封锁的 ‘抗日根据地’ 发展成为强大的解放区’”④。
不仅如此， 以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记者的著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和政策方

针的具体运用， 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魅力， “推进其既以理论形态 ‘解释’ 革命， 又

以实践形态 ‘改造’ 革命， 还以个性特征 ‘感召’ 革命”⑤， 因此， 这些著作成为海外学界研究

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学术参照。 如彭德怀向斯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对

于游击战的重要性， “中国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才能取胜， 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

心、 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 了解在农民中间进行深入、 广泛、 经常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必要

性， 能够实现它宣传的诺言”⑥。 朱德向福尔曼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通过人民的

帮助， 我们具有着有价值的情报。 我们知道敌人的每一移动”， 这种被日本军官称为 “非正统战

术” 的游击战使日军疲于奔命、 徒劳无功⑦。 任弼时向卡尔逊阐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认为其

为中国共产党军队 “抵抗侵略的心脏和灵魂”， 包括战前动员及战后总结、 官兵平等、 军纪严

明、 瓦解敌军和群众动员， “人民一定要明白我们为什么打日本以及他们怎样才能帮助制止侵

略”， “我们教给居民开会的方法和选举村和县的官员的方法。 人民要履行公民的义务， 他们就

应有权就自身的事务发表意见”， 卡尔逊感到 “这种前景是激动人心的”⑧。 王震向斯坦讲述了

大生产运动有助于改善军民关系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毛泽东同志坚决要我这样做， 要我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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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边学习”①。
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展现的良好形象， 使得 “毛泽东及共产党和

红军的影响， 开始走出根据地， 走向国统区， 乃至全世界”②。 外国记者承认 “中共的领袖们才

能卓越， 意志坚定， 富于献身精神。 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人， 并且令人容易接

近”， 并用 “富有朝气的、 充满活力的、 斯巴达式的、 受人民欢迎的、 进步的、 民主的、 改良主

义和爱国主义的” 等形容词描述中国革命③。
第三， 外国记者展现的党的领导人形象， 为当下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

故事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素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深入， 资本逻辑和后

现代主义思潮渗入中国社会，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 历史虚无主义者试图通过碎片化的

“富于启迪的历史细节” 来歪曲事实， 以 “非人性化” 的叙事来否认近代中国革命的合理性， 否

认历史中的真实和崇高。 他们习惯于将党史宣扬为 “阴谋史” “党内斗争史”， 尤其是通过一些

所谓历史文献的细节发掘或编造来贬低和丑化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意图否认马克思主义和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④。 新媒体时代，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通过网络不断地发酵和扩散， 产生了相当恶

劣的影响。 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我们就得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必须以形象生动的细节

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来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采取 “他者” 视角的外国记者无党无派， 保持中立立场， 其对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的观察

和报道， 可谓真实、 立体和全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折射， 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战

胜强敌、 赢得民心。 回到革命战争年代， 从理想层面来看，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奋斗目标， 真正做到了将 “小我” 融入 “大我”。 正如斯诺对毛泽东的观

察： 当谈到红军成长时， 毛泽东主要是从 “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 来叙述， “虽然

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 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 所叙述的不再是 ‘我’， 而是

‘我们’ 了； 不再是毛泽东， 而是红军了”⑤。 正因如此， 很多家庭出身优越、 社会地位高或曾

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要职的党的领导人放弃个人享受， 不畏强权和牺牲， 他们为国家和人民的不

幸而悲伤， 无怪乎斯诺注意到受访的农民在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 “我们的政府”， 称红军为 “穷
人的军队， 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他觉得， “在中国农村， 这是一种新现象”⑥。 贝尔登同样注

意到共产党常称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 人民是我们的爹娘”⑦。 从意志层面来看， 中国共产党人

具有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 “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 始终如一的希望、 令人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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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笔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及意义

诧的革命乐观情绪， 象一把烈焰， 贯穿着这一切， 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 或者在大自然面前， 上

帝面前， 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①。 他们以民族和国家为重， 超越党派恩怨， 坚决倡导团结

抗日； 他们廉洁自律， 艰苦朴素， 提倡官兵平等， 相互尊重， “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所领导的人

们”②。 从能力层面来看，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 善于从长远和大局的视角思考问题， 通

过解决土地问题和税收问题， 建立民主政权， 推动妇女解放和家庭民主， 使人民获得了正义、 公

平、 民主和尊严， “共产党把高贵者拉下马， 使卑贱者站起来。 他们把妇女从男人、 孩子从父

亲、 佃户从地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他们过问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 他们打开了蒋介石不得其门

而入的新天地”③。 以文化程度而言， 斯诺惊讶地发现 ６０％至 ７０％的红军士兵是有文化的， 要比

国民党军队平均数高很多。 甚至在苏区的一些穷乡僻壤， “你也能发现红色农民也知道一些象意

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和德、 意 ‘侵略’ 西班牙这样的基本事实， 说这两个国家是他们敌人日本

的 ‘法西斯盟国’！”④ 贝特兰同样对红军战士的国际政治知识 “感到惊异”， “他们都在红军里

学会了读书， 大多数还能写东西。 他们还知道了他们自己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 这一点给

人最深的印象”⑤。
概言之，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笔下的中国共产党人， 真正实践了列宁强调的 “哪里有群众，

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 克服极大的障碍， 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

产阶级群众的机关、 社团和协会 （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 里有步骤地、 顽强地、 坚定

地、 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 ⑥

习近平指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 走到

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⑦ 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革命战争年代虽然

已远去， 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不曾改变。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如何提升国

际话语权、 改变 “挨骂” 问题， 离不开良好的政党形象的塑造， 需要我们把握好 “做好” 与 “说
好” 的平衡。 为此， 深入历史现场， 挖掘丰富材料， 从不同角度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与追求、
情怀与担当， 对外展现好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可谓党史研究者应有的自觉和关切。

（杨红运系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教授）

［责任编辑： 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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