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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话题，外界不断更新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

记者｜王仲昀

世界看中国共产党

2021年 3 月 7 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

提问。当提问环节来到最后，问题指向了当今外媒“如何报道

中国”。

王毅对此表示，“希望外国媒体记者将焦距对准中国时，

既不要用‘美颜相机’，也不要用‘灰黑滤镜’。中国希望并

欢迎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王毅提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是中

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新闻史上，斯诺与另外两位美国记

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艾格尼斯·史

沫特莱（Agnes Smedley），是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这个全新

的政党到底是个什么样？诸如斯诺这样优秀的外国新闻工作

者通过他们的笔，得以让世界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共产

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在中国

多走走、多看看，继续关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的发展变化，

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此发出“邀约”：我们

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

绍和有益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自信地欢迎所有人近距离

观察，只要他们带着客观公正的眼光和态度，他

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上世纪 20 年代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红

色中国”在外国人眼中充满神秘。当然这种“神

秘”，和当时国民党

政府对待中共的态度

有很大关系。

1927 年国共第一

次合作破灭后，为了

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

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

进行“围剿”以外，

还对中共领导的苏区

和根据地进行“封锁”，

严格限制物资和信息

进出，同时发动“宣

传战”，试图对中共进行“匪化”和“妖魔化”宣传。

在国民党围困封锁苏区的情况下，1928 年到 1936 年，国

际社会与中共的接触几乎完全被隔绝，西方想获得中共的一手

资料和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报

道大都来自第二手材料，而且充满了敌意……西方记者几乎不

可能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美国人肯尼斯·休梅克（Kenneth 

Shewmaker）在《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

书中写道。

这一时期，美国是最早想要了解“红色中

国”的国家之一。斯诺在他最著名的作品《红

星照耀中国》中，回忆起最初对于中国共产党

的困惑：“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

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

炸弹……”

在斯诺正式来到延安之前，已经有外国人

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模样。此人便是

埃德加·斯诺在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