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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光，照亮前方第二编

来自英国的传教士薄复礼。早在

1922 年 10 月，热爱中国传统文

化的勃沙特便被教会派往中国西

部传教。勃沙特根据孔子讲的“克

己复礼”，给自己取了中文名“薄

复礼”。

薄复礼有机会接触和报道中

国共产党更像是一场意外。

1934 年 8 月，27 岁 的 萧 克

指挥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西

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六军

团就突出重围，直插湖南、广西。

两省军阀纷纷调集重兵，严防红

军入境。根据敌情的变化，红六

军团此后开始向贵州境内挺进。

10 月 1 日，红六军团攻取贵州黄

平县的旧州。

在旧州的一个教堂，和妻子

一道路过的薄复礼遇到了红军。不过，一开始出于对传教士过

往不好的印象，薄复礼本人被红军扣留下来作为“俘虏”。从

那时起，直到 1936 年 4 月，薄复礼都与红军待在一起。

贵州道路崎岖，红军整日行军，有时夜里也不休息，薄复

礼感到苦不堪言。不过在行军途中，红军战士格外照顾这位洋

教士。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薄复礼穿，宿营时尽量让他

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而自己却睡在潮湿的地上。

慢慢地，薄复礼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也发生转变。

红军队伍不赌博、不抽鸦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使他大为

惊讶和敬佩。薄复礼终于认识到，被国民党和部分西方报纸称

为“匪徒”的这些人，原来是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是“坚信共

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

1936 年，薄复礼与红军分别，去往昆明。他迫不及待地着

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想要把这些告诉人们、

告诉世界。在他人的协助下，薄复礼写出了一部传奇纪实作

品——《神灵之手》。

那一年 11 月，《神灵之手》在伦敦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

方世界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一个月后，该书便在英国脱销，

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薄复礼在书中写道：“我就是这

样在‘被迫’中，一点点地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

步加深。看到那惊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

万千。”

“中国共产党能从
人民那里了解一切”

差不多就在薄复礼与红军分

别的同时，远在北平的斯诺，一

边从事在华通讯员的工作，一边

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兼任新闻系讲

师。1936 年前后，像他这样身在

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有兴趣和好

感的外国人并不罕见，其中多是

记者。

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也希望有机会向世界

展示这个年轻的政党。对于这一

点，休梅克也曾写道：“最先到

红色中国去的美国访问者们既不是外交家，也不是政府的其他

官员。他们中大多数是记者，而其余的是商人、医生、教育工

作者、军事观察家、传教士，甚至还有家庭主妇。他们的身份

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几乎毫无例外带着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赞美

之词，容光焕发地从延安返回。”

1936 年 6 月底，斯诺经宋庆龄介绍，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

进入苏区。随后 4 个月时间里，斯诺在陕北进行了一系列会谈

采访，采访对象既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中共领导人，也有

普通的革命战士和农民。

斯诺是第一个来到陕北访问的外国记者，毛泽东十分乐意

与他交谈。毛泽东给斯诺讲了他的家庭、教育和经历等等，非

常详尽。因此，后来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大多把《红星照耀中国》

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1936 年 10 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采访笔记和 30 卷胶卷离

开陕北。此后，斯诺一边整理资料，一边在各类报纸杂志上陆

续发表了几十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红色中国”的文章，其中《毛

泽东自传》在《亚细亚》月刊连载，产生了轰动效应。

1937 年 7 月，在北平城的枪声中，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

中国》的写作。同年 10 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

司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一个多月就发行 5 版，并很快被

译成法、德、俄、意、日等 20 多种文字出版。由此，中国共产

史沫特莱与朱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