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八十周年。时隔八十载，重新回顾

中国历史上这个重大事件，这个震惊世界的

历史壮举，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 ：长

征成功的奥秘究竟在哪里 ? 其实，关心这一

问题答案的，当然不只是中国人自己。长征

祝捷后的这几十年来，世界上多少有识之士，

都曾就此做过研究，发表过各自的真知灼见。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真挚朋友、国际知名的

美国传记作家、《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

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就是其

中之一。

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一生丰富多彩，

她为向西方公众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可

以说是倾注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在许多方面

都有重大建树。她的首部传世之作《续西行

漫记》（Inside Red China），以及后来的《红

都延安秘录》（Red Dust: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从独特的视角，揭示

了中国工农红军以星火之微青萍之末而终成

新中国大业的一个奥秘。

1937 年春天，在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

到达陕北不久，海伦紧步其丈夫埃德加·斯

诺的后尘，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当局

的严密封锁线，只身来到陕北苏区。她之所

以会迈出这一步，首先是得益于埃德加·斯

诺对长征所具深远意义的高度认知。埃德

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指出，长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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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也深知，

这一胜利的意义十分重大且来之不易 ；而她

更敏锐地感到，探索成功之本，认清长征胜

利的关键要素，则更为重要 ；所以她下决心

要去中国陕北深探其究竟。

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苏区，海伦对中

国众多的革命领导人，逐个进行面对面的采

访，而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其访谈的重点对

象，海伦在苏区的 4 个月期间，广泛接触了

中国红军的领导人，双方坦诚相见，结下了

一段真挚而深厚的情谊，几十年延续至今。

按照海伦预定的计划，她拟采访的中国

红军将领有十几位，他们的主要代表是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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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

罗炳辉、项英、王震、徐海东。海伦在延安

期间对上述这些人逐个进行了详细的征询，

请他们谈个人的出身、家庭、投身革命的曲

折经历、成长为高级将领所走过的道路、中

国革命的前途、红军屡胜强敌的办法和原因、

乃至各自的个人爱好和生活情趣等，真的是

问者无所不问，答者有问必谈。这样，海伦

通过这一系列的采访，自然在自己的脑中形

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即 ：长征的胜利，是

与领导这一历史壮举的每个人分不开的。今

天当我们重新翻阅海伦当时留下的篇篇采访

实录，能够从中获得的，除丰富的革命激情、

对未来美好理想的执意追求，当然也有相当

的历史沉重感外，更多的、更强烈的则是关

于要不畏强暴、挺起腰杆做人、振兴中华等

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以及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方面的丰富内容。这恰恰正好说明

长征之所以能够成功，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

胜利，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有着这样

一批忠实于自己理想追求、不惜牺牲自我、

敢于勇于担当、指挥才能出众的长途征战的

领路人。

海伦是 1937 年春天来到陕北延安的。当

时中国的十年内战刚结束不久，陕甘宁边区

还处于半封锁状态之中，外界对中国红军认

识和了解不多，国内外公众大量接触到的是

国民党政府及其舆论工具长期以来对中国共

产党及其军队的恶意攻击和中伤，中国红军

被他们称作“赤匪”，而其将领则被描绘成面

目狰狞、置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利益于不顾、

只热衷于追逐个人私利和野心的盗魁匪首。

可是，这些人在海伦的笔下，又是怎样的呢 ?

一、识大体顾大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

尽管十年内战期间，乃至整个长征过程

之中，中国红军一再遭到南京政府军队的疯

狂剿杀，但是 1935 年秋，当日本军国主义大

举侵华的意图暴露得愈来愈明显时，中国红

军的领导人识大体，顾大局，捐弃前嫌，把

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做出了以放弃苏

维埃为交换条件，同国民党合作，组成民族

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军队入侵的正确决

定。海伦指出，毛泽东是“一位头脑冷静，

深谋远虑，能正确判断形势的出类拔萃的政

治领袖”。1 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全

力促使事变和平解决，”并且“成功地使全体

党员和红军一致拥护统一战线政策。”2 而在

1935-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的局

势在暗流中动荡不定，海伦又说 ：“毛泽东却

能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国共合

作，抗战到底。3

二、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坚决听党的话

中国红军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建的人民

革命武装，她的高级将领都把党看作是自己

的母亲，视党的事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

决听党的话，服从党的指挥。海伦认为这是

红军高级将领的一大特点，如她在谈到朱德

时就写道 ：“共产党所以能够完全控制红军，

原因之一就是朱德对党的忠诚，对‘文官’

统治的服从。”4 而在介绍贺龙时则又引用关

向应的话指出 ：“他的政治理解是良好的，而

且对于共产党忠实服从。”5 

三、目光远大，全局在胸

1935 年中国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

延安虽然地处中国西北偏僻的一隅，但红军

高级将领脑海里考虑的却是世界政治军事形

势发展的全局。1936 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发

生以后，海伦专访了彭德怀，请他谈谈对此

事的看法。彭德怀回答说 ：“西北问题是整个

世界问题一部分，必须全面地加以考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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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以国际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形势。”6 接着，

海伦写道 ：“这使我终于明白，一些比中国更

大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地平线上

出现，而中国问题则只是其中的一个 ；希特

勒和墨索里尼已经在准备袭击欧洲，日本则

在准备入侵中国。”7

四、铁一样的战斗意志，钢一般的必胜

信心

中国红军自 1927 年 8 月诞生，到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的这十年中，一直遭到

国民党蒋介石军队的围堵剿杀，红军将领在

与敌抗争中，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必胜信

心，是绝对难以坚持到底的。海伦在对他们

采访时，深为他们在这方面的优秀品质所折

服。海伦曾问肖克，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相

继失败后他是否有过沮丧的情绪，肖克答道：

“我有着铁一样的战斗意志，因此，后来不久，

我又在领导着游击战争。”8 又有一次，海伦

曾向罗炳辉探询，为什么你这个人成天总是

那么快活。罗炳辉回答说 ：“这是因为我们具

有坚决的目标，并且大家知道最后胜利必属

于我们。……我们从没有沮丧过。”9 

五、信任士兵，爱护士兵，融入士兵

中国红军高级将领与士兵有着亲密无间

的关系。他们信任士兵，爱护士兵，并把自

己融入到士兵之中。关于这点，在海伦采访

的材料中多处有所涉及。一次，海伦问朱德

总司令，和其他国家的士兵相比，他怎样看

中国士兵的素质。朱德回答道，中国士兵并

不坏，只缺乏政治训练，“如果中国士兵得到

适当的训练，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战

士。”10 朱德这位统帅十分爱兵，善于同士兵

打成一片。用海伦记载下的他夫人康克清的

话来说 ：“军中的群众从心眼里爱他，因为他

过的是普通战士的生活，必要时，也和他们

干同样的活儿。”11 除朱德外，红军高级将领

中爱护士兵、融入士兵的事例还有不少。如，

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在谈到该军

总指挥贺龙时指出 ：“他对所有的弟兄们，都

顾念周到，但是遇到他们有错误时，却加以

严格的训练。”12 而海伦在描述罗炳辉的军人

本色时也指出 ：“罗炳辉像朱德、贺龙以及冯

玉祥一样，喜欢朴素的衣着朴素的生活。……

他蔑视奢侈和金钱，喜欢过艰苦危险的生活，

愿意和他的弟兄们吃同样的饭，半赤着脚走

路。这样的生活反而使他身体日益健康，证

明他有一种领导他们的天然权利。”13

六、灵活机动，讲究战法

中国红军在创建和成长发展的早期，经

常能以劣势装备之师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个

中奥秘，除政治思想方面的因素外，红军将

领指挥作战，机动灵活，讲究战法，是其要领。

海伦在采访中专门请罗炳辉谈了这方面的体

会。罗说 ：“我的部队绰号叫‘两脚骑兵’，

因为我们擅长迅疾秘密的步兵运动。当我们

的主力部队处于困境时，我总是被派遣出去，

用一种迅速的战略运动来引诱敌军的。”他又

说 ：“有一次，我们在早晨攻击过一旅白军，

占领了一个城市之后，就退往一百二十里外

另一个城去，而这个城也给我们出其不意地

夺了过来。他们再也没有想到我们的部队会

一天攻打两次的。”14 在夺城的方法上，罗炳

辉是这样描述的 ：“假如我们想夺取某一个城

时，我们先对它佯攻，然后假装退却。敌军

以为危险已经过去，就疏忽了几个钟头。于

是我们迅如闪电似地转了回来，便毫不费事

地出其不意夺取了这地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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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真实原因有

清醒认识

中 国 红 军 从 1927 年 八 一 南 昌 起 义 到

1928 年 5 月井冈山朱毛会师，再经五次反围

剿作战，到 1936 年 10 月完成万里长征，历

经艰难险阻而始终不被击败，这是多种有利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这一点，红军的

高级将领都有清醒的认识，这就保证了在这

支队伍中不可能出现、也不许可出现任何一

个敢于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祸国殃民的大

军阀。海伦在同中国红军高级将领的访谈中，

几乎对他们每一位都提出过关于红军为什么

始终不被战败的原因的问题。当然，回答是

大同小异的，但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则是

徐向前所做的阐释。下面是他回答这个问题

的主要内容。(1) 有谋求被压迫民族及全人类

解放的共产党的领导 ；(2) 成员来自工农大众

和白军中之革命的士兵和官长 ；(3) 有严密的

纪律和组织 ；(4) 具有阶级意识、牺牲决心，

奋斗到底精神和必胜信念 ；(5) 代表人民大众

利益，得到人民大众拥护 ；(6) 以彻底解救民

族和社会为己任 ；(7) 有自我批评精神，随时

改正错误 ；(8) 持续了中国革命的传统精神，

保持了大革命时期中黄埔军官学校的革命精

神。16

八、热爱生活，兴趣广泛

中国红军的高级将领并不像有些人所想

象的那样，都是一些只知领兵冲锋陷阵、搏

击疆场的一介武夫，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丰

富的思想感情天地。他们热爱生活，兴趣广

泛。海伦在同徐海东将军的交往中，就深有

感触。她写道 ：“有人告诉过我，徐海东喜欢

音乐，特别是喜欢‘马赛曲’。他收藏有一张

表面几乎磨损得一无所有、背面是另一首乐

曲的‘马赛曲’唱片。我记得，他几次来看

我时，总是要听一听我这里留声机里放送的

音乐，并爱听德彪西的作品——‘同夫人在

一起的午后半日’。” 17 在海伦采访报道的军

队人物中，另一个有着浓厚生活情趣的是罗

炳辉。她写道 ：“罗炳辉喜欢小孩子，在他给

我的那张照片里，他像是一座孤岛，四周都

是‘小鬼’们围着。其中有一个好看的男孩

是一个苗族人。他的这些‘小鬼’都穿着好

的皮鞋，可是罗却骄傲地穿着一双其大无比

的草鞋。”18 海伦笔下的中国红军将领，都是

有血有肉的真实写照。

以上所列举的这八个方面，是海伦·福

斯特·斯诺女士通过在延安四个月的深入采

访后，对中国红军诸多高级将领，从其国家

及民族观念、国际视野、党性修养，政治品格、

道德风范、军事指挥才能、带兵用兵习惯，

乃至个人生活爱好等多个方面深入观察后，

而得出的，最能反映他们各自的个性特征，

和中国红军将领群体的真实面貌。

1935-1936 年红军的长征，正是由于有

这样一大批思想境界极其高远、革命意志无

比坚强且善于带着目标一致的众人实干巧干

的军政领导干部，始终带领大家，闯过无数

险滩，最后才取得了胜利。斯诺女士在《续

西行漫记》的扉页，引用了拿破仑称中国是

沉睡巨人的警言。显然，她不仅比世人更敏

锐地预感到拿破仑预见的“震动”正在来临，

更强烈意识到中国红军，在这批杰出军事将

领的领导下，正为这个苏醒的巨人蓄积惊天

动地的爆发力。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斯诺女

士的远见卓识。今天的中国军队，正走上从

严治军之路。从严治军正需从将领开始，因

此学习长征前辈，继承长征精神，有着极为

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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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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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世修，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大校（1950 年 11 月入伍，1990 年 9 月退役），军事思想专业高级研究员，资深军事
翻译家，曾任军事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熟悉英、俄、德语，长期从事马克思主
义军事理论经典作家和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经典作家著作的译校和研究工作，写有这方面的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培
养了军事思想专业的研究生，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在军内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理
论等研究领域和翻译界享有较高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