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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
场之一，当年中国抗日战场曾经活
跃着一批外国记者的身影。这是一
个公众知晓度不那么高的群体。他
们中有的为中国抗战而被俘，有的
在根据地的战斗中牺牲，还有的深
入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外公
众带来了被国民党重重封锁中的抗
战红都的信息……

上海市档案馆曾围绕相关主
题，在国内外多地奔波寻访，搜集了
十多位外国记者当年留下的数百件
世所罕见的历史档案、图书、照片及
视频资料，力图还原外国记者眼中
的中国抗战。本文重点介绍其中几
位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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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外国记者

! ! ! !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
国记者

詹姆斯·贝特兰（!"#$% &$'('"#），新
西兰记者、作家，曾经在伦敦《泰晤士报》
工作。)*+,年，贝特兰来华后，成为中国
抗战诸多重要关头的亲历者。

)-./年上半年，贝特兰敏锐地意识
到日本可能会挑起更大的战争。为此，他
专程深入日本采访。“七七事变”后，他冒
着生命危险，在战争爆发的第四天即从
日本到达北京采访，成为卢沟桥烽火的
见证者。随后，他独自去延安采访。

贝特兰曾非常自豪地说过：“我是第
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访问者。”他感叹于
延安的自然美景：“我从没看见过像延安
这样风景如画的中国城市，仿佛一幅宋人
山水画似的。”他惊异于延安的艰苦0“外
交部”“招待所”的床就是普通的砖炕，饭
菜只是不发酵的中国面包或高粱饭；感慨
于延安是中国的一个“进步的实验区”：西
北人民的经济水准虽然低下，但农民的生
活在红军到来后大大地改善了。
贝特兰在延安最大的收获是受到毛

泽东的多次接见，并就他提出的各种问
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与英国
记者贝特兰之谈话》，后该文被收入《毛
泽东选集》第二卷。他还深入抗日前线，
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中国
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他公正客观
的报道和著作，让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
得到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1-2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贝特兰
成为一名志愿兵拿起武器战斗在保卫香
港的第一线。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发起
人之一3 他去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宋
庆龄救助抗战中的伤员和孤儿。香港沦
陷后，包括英国、印度、加拿大等国在内
的陆、海、空军队官兵一万余人沦为日军
俘虏，其中英国战俘五千余人，贝特兰也
在其中。贝特兰被关押在深水埗战俘营
整整一年，)-24年年底被运往日本的战
俘营做苦役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 ! ! !新华社的第一条英
文新闻稿

)-./年到 )-.5年，身为美国合
众社记者的爱泼斯坦先后到上海、南
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在
)-.5年 2月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
庄战役。这是他头一回亲临战地采访。
面对大炮轰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尸
横遍野的惨烈景象，他和几个记者都感
到十分紧张。当站在被击毁的日军坦克
上，兴奋无比的他和著名纪录影片导演
伊文思合影留念，欢呼中国军队的胜
利。爱泼斯坦写道：“台儿庄大捷是值得
纪念的，这有许多理由。它是华北、上海
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
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
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
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
有能力取得胜利。”

)-22年 6月，爱泼斯坦参加外国
记者团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在给《纽约
时报》的一篇长篇通讯中，爱泼斯坦写
道：“我们这次旅程是六年来第一次有
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
‘第二战场’”。

在延安几个月的采访中，爱泼斯
坦发出了大量报道，让世界更清楚地
知道了延安，了解了中共领导人。例
如，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平易近人：
“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
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
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
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他
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
在别人后面。”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发给
《纽约下午报》的文章中，把毛泽东评
价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人物之
一。”在延安期间，爱泼斯坦还帮助新
华社改写稿件，在延安的窑洞里向世
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从此，世界
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的延安之行，

让爱泼斯坦成为将《黄河大合唱》译成
英文传唱国外的第一人。《黄河大合
唱》那激昂铿锵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
词给爱泼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
时，他特意向延安有关部门要了一套
《黄河大合唱》的乐谱，从此一直珍藏。

当爱泼斯坦回到美国后，他执着
地为把《黄河大合唱》翻译介绍给美国
公众而四处奔走。他通过美国“援华委
员会”请来一位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
美国作曲家沃林德福·莱格尔来合作，
增加了比延安演出时更多的伴奏乐
器，使演奏效果更具震撼力。爱泼斯坦
还得到了纽约州长查尔斯·爱迪生及
报业大亨、《时代》和《生活》杂志老板
亨利·卢斯夫人的赞助。他们都被爱泼
斯坦的真诚所打动，并说服新泽西特
伦顿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团举办了一次
别开生面的《黄河大合唱》演出。从此，
《黄河大合唱》为世界所知晓，在国际
友人间广泛传唱。

! ! ! ! !北行漫记"和
!西行漫影"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
记》为人们所熟知，但知道哈里
森·福尔曼所作《北行漫记》的
人可能就很少了。

哈里森·福尔曼是一名美
国记者。“七·七事变”前夕，他
第一次抵达陕北苏区，采访了
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
军，会晤了彭德怀、贺龙等红军
将领。他赞赏中国共产党关于
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方针，对中共领导的抗
日武装满怀崇敬之情。

1-22年 6月，在不懈努力
下，福尔曼随中外记者团再次
踏上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福
尔曼在边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采访。其间，他冒险东渡黄河，
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在
多个战场上近距离观察了八路
军的战斗。在随军采访中，福尔
曼还主动拿起武器，亲身抗击

日本侵略军。
此后，福尔曼为

了让全世界人民真实
了解中国西北红军区
域所发生的一切，撰
写了《北行漫记》一
书，把他在边区数月
的见闻和八路军对日
本侵略者作战的事迹
写成故事。福尔曼还
把自己在 1-22 年 5

月至 17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
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
漫影》画册，由此开拓了在华外
国记者摄影报道的新领域。两
书均在 )-2,年出版。
《北行漫记》把中国共产党

所领导抗战的情况详实地介绍
给了全世界，其中写道：“八路
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约占全中
国对日兵力的 )819，不过共产
党军队却和 :9!-;的今日在华
的日本军队作战。在战争的七
年中，共产党打了 -<777次以
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 117万
的日军，俘虏了 16万的敌人。
缴获物中包括 +< 万支步枪，
-777挺机关枪，,777尊大炮及
一大堆杂色的军用武器。66个
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
大佐、少佐外，包括一个中将、
七个少将。在同一时期，共产党
死伤超过 27万以上，其中包括
6+6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
这本书一经面世即受到了广泛
的关注，被誉为一本权威性的
纪实文献。

! ! ! !为中国抗战献
身的外国记者

汉斯·希伯（原名波兰语
=>?@&，德文名 ABCC$'，英文名
D"E% FGHH$，1I-J—1-:1），出生
在原奥匈帝国现为波兰的克拉
科夫，后在德国上大学并加入
德国共产党。
中国的抗战爆发后，希伯

曾数次采访八路军、新四军根
据地，向国外公众介绍中国共
产党抗日斗争的情况。1-:1年
-月，为打破日、伪的新闻封锁，
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山
东敌后艰苦抗日的真实情况，希
伯前往山东采访报道。作为踏入
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位西
方记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
锐感、生动的文笔和客观公正的
报道，引起了外国读者对敌后
抗日军民的极大关注。

日军大“扫荡”开始后，为
了保证国际友人的安全，山东
分局决定让希伯提前回上海。
希伯说：“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记
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
让我留下来吧！”部队首长劝他
说：“你的任务是采访，是用笔
当枪。”希伯笑着晃了晃自己手
中的笔，又自豪地拍了拍腰间
的手枪，说：“不，我的任务就是
抗击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笔，一
手拿枪！”

希伯穿上了八路军的军
装，很快适应了游击战和运动
战的流动生活，还学会了射击，
熟悉了行军规则和夜间的联络
信号，希伯已成为一名真正的
八路军战士了。而每当到了宿
营地，他却又要忙于写作。于
是，《反“扫荡”日记》等大量生
动描写八路军反“扫荡”的通讯

和特写诞生了。
不久，发生了鲁中南地区

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次战
役———大青山战役。希伯所在
的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
青山附近与敌人遭遇，被敌人
以一个混成旅紧紧包围。在敌
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与
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
参加了战斗，不幸身受重伤，最
后献出宝贵的生命，年仅 ::

岁。曾与希伯并肩战斗过的谷
牧同志赞誉他道：“为支持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以各种方式进行
战斗的外国
友人很多，
但是穿上八
路 军 的 军
装，拿起枪
来同法西斯
强盗战斗而
死 的 欧 洲
人，他是第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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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希望复兴后的中
国人能看到老影片

罗曼·卡尔曼（1-7KL1-/5）前
苏联著名摄影师，1-7K年 11月 <K

日出生在乌克兰南部一个犹太知识
分子家庭，是当时苏联杰出的时事
纪录片制作人。

作为苏联《消息报》的记者，从
1-+5年 -月到 1-+-年 -月整整一
年，卡尔曼从兰州驾驶汽车，跑遍湖
南、湖北、广东、广西，又辗转到四川
与陕北。他的摄像机出现在前线的
各个角落。他拍摄了日寇疯狂轰炸，
中国士兵英勇抗击的情景和中国妇
女的不平凡事迹。

1-+- 年 9 月，卡尔曼抵达延
安。在短短 <7天的时日里，他拍摄
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如今，在上海市
档案馆、上海音像资料馆还能看到
卡尔曼当时的作品———一段长约 <

分 +/秒的视频资料，生动记录了毛
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
工作时的情景，展现了抗大、“鲁艺”
学员上课和劳动、宣传队表演“活报
剧”、托儿所孩子做游戏等场景，以
及宝塔山、城门、窑洞等延安风貌。

卡尔曼这一年在中国跑了 11

个省份，总行程约 <M9万公里，拍摄
影片资料 1万多米。回国后，编辑了
两部反映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纪录
片《中国在战斗》与《在中国》，还根据
自己的拍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一本
“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
年》。扉页上注明：“作者仅以此书献给
英勇的中国人民。”全书浸透着他对中
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的赞美和对抗
日战争必胜的信心。他十分珍视他在
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希望“有朝一日，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的
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

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早已散
尽，而抗战的风云却永远定格在了
外国记者的文字和胶片中。档案馆
中的这些珍贵典藏，将永远见证正
走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中华民族那
段英勇不屈的峥嵘岁月。
#本版图片由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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