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闻新读10 责编 /贾晓明 李冰洁 校对 /马磊 排版 /侯磊

2023年1月5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jiaxiaoming1@163.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57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和左翼知识分子、进步人士
广交朋友

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通过各种
渠道，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
知识分子，以宋庆龄、杨杏佛、邹韬
奋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广交朋友。通
过与他们的接触，史沫特莱了解了中
国红军的建立、发展及苏维埃政权构
建的大致情况。史沫特莱曾说：第一
次较为详细地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故事
就是通过鲁迅。

据史沫特莱回忆，1930年夏秋
之交，她曾受左翼知识分子的委托，
为鲁迅 50 岁生日庆祝会找一处场
地。虽然知道要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多
是被国民党政府密切监控的人物，但
出于对鲁迅的敬仰和对左翼知识分子
的同情，史沫特莱还是出面租到了一
家餐厅。在这次聚会上，与会青年毫
无保留地将自己了解的共产党的情况
详尽地告诉了史沫特莱，这些情况对
她日后的写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通过鲁迅、宋庆龄等人的引荐，
史沫特莱还和一些拥有“红色背景”
的进步人士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些
人，如胡也频等还到瑞金参加过一苏
大会，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开国大典”，并承担过培养与中央苏
区秘密联络的工农通讯员的任务。

这些人的见闻，为史沫特莱书写
中国红军和苏区的事迹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素材。

采访从苏区来的革命者

从1932年起，史沫特莱将自己
的住所提供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
秘密联络点，并利用其身份掩护了
许多从苏区转移而来的革命者，并
帮助他们隐蔽文件、寻找医药和其
他物资，其间，请他们讲述苏区、
工农红军的情况，“收获颇丰”。

值得一提的是，1932 年 11 月
陈赓到上海后，当地的地下工作者

很关心苏区的情况，陈赓就对他们讲
了很多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英勇
斗争的事迹和自己所了解的中央苏区
开展土地革命、文化建设和战斗等情
况。中共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对此十
分重视，将陈赓的口述内容整理成文
稿并委托冯雪峰转交给鲁迅，希望能
找到合适的人以此为素材写一些关于
苏区的作品。史沫特莱得知后，主动
约见陈赓，请他详细讲述自己在军队
和苏区的见闻，并进行了认真的记
录、整理。

史沫特莱还在其寓所秘密接待了一
名女共产党员姗菲。姗菲出身于一个封
建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了追求婚姻
自由，她到武昌学习并成长为革命青年。
姗菲向史沫特莱介绍了自己在革命法庭
审判土豪劣绅并为农民分土地以及参与
秋收起义的见闻——“湘西的农民武装
起来拒绝交纳租税，并开始没收地主的
土地”“为了搞好革命宣传，党安排我负
责油印出版工作”。姗菲还向史沫特莱讲
述了她作为一名女性代表出席中华苏维
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这些材料日后
都为史沫特莱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深入工农群众，了解中国共产
党人的革命轨迹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经常前往矿
山、工厂，了解工农群众的真实生活，
并通过工农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轨迹。她曾经采访过一位在湖南耒阳矿
山工作的老矿工。这位老矿工告诉她：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从7
月到12月这里就有387名矿工惨遭杀
害。他们赴刑场时，个个昂首阔步，面

无惧色，一路高呼革命口号”。幸存下
来的矿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

“湖南矿工游击队”，并发动了武装暴
动。这位老矿工也带着儿子参加了游击
队，向国民党军队开展斗争。“我的儿
子带领矿工游击队到耒阳城和朱德部队
会师，改编成立红军第一旅，我儿子就
当上旅长了。后来，为了建立红军兵工
厂，我儿子从红军中抽调出来自广州的
20 名军火工人和将近一百名干过冶
金、锻工、修补、制造枪炮的其他产业
工人，创办红军第一个兵工厂。”史沫
特莱将这些内容整理后写成了通讯《湖
南的矿工起义》，并在此后的著作中多
次加以引用。

“公开”资料和秘密“线人”

为了让材料尽可能全面、客观，史
沫特莱特别聘请冯达等人作为自己的秘
书，收集各种国民党当局的“公开”资
料。据史沫特莱回忆，冯达的工作是：

“把中文报纸上的消息剪下，译成英
文，帮助我建立档案。有关中国工农红
军的卡片就有几盒。”

在整理这些“公开”资料的过程
中，史沫特莱很快发现了其中存在大量
的虚假信息，如她在国民党当局的统计
数字中发现：被国民党军消灭的红军人
数半年里竟高达50万，但被红军夺取
的地方却越来越多；国民党当局曾多次
宣称朱德、毛泽东已被“击毙”，但没
过多久却又在报纸上刊登“悬赏缉拿”
朱德、毛泽东的广告。因此，在选用这
些资料时，史沫特莱非常谨慎，每一个
材料要经过多次调查、比对。

为了搜集材料，史沫特莱还在交往

中认识了一些秘密“线人”，这些“线
人”能够帮助她获得一些珍贵的一手资
料。在史沫特莱曾回忆，有一个德国飞
行员，“他的消息来源非常有价值。他
从内地各大城市回来，就把他拍摄的照
片和得到的情报提供给我”。这位德国
飞行员曾经为她提供过“汉口江汉大楼
前面空场上”国民党当局屠杀中国共产
党党员和进步工人的照片。

再版与补录

在搜集、整理了大量准确、客观的
材料后，1933年5月，史沫特莱前往苏
联，并用10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终
于完成了记录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中
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的《中国
的红色风暴》一书。

《中国的红色风暴》于1934年出版
后，引起强烈反响。1936年，史沫特
莱在再版中增加了大量关于苏区文化教
育、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同时
将书更名为《中国红军在前进》。

再版时新增的内容主要来自1934
年到1936年期间史沫特莱对大量苏区
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其中给读者留下
深刻印象的，是史沫特莱对“李工程
师”和周建屏的采访内容。

1933年春“李工程师”就见过史
沫特莱。初次见面时他还委托史沫特
莱“帮助自己前往北平，以便他参加
东北义勇军”。1935 年春，返回上海
的史沫特莱与“李工程师”再次巧
遇。在这次会面中，“李工程师”向她
详细讲述了自己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
长征的传奇经历。史沫特莱回忆，“李
工程师”“在瑞金附近的红军工厂担任
负责工作，因为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
很少的缘故，工作需要他干什么他都
自己动手干，从制造枪炮弹药、战争
物资到红军医院筹建制药厂、肥皂
厂、事事他都在行”。“李工程师”向
史沫特莱讲述的中央苏区情况非常具
体，“包括江西中央苏区各个方面的活
动情况，医疗卫生、教育法制、行政
问题、矿藏资源、农副产品、书刊报
纸等等都谈到了”，同时还为史沫特莱
讲述了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战斗。

相比于“李工程师”着重对中央苏
区的描绘，周建屏的讲述为史沫特莱了
解赣东北苏区提供了丰富素材。1935
年6月，周建屏在战斗中负伤，被转移
到上海医治。其间，他在内山书店见到
了鲁迅，并经胡风与上海的中共地下工
作者取得了联系。为确保疗养期间的安
全，党组织安排他到位于公共租界的史
沫特莱寓所居住。在两个月的疗养过程
中，史沫特莱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据
史沫特莱回忆，“周建屏用一种平淡无
味、实事求是的态度跟我讲方志敏的英
勇事迹”“方志敏之所以对普通老百姓
有那样大的神奇号召力，原因在于他创
办了国民小学、农民夜校、扫盲识字
班、改良品种农业展览会、采矿局、红
军医院和技术学校”。

史沫特莱的这部著作以其严谨翔
实的内容、生动细腻的语言及“充满理
想主义的革命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受到
了广泛关注。这部著作不仅让世界拥有
了一个了解真实中国的机会，也深深地
影响了众多中外青年的人生道路。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史沫特莱：用真实材料勾勒红色中华
徐佳佳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
愿军赴朝参战。22日，志愿军第三
十九军在军长吴信泉的率领下全部跨
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在战场
上，吴信泉率领部队勇猛杀敌，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敌人在中朝人
民军队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的打
击下，退至北纬 37°线附近地区。
三次战役的胜利，志愿军士气高涨，
但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为
补充兵员和物资，中、朝人民军队从
1951年1月起转入休整。

敌人以为有机可乘，随即调集重
兵，对中、朝人民军队阵地发起进
攻，第四次战役随即打响。4 月 1
日，吴信泉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命令，
要求三十九军由春川到华川一线组织
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敌人，迟滞敌军
前进。吴信泉来到华川附近，从地图
上发现华川上有一个很大的大坝，于
是灵机一动，命令侦察科长蔡愚带上
联络员（朝鲜语翻译）去水库侦察，
找水库管理人员了解大坝闸门和蓄水
量等情况。蔡愚回来报告说，现在虽
不是雨季，可随着天气逐渐回暖，上
游冰川开始消融，大坝已经开始蓄
水。吴信泉听后立即叫他去告诉水库
管理人员：关闭大坝上的所有闸门，
提高水库的水位。

接着，吴信泉又命令一一五师三
四四团的赵志立连坚守 288.4高地，
要求该连“控制住华川湖大坝，不能
放过一个敌人”。赵志立率领全连立

即进行工程作业，在288.4高地修筑了
1800米的堑壕、400米的暗壕，以应对
敌人的空中轰炸；同时还修筑了250多
处射击工事、11处地堡、一条800米
长、专门应对坦克的坑沟，将288.4高
地构建成了一处极具稳固支撑的环形坚
固防御阵地，并破坏了通往水坝的道路
以及靠近华川湖的几处可登岸区域。

4月4日，敌人先头部队发现了一
连，便调集兵力，在飞机和重炮的配合
下，向288.4高地发起进攻。一连坚守
阵地 4天 4夜，打退了敌人 10多次进
攻，打死打伤敌人 400 多人。直到 9
日，288.4高地和华川湖大坝依然牢牢
掌握在一连手中。

4月8日，敌人大部队已经到达华
川下游的北汉江，在江岸上部署了火
炮阵地，并搭建起浮桥，准备将坦
克、装甲车、汽车送至对岸，岸上也
堆满了军用物资和装备。吴信泉得到
报告后，于4月9日凌晨命令与敌人隔
江对峙的三十九军部队掩护当地民众
向高处转移，又命令将华川水库的闸
门全部开启。积蓄近10天的库水倾泻
而下，很快涌入下游，并引起下游水
位猛涨 1.5 米。突如其来的洪水将敌
人的浮桥及放在岸边的弹药、装备大
量冲走，而停在江边的坦克、装甲
车、汽车、重炮也因被江水浸泡而出
现故障，短期内不能使用。

此战，吴信泉水淹敌军，不仅成功
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更为后续部队的集
结争取到了充裕的时间。

吴信泉水淹敌军
高 凯

1944年7月至8月，八路军渤海
军区遵照上级指示，全面展开夏季攻
势，在第一阶段基本解放被敌军“蚕
食”两年多的益(都)寿(光)临(淄)广
(饶)“四边地区”取得重大胜利基础
上，发起了以解放利津县城为中心任
务的第二阶段夏季攻势。

利津县城位于黄河下游濒临渤海
入海口的西岸，它既是日军设在鲁北
渤海湾一带最大的战略支撑要点，也
是日伪“蚕食”“扫荡”抗日根据地
的重要兵力和物资屯守基地。当时，
盘踞在利津城内的敌人除日军一个分
遣队外，主要是伪华北绥靖军第8集
团军第27团、7个伪保安中队、伪县
公署宪兵队、伪警察等，总兵力
2000 多人。利津县城防城高池深，
工事坚固，城外周围分布着 9 个据
点，可谓易守难攻。

按照作战部署，八路军渤海军区
首长决定由直属团主力担任攻城主攻
任务，并以两个连兵力协同地方部队
部署于小清河以南监视和牵制邻县敌
军；军区特务营，第四军分区地方部
队，垦利、沾化独立营和军区直属团一
部，分别攻打盐窝、张许据点；其他各
外围据点由各区中队和民兵相机攻
取，各县武装大队设伏于利滨公路两
侧，负责阻击惠民、滨县增援之敌。

8月 11 日，八路军渤海军区部
队在司令员杨国夫指挥下，投入军区
直属团、特务营和第四军分区部队，

兵分数路发动奇袭，先后拔除了利津县
城盐窝等9个外围据点。

16日晚，渤海军区参战部队对利
津县城发起总攻。战斗打响后，军区
直属团向城东门发起进攻，在控制城
门楼后沿城墙向城内推进，与守敌展
开巷战，经过激烈战斗，相继攻克了
伪团部，伪县府、新民会、伪保安大
队部。17日下午 2时，渤海军区另一
支攻城部队攻克西门及城西南碉堡，
和已经攻入城中的部队内外夹击，将
残敌驱赶至城西北角一座院落内。黄
昏时分，爆破手通过连续爆破，炸开
了院墙，八路军战士冒着硝烟冲进院
内，将日军指挥官、企图化装逃走的
伪团长及其手下 300 多人活捉。几个
日军企图跳城逃跑，被埋伏在城外的
八路军战士击毙。

18日拂晓，滨县增援之敌200余人
进至利津城西关，渤海军区守城部队与
敌人展开激战，上午8时许将其彻底击
溃。至此，收复利津县城战役胜利结
束。此役，渤海军区部队全歼守敌，缴
获大小炮14门，轻重机枪29挺，长短
枪10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电台5
部、电话总机2部、电话机22部、汽车
2辆、战马50余匹，粮食75万公斤。

利津县城被收复后，渤海抗日根据
地不仅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与相
邻各战略区的联系也得到了打通和改
善，同时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奠定了
胜利的基础。

八路军渤海军区收复利津城之战
孙 兵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深感亡国
之痛，前往辽东山区组织抗日队伍。
同年10月下旬，他成立了东北民众
抗日救国自卫军，活动在丹东、凤
城、岫岩、庄河一带。邓铁梅率部到
处袭击日军，解救抗日爱国同胞，极
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吸引了大批
抗日志士、进步学生参加到民众自卫
军中来，作战人员很快发展到 1.6
万人。

1932年3月，邓铁梅把司令部移
至尖山窑镇。不久，东北民众抗日救
国会派苗可秀等人到邓铁梅部，将邓
部统编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
八路军，任命邓铁梅为司令，苗可秀
任总参议。

东北民众自卫军的迅速发展使日
伪当局惊恐不安。1932年12月，日
军调集1.5万余人对东北民众自卫军
进行“第一次大讨伐”。面对敌强我
弱的局势，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进
入大山、森林中与敌周旋。

日伪军 500多人进入文家街村、
尖山窑镇一带，准备继续“讨伐”这
一带的民众自卫军。邓铁梅和苗可秀
闻讯后，立即制订了反“讨伐”
计划。

邓铁梅、苗可秀侦知日伪军的兵
力部署后，于12月28日傍晚率领部
队3000人隐蔽开到文家街村外，悄
悄占领了制高点。邓铁梅一声令下，
民众自卫军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居高

临下向敌人开火，压制村内敌人岗楼的
火力。500多名日伪军仓皇迎战，以房
屋为掩体拼命抵抗。夜间，埋伏在街外
的大刀队手持大刀长矛攻入文家街村
内，对敌人发起夜袭。战至天明，敌人
不支，向文家街村后山的红花岭突围。
自卫军战士奋力追赶，勇猛冲杀，击毙
敌人50多人。天明后，残敌逃到红花
岭上，这才发现自卫军人数数倍于己，
于是不敢恋战，急忙沿山路向尖山窑镇
一带溃逃。邓铁梅立即指挥攻占文家街
村，缴获了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在文家街、红花岭受到重创的日伪
军溃退到尖山窑镇后，邓铁梅、苗可秀
决定乘胜追击，收复尖山窑镇。12月
30日深夜，自卫军秘密开到镇外，发
起突然攻击。邓铁梅亲自督战，苗可秀
率学生队冲锋在前。日伪军从睡梦中惊
醒，仓促应战。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
民众自卫军于第二天拂晓突破了外围阵
地，攻入镇内。敌人在此前文家街村的
战斗中已将大批弹药遗弃，此刻又得不
到补充，勉强支撑一阵后，便放弃阵
地，向白旗堡逃窜。邓铁梅率领自卫军
追击十余里，乘胜收复了尖山窑镇。

得到尖山窑镇胜利消息的东北民众
自卫军各部，立即从山林中走出来，配合
主力四处打击日伪军“讨伐”队。各处敌
人无法立足，纷纷撤走，从12月13日起
至1933年1月初，邓铁梅、苗可秀率领
民众自卫军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作战，
彻底粉碎了日伪的“大讨伐”。

邓铁梅率部粉碎日伪“大讨伐”
常 红

1948 年 11 月 6 日，淮海战役打
响。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
第一阶段的指示，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首长决心集中兵力围歼黄百韬兵团。
其中，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的任务
是：“夺取曹八集，切断黄百韬兵团西
逃之路”。

曹八集是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西
逃徐州的必经之地，也是国民党军防
守的重要据点，该地修筑有坚固的工
事，由国民党军李弥兵团部队负责驻
守。但李弥为了自保，在黄百韬部队
还没有赶到曹八集前，就下令部队放
弃该地，先行撤离。黄百韬深知曹八
集的重要，在退入碾庄后，急忙命令
其所部二十五军派一个团进驻该地
接防。

8 日，华野十三纵部队经过急行
军，到达运河。同一天，驻徐州贾汪地
区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部队，由中
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在运
河前线战场起义，华野十三纵部队因此
顺利通过第三绥靖区的防区，于9日抵

达曹八集周边地区。
10日下午，国民党四十四师师部直

属部队及一个团3000余人、国民党三师
一部相继到达曹八集，和驻守在当地的
二十五军的一个团会合。四十四师是被
国民党命名为“荣誉第二师”的精锐部
队，装备精良，且基本都是作战经验丰富
的老兵。当他们得到“周边已经发现有解
放军在行动”的情报后，便和三师立即出
发，企图抢在解放军合围前逃回徐州。

当国民党三师逃至耿庄一带时，
遭到解放军华野七纵和十三纵的联合
打击，很快被全歼。四十四师得到消
息后只得原路退回。当回到曹八集
时，他们发现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一
个团也逃得无影无踪，而跟踪而至的
解放军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起来。眼
见逃跑无望，敌师长只得一面向碾庄
的国民党军求救，一面命令官兵进入
工事“死守待援”。

10日傍晚，华野十三纵一一四团
一营在炮火的掩护下，首先向曹八集北
门发起攻击。经过约半小时的战斗，一

营“扫清”了外围工事，俘敌 100 多
人。当日深夜，一营继续发起进攻，经
过连续爆破，在北门左侧围墙炸开一个
缺口，一营随即从缺口攻入镇内。经过
和敌人的反复争夺，一营战士夺取了北
门里东侧的10余座房屋，并以此为依
托，继续与敌人厮杀。敌师长见状，亲
自指挥“敢死队”向一营反扑。一营连
续打退了敌人的5次进攻，不少战士身
负重伤依然不下火线，坚守阵地。激战
到11日凌晨2时，突破口一度被守敌
封锁，一营与团指挥所联系中断！十三
纵首长立即命令组织力量恢复突破口，
和一营取得联系！一一四团奉命派出二
营、三营发起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
二营、三营派出三个连，很快重新夺回
了突破口，并冲入镇内和一营会合。但
敌人在二营、三营突击队进入镇内后，
又集中火力掩护“敢死队”第二次占领
了突破口，再次割断镇内外解放军的联
系。解放军十三纵三十九师一一五团二
营从曹八集南门发起攻击，攻占了南门
外围工事，但遭到围墙上守敌的拼命抵

抗，一时形成对峙局面。
战斗持续到天明，有敌机飞至曹八

集上空，向解放军阵地扫射、投弹。另
据侦察员报告：碾庄敌人派出坦克部队
前来救援！

关键时刻，十三纵主力团一一二
团突破沿途敌人的防线，赶到曹八集
前线。经过部署，一一二团于 11 日
12时对曹八集北门敌人阵地发起第三
次攻击。攻击前，为了迷惑敌人，一
一二团在进攻前摆出准备第三次夺取
突破口的“架势”。当守敌把力量集中
在突破口时，一一二团主力突然对突
破口右侧发起猛攻，一举攻克围墙，
肃清了北门的守敌。经过激烈交火，
一一二团击溃了镇内敌人的抵抗，和
坚守镇内的一一四团战士会合。十三
纵各部随即入城，攻占了敌人的山炮
阵地，并对守敌实施穿插分割作战。
守敌见大势已去，只得集中力量突
围。十三纵扼守要点，集中机枪火力
猛烈扫射，将企图突围的敌人全部消
灭。镇外残存守敌向曹八集东南逃
窜，也被预先埋伏的十三纵一一三团
包围、歼灭。战斗到下午 2 时，华野
十三纵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结束
战斗。

曹八集战斗后，解放军华野部队完
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至22日全
歼该敌，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
胜利。

华野十三纵力克曹八集
贾晓明

1928 年，美国新闻记者史
沫特莱来到中国。在 5 年多时
间里，史沫特莱秉承客观公正
的 态 度 ， 不 带 偏 见 地 报 道 中
国。为了将中国红色革命的真
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史沫
特莱决心写下一本客观介绍中
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
军的著作。

虽然史沫特莱非常想到江
西苏区实地采访毛泽东、朱德
并亲身体验苏区的革命生活，
但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对中央
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和严厉
封锁，史沫特莱根本无法实现
她的苏区采访计划。为了“尽
可能多”地搜集中国革命、苏
区和工农红军的真实信息，史
沫特莱开辟了多种“途径”。

史沫特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