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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故事传播与上海（上）

! 朱少伟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战
胜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爬雪
山，过草地，挫败数十万敌军的围
追堵截，体现了无与伦比的英雄气
概，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英雄业绩。这一伟大壮举最初见诸
报刊和书籍，受到全球的关注，与
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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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黄浦江畔
挥笔写书
长征被西方学者称为“历史上

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和“激动人
心的远征史诗”。然而，最早向世界
进行宣传的是陈云。

长征之前! 陈云是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年"&月，陈云随中央红军（红一方面
军）从江西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
先后担任军委纵队政委、渡河（指金
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经过四渡赤
水、突破乌江、抢渡金沙江、强渡大
渡河等艰难历程，部队于翌年'月$"

日抵达四川泸定。当晚，中共中央召
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出
席。会议决定由陈云作为中共中央
代表，前往上海领导恢复白区党的
组织，设法与共产国际联络并报告
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不久，在中
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
陈云装扮成商人模样，悄悄离开了
部队。

"#$'年(月初，陈云辗转来到黄
浦江畔，用自己在中央特科工作时
的化名“李介生”登记投宿上海天主
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旅馆。由
于在"#$%年)月后中共上海中央局
接连遭到三次破坏，无法立即取得
联系，陈云就打电话给上海浙江实
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从而找到
了中共地下党员章秋阳。
陈云逗留申城期间，除了努力

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外，还抽空核对
相关资料，准备给共产国际的一个
报告；而且，还挑灯夜战记下长征中
许多难忘的情景，初步形成一部叙
述长征的书稿。

(月下旬，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
苏省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在章秋阳
的协助下，陈云几经周折与在申城的
中央特科取得联系，接着又见到从香
港返沪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

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随
即，中央特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的来电：鉴于上海环境十分险
恶，请陈云等尽快赴莫斯科。

#月上旬，陈云秘密乘坐一艘苏
联货轮前往海参崴，再从那里乘火
车去莫斯科。"&月"'日，陈云在共产
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
讲述红军长征的前期情况，并指出：
长征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兵心团
结，二是受到民众帮助，三是拥有一
批“非但聪明，且有才能”的领袖。这
份报告被整理成文，冠以《英勇的西
征》标题，署名施平（陈云化名），在
翌年春发表于《共产国际》杂志（中
文版）。在世界革命阵营内，它是最
早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
陈云还把从上海带去的书稿进

行整理，形成约%*'万字的《随军西
行见闻录》。在"#$)年$月至%月，《随
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发表于
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
民月刊》；翌年夏，它又由中共在巴
黎创办的《救国时报》连载。陈云的
《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戳穿敌人
制造的红军“逃窜”谎言，使各国人

民开始了解红军的英勇事迹。
《随军西行见闻录》起初在莫斯

科出版单行本，很快又以《从东南到
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
《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长征两面
写》等书名在国内出版，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宋庆龄帮助斯诺
赴陕北采访

"#$(年"&月，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
记》）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
他根据自己在陕北的所见所闻，用
比较多的篇幅谈论了长征。
当年，在华的西方记者至少二

三十人，为什么只有斯诺首先如愿
以偿顺利赴陕北采访呢？在很长时
间里，斯诺一直没有公开其中秘密，
直到+&多年之后，他才在另一本著
作《旅行于方生之地》中透露是“孙
夫人安排我访问红区”。

"#+,年夏，斯诺远涉重洋来到
上海，经过母校美国密苏里大学新
闻学院院长威廉斯推荐，担任上海
出版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编

辑。"#$$年春他携妻子赴北平，应聘
为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相继担
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远东撰稿
人、纽约《太阳报》记者及英国《每日
先驱报》特派记者。

宋庆龄初次会晤斯诺，是在
"#$"年。这年#月，斯诺按照纽约《先
驱论坛报》的要求，为了写一篇关于
宋庆龄的人物传记，在上海专门采
访她。
斯诺通过与宋庆龄等的交往，逐

渐了解在中国西北黄土地上活跃着
为世人称道的红军并产生浓厚兴趣，
他最终决定接受英国《每日先驱报》
和出版公司的稿约，争取赴陕北采
访。"#$)年春，斯诺又一次到上海拜
望宋庆龄时，谈出了这个想法，请求
她给予帮助。宋庆龄听后，欣然表示
同意。不久，宋庆龄获悉中共中央希
望邀请一名公正客观的西方记者和
一名医生赴陕北考察，她就推荐了斯
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 -即马海
德.。)月$日，斯诺乘火车从北平出
发，第二天在郑州车站与乔治·海德
姆会合，两人遂结伴同抵西安；在宋
庆龄委托的“王牧师”（即董健吾）照
应下，他很快得以带着用隐形墨水写
的介绍信函、两架相机、+%个胶卷和
足够的笔记本，乘东北军的卡车进入
陕北。斯诺来到保安（今志丹县），周
恩来在接见时说：“我接到报告，说你
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
是友好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
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
区。”从(月初至"&月中旬，斯诺对陕
北作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
斯诺“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

$&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
志、报纸和文件”返回北平后，很快
写出稿件寄给《密勒氏评论报》。

"#$)年""月"%日、+"日两期《密勒氏
评论报》，予以全文发表，题目为《与
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与此同
时，斯诺也相继为别的英文报刊撰
了一些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他写
成《红星照耀中国》，该书陆续被译
成"&多种文字；"#$,年+月，上海复
社也出版它的中译本，为了便于流
传将书名译作《西行漫记》。后来，书
中关于长征方面的内容，被上海文
孚出版社编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中
国人民解放军突围史实》。

《文摘》介绍第一
部长征回忆录

"#$(年夏，上海复旦大学文摘
社出版的《文摘》第二卷第二期（卢
沟桥浴血抗战特辑），曾发表记者任
天马在陕北采写的《集体创作与丁
玲》，其中丁玲这样说：“在这里可以
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没有
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
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
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
它披露了第一部长征回忆录的编辑
珍闻。
原来，斯诺到陕北采访期间，毛

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
机会。所以，在"#$)年,月'日，他与
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
过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
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
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
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
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
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
在此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

写回忆录。截至同年"&月底，征集到
了大量稿件。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编
辑委员会，准备编辑长征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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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 ! ! ! ! ! ! ! ! !"#拜谒外祖父故居

据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孙霄介绍，这
些文物是孙婉去世后留给女儿戴成功的家
产，非常丰富，包括瓷器、青铜器、玉器、景泰
蓝、银器、骨雕、珠宝、水晶器、信札、证件、证
章、家具、服饰、刺绣、老照片、艺术灯具等 +&

多个种类。其中有保存完好的孙中山家族的
原版照片，真实反映了孙中山亲属与后裔在
澳门的生活情况；一枚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是 "#"+年返回澳门时带给卢慕贞作纪念的。
孙婉丈夫戴恩赛生前喜欢收藏古董，有部分
是他生前的藏品。这些文物的流传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孙婉一家悲情的一面。它是由卢慕
贞传与女儿孙婉，孙婉又传与女儿戴成功，最
后由孙婉的干女儿司徒倩继承。其间，戴成功
除向宋庆龄基金会捐赠过一批文物外，因生
活拮据，曾委托司徒倩在澳门开过一家“成记
古董店”，托人代售了一批古董，以贴补家用。
据媒体报道，司徒倩捐赠深圳的孙中山家族
文物，只是她从戴成功那里继承的一部分。她
还曾向海内外多家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捐
赠文物。

+&"+年 "+月，她把最后一批文物捐赠
给澳门博物馆。她晚年写有《孙婉回忆录》（未
刊稿），是一份了解戴恩赛孙婉夫妇和孙氏家
族在澳门生活的珍贵史料。孙婉长女王�蕙
+&&%年 +月 #日在台湾去世，享年 ,#岁。

王弘之是孙中山在大陆的唯一嫡亲外
孙。他 "#%+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文学院政治学
系，著有《民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上海解放
后，先后担任华东区外贸管理局宣教干事、上
海海关宣教干事、上海海关学校筹备委员、政
治教师、上海外贸子弟中学教导主任兼历史
教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预科校务委员。他长
期从事语文教学，经验丰富，"#)+年起先后
在上海财经金融学校、上海财贸学校、上海银
行学校任教，是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图书
馆负责人、副教授，"#,#年 "+月退休。他于
"#,&年 (月参加民革后，当选民革上海市第

七、八届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学习委
员会副主任等职。他还担任上海中山
学社理事、宋庆龄研究会理事，发表
《略论孙中山政法思想的形成和发
展》等论文。

"##)年 ,月，王弘之率全家前往
广东中山翠亨村，拜谒外祖父故居，那是他晚
年最快乐的一件事。他精心书写了一幅内容
为“钟山千古留正气，翠亨万代振乡邦”的作
品赠送外祖父故居纪念馆，落款则为“外孙王
弘之拜书”。他曾高兴地告诉笔者，在翠亨村
外祖父故居纪念馆中，父亲的照片作为孙中
山先生女婿、孙婉第一位丈夫的身份陈列出
来；由外祖父侄孙孙满先生主持编纂的《翠亨
孙氏达成祖家谱》已经出版，父亲的名字赫然
在列。家谱中在述及孙婉时说：“适王伯秋，离
异后再适五华戴恩赛。”

"##)年 ""月 "+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
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日。王弘之接到全国政协
秘书处发来的请柬，邀请他和妻子赴京参加
全国政协举办的纪念大会和纪念活动。王弘
之第一次参加孙中山先生的直系和旁系亲属
的大团聚。那些天，王弘之朝夕与孙氏亲属见
面，友好相处，畅叙亲情。给他印象特别深的
是，孙科长孙孙国雄说：“你们的血统与孙家
是一棵树上的分枝，亲情是永远相连的。”并
邀请他和妻子去美国做客，说要亲自去机场
迎接。""月 "+日上午，王弘之和孙氏亲属一
起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受到江泽民、李瑞环、
朱镕基、胡锦涛、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王弘
之夫妇等孙中山先生亲属。

王弘之晚年与妻子李云霞合著长篇家
史，+&&)年 +月又改名《沧桑———孙中山之
女孙婉与王伯秋的生死恋情》由北京团结出
版社出版发行。+&&)年 )月 +%日，王弘之在
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病逝，享年 ,(岁。
王弘之去世后，凡遇到纪念孙中山的活

动，他的妻子李云霞总会偕儿女一起参加。
+&""年 #月 +"日，她与次子王志纮受邀参
加上海市政协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 "&&周年
系列活动。+&"+年 #月 ",日，李云霞因脑溢
血突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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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毛头的阿爸

是的，毛头被我用煤饼砸在脸上，并没
有死，或者说，他死了，但是又活过来了。有
句成语就是这么说的：死去活来。

我两天没上学，顾老师也没来家访。她
大概是想来的，但是不敢来。夏天的时候，有
一次顾老师冒雨来家访。因为落暴雨刮大
风，小皮匠也收摊了，赤了膊躺在床上睡觉。
得知老师来了，小皮匠慌忙一跃而
起，想说几句客气话。小皮匠穿的是
一条龙头细布的大裆裤，没有橡皮筋
的，属于一二三三叠头裤子，左面拉
过来，右面折过去，再中间往里一叠，
就束紧了。小皮匠睡相不好，在床上
扭来扭去，三叠头松了，人一站起来，
裤衩一下子褪到脚背上。他完全吃慌
了，忘记赶快采取补救措施，就像一
座落地自鸣钟一样戳在地上一动不
动。顾老师赶紧别转头，说：“我以后
再来家访。”说完就逃。从那以后，顾
老师再也没有到我家来过。

小皮匠那几天一直心神不定，对
我也客气了很多，还转弯抹角打听学
校里的事。他害怕顾老师告他耍流氓，这可
是很严重的罪名。我就吓唬他，说顾老师连
续几天语文课都没来教，还到校长室里去
哭。小皮匠赶忙翻黄历，翻下来的结果大概
不妙，只看到他面孔煞白，人都发软了。后来
事情穿帮了，小皮匠辣手辣脚敲了我一顿。

顾老师很担心我，又不敢去问小皮
匠，问了几个同学，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后
来见我又活蹦乱跳地来上学了，还带了请
假条，也就放心了。请假条是姨婆叫老虎灶
里的茶客写的，写在一张香烟壳子的背面，
说姨婆生病了，我在照顾服侍姨婆。落款是
“大耳朵的姨婆”。顾老师还表扬我懂事体，
孝敬老人。

逃过一次，再逃就容易多了，何况姨婆
鼓励我逃，说我逃到她那里去，她就烧好小
菜给我吃。姨婆太冷清了，巴不得我经常逃，
去陪陪她。反正老虎灶里茶客多，总能找出
一两个会写字的。每次写请假条的香烟壳子
牌子都不同，笔迹也都不同，顾老师却从没
发现此中的漏洞。
毛头总是喜欢学我的样。毛头看我经常

逃，心痒了，也逃了一次。要说他那次也叫
逃，我真要替他难为情得连脚底都要红了。
那天他吃了晚饭，没跟家里打招呼，就出去
了。他的几个兄妹都在做功课，他妈忙着擦
席子洗衣服，谁都没有注意他。毛头在外面
逛到八点半就回家了。他妈随口问他去哪里
了，毛头厚着脸皮说：“我从家里逃出去了。”
他妈听了一点没当回事，说：“你哥那盆洗脚

水还没倒掉，还冒热气呢，你快去洗
个脚，洗完好睡觉。”毛头失望极了，
委屈极了，他满以为干了件了不起
的事，家里也应该隆重一点对待他，
一气之下又大声吼了一句：“刚刚我
从家里逃出去了！”就是在这个时
候，毛头的阿爸从棋摊回来了。
毛头的阿爸脸色很不好，他一

般都是把带出去的两角钱输完了回
来的。毛头的阿爸棋太臭了，在棋摊
下棋，只有输的分。我只见到他赢过
一次。和他下棋的那个家伙患了眼
病，一只眼睛蒙着一个眼罩，走子的
时候放偏了，把个车白白地送到毛
头阿爸的马口。毛头阿爸高兴死了，

怕那家伙反悔，先把那只车抓起来紧紧地捏
在手心，再把自己的马放到那里。戴眼罩的
家伙后悔得几乎要去跳河，硬生生把头发扯
下了好几根。以后这家伙逢人就说这事，从
得了眼病开始说，一直说到毛头的阿爸先抹
棋再做填充，不厌其烦，从刚开始刮西北风
一直说到第二年柳枝爆出嫩芽，比祥林嫂还
要祥林嫂。棋摊老板很痛苦，他守着棋摊又
走不开，所以眼罩每次说这事，他都在场。棋
摊老板说自己被迫听了三十遍，可他那懊丧
无比的神情透露，他至少把听的次数少说了
七十遍。毛头的阿爸在眼罩那里首开记录，
此后再也没有在这记录上面添上一笔。即便
如此，每个星期六晚上，他还是照规矩去棋
摊上厮杀一番，其实是送上门去伸长头颈被
别人斩。要是他十点以后回来，肯定是神情
怡然，觉得这钱花得值了；要是八点左右回
来，肯定是面色铁青。有次毛头的阿爸回家
后又急匆匆地走了，过了一会又脸色阴沉地
回来了。毛头不会看山水，戆头戆脑地上去
问：阿爸，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毛头的
阿爸撩起就是一记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