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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记者访问团眼中的抗日根据地

魏 宏 运

摘要: 1944 年重庆中外记者访问团冲破重重封锁，进入延安及敌后根据地，了解到边区进行的彻底

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认为边区的事业，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革命奇迹，誓言要将真理告诉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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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组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敌后共建立了 19 块根据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其间遭遇了双重的封锁和压迫，一是重庆的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一是日本侵略者。
根据地社会究竟是什么状态，海内外人士总想探知真情，重庆中外记者一再要求前去访问，均

遭国民党政府拒绝，直到 1944 年 5 月，报人交了请愿书，始解除禁令。
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组成，领导者为谢保樵，副领导为邓友德，团员包括外国记者 6 人: 斯坦

因( 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爱卜斯坦( 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

工新闻) 、福尔曼( 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 、武道( 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的摩尔太阳报) 、南
汗神甫( 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 、普金科( 塔斯社) ; 中国记者 9 人: 孔昭恺( 大公报) 、张
文伯( 中央日报) 、谢爽秋( 扫荡报) 、周本渊( 国民公报) 、赵炳烺( 时事新报) 、赵超构( 新民报) 、金
东平( 商务日报) 、徐兆翔( 中央社) 、杨嘉勇( 中央社) 。此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派魏景蒙、陶启

湘、张湖生、杨西崑四位参加①以便监视。

二、奔赴中国西北角

记者团赴延安的路线，不是直接由重庆经西安到延安，而是由西安到潼关、韩城等地过黄河，

经山西阎锡山统治之地，再过黄河进入延安，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怕暴露封锁线的实况。就是这

样，沿途还是设立重重障碍和制造种种假象。西安西门附近的西北青年劳动营，名义上叫战干团，

实际上是集中营，关押的“思想上有问题的青年”，多是要去延安而被抓捕的。著名的史学家范文

澜在河南前线被捕也关押在此。记者要参观“劳动营”，西安当局以毕业开赴前线杀敌为名，将劳

动营 1000 多名青年，一部押送至华阴游干班拘禁，另将 300 人押至终南山麓东峪口秘密监禁。5
月 19 日下午记者访问团参观见到的 500 人，一部分是特工人员，另一部分是临时从干训团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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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充，并都经过事先威胁训练试演过。记者所见到的周兴郎便是特工人员，所谓对中共的控诉完

全是事先捏造的。在耀县药王山中集中营也采取同样方法，避免记者参观，将 300 多个无辜青年用

火车密封装运，连夜开往西安某地，因气闷窒息而死者有 20 余人，想逃跑被击毙的有 30 余人①。
在记者团参观时，还布置两堂课，一位青年教官在讲唐代的文化，另一个教室，在讨论尼采的超人

哲学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但这种伪装并没有逃脱外籍记者的眼晴。史沫特莱讲: “在西北行程

之中，福尔曼记述了眼前的事物，而没有致力于政治上的分析。在西安和其他中心地区里，记者们

得到超乎节约的款待———和在各地给驾驶脚踏车的特种人员的追踪。在西安附近的集中营里，几

个受了训练的囚徒说他们是共产党区逃出来的‘难民’，而请求西安当局给他们关起来和改造他们

的思想。福尔曼发表了一种有趣的文件，这是秘密地传到他手里的，企图掩盖来哄过外国人的伎

俩他都知道了。”②真是欲盖弥彰。西北王胡宗南和中统特务头子戴笠编造的闹剧，露出了马脚，所

获得的是记者的嘲笑。

三、延安印象

记者访问团抵达陕甘宁边区后，先在南泥湾等地参观屯垦部队生产练兵，历时四天，于 1944 年

6 月 11 日中午 12 时抵达延安。下午 5 时，十八集团军叶剑英参谋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杨秘

书长、边区政府民政厅刘厅长等，设宴洗尘。12 日下午 5 时，毛泽东接见记者团，由周恩来介绍，与

大家一一握手。毛泽东讲了三个多小时，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讲话的大意是 :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

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现在国共谈判仍在进行。中国

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记者斯坦因、夏南汗神甫、
爱卜斯坦、谢爽秋、赵炳烺提出了几个问题，毛泽东将其归纳为三个问题，作了答复 : 一、关于

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很久，希望能有所进步 ; 二、关于第二战场的开辟，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

进攻的一个大转变，其影响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 ; 三，为

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

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个方面实行民主，自由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

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定，你们可以看到我

们共产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制的精

神③。会见继续了三个多小时。晚餐后在大礼堂看戏，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

禧》、《草船借箭》，由平剧研究院演出，夜 11 时始散场。
记者团在南泥湾时就赴延安参加了朱德主持的招待会，地点在王家坪副长官部官邸，参加的

人很多，延安各界名流均与会，如博古、贺龙、林彪、李鼎铭等。晚餐采用中菜西吃办法，四人一桌。
晚餐会后，举行音乐晚会，由鲁迅艺术学院及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大小节目 30 个，包括现代的战

歌、陕北的民歌民调以及《黄河大合唱》。
6 月 14 日，延安举行庆祝第三届联合国日，动员保卫西北军民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吴

玉章、高岗等均出席。朱德在大会上演讲，称赞第二战场的开辟和各路盟军的伟大胜利，是联合国

人民坚持团结、民主，长期奋斗牺牲的结果，是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胜利的新阶段。他代表八路

①

②

③

《特务横行，人心恐怖，西安已成虎狼世界》，《抗战日报》1944 年 10 月 1 日。
美国史沫特莱、福尔曼的边区报告，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上海: 历史资料供应社，1945 年，第 146 页。
《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席上毛主席致辞，各记者所提问题及毛主席的答复》，《晋察冀日报》1944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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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新四军向伟大的联合国诸领袖及其英勇奋斗的人民，特别是苏联红军及开辟第二战场的英美

英勇的将士们致以战友的敬礼，其中具体地讲道:“向为赞助我军而在战争中牺牲的白求恩大夫、
柯棣华大夫及希伯先生等的亲友最深切的慰问! 向印度援华医疗队、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美国

马海德、苏联阿洛夫两大夫致谢! 向积极帮助我军工作成绩卓著的日本人民领袖冈野进同志及他

领导下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日本朋友致谢! 向参加我军英勇作战的朝鲜义勇军及华北朝鲜独

立同盟的朋友们致谢! 向中国各抗日团体，特别是孙夫人及保卫中国大同盟诸先生致谢! 向陈嘉

庚先生及爱国华侨致谢!”这种无私的援助和奉献，大大增强了根据地的力量，实行民主和打倒法

西斯的共同信念，使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与根据地联系在一起。
记者们也被邀请参加这次约 4 万人聚集的大会，他们极为感动。几位记者登台演讲，英国记

者斯坦因说:“此行的目的在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全部真相，把中国共产党的作战努力的实况告诉英

国人民，以期对中国国内团结和民主有所贡献。”美记者福尔曼说:“他的任务在于寻求出事情的真

相，以便向美国人民忠实报道。作为一个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朋友，我希望能促进中国的政治

和军事上的团结，以便更有力地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现在敌人正敲着长沙的大门，当

着盟军还不可能从欧洲战争中腾出手来时，日本即想趁火打劫，现在摆在同盟国和中国人民面前

的任务，必须是立刻团结起来。”塔斯社记者普金科讲:“在这次战争中，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在

根绝世界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上联合起来了。因为法西斯主义侵害了全世界各民族的自由、独立和

光荣。”在中国的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指出:“希特勒即将覆亡，日本军阀末日也快到了……在华

北集中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斗士们，正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着，这就是联合国的一支生力

军。”①

记者团于 6 月 26 日参加了由吴玉章主持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地点在边区银行大楼，边区著

名的作家均与会，相互交谈对文艺的看法。随后记者参观学校、工厂、医院、养老院、儿童保育院等

单位，如 7 月 1 日参观延安大学，武道认为:“延安大学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因为它里面有些学生

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有的却只读完小学，可是另一方面延大却培养了为战争而工作

的青年男女，比如帮助教育，唤起民众，在敌人后方工作，以及用通俗的歌曲、戏剧、连环图法之类，

宣传用全心全力反攻。”②这样的评论是很客观的，有赞扬，有批评。
在参观兵工厂、难民纺织厂、皮革厂、振兴纸厂四个公营工厂后，赵超构称: “我们就觉得有一

个共同的特色，是组织的严密与管理的精细。我觉得一所工厂事实上就等于一所共产党政治干部

的养成所，一个干部能学习到了控制工厂的方法，他必须可以应付各方面的群众。”③

参观医院后，《纽约时报》报道，公共卫生行政由傅连璋主持，“医院里的医生包括美国、法国、
瑞士、日本、苏联和中国许多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在战争爆发以后才来到边区，并不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是爱国者，因为八路军适合他们的理想。他们多数人是看到

了埃特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的英文版之后，这才知道共产党的事情的”。“医务人员之中有一

些外国人，有一个美国人，现名马海德，是卡洛林那州北部的人。有一个苏联医生，名字是安特

留·奥洛夫，得到国民党的允许来到延安，已经将近三年了。有一个反纳粹的德国人汉斯·穆莱

博士，还有一个是朝鲜老革命家”④。这么多外国人奔向延安工作，可见理想、信仰的力量。延安有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它的第一部、第二部，与中共中央卫生处门诊部、留守兵团的中国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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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朱副长官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国际友人讲话》，《晋察冀日报》1944 年 6 月 18 日。
武道:《从陕北归来》，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第 35 页。
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 南京新民，1945 年，第 201 － 202 页。
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第 70 －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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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赵超构颇有感触地讲:“我们知道这些医护人员，很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多半是后方过去的，

在那边受着客人的待遇，这些医生的服务道德，和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方针很是合拍，处处为病人设

想，这一种工作道德，我可以信任得过。”“一位医生，在涨着大水的时候，冒险渡河，为人看病，也是

我们亲眼见到的。”“在乡村。则推行一种卫生合作社，中西医并存，各工厂也都有一个小诊所。这

都可以看作公医制度的开始”①。
武道在中国西北地区勾留五个月后，回到重庆，特别给《大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我从陕北归

来》，其中讲道:“最动人的事情，就是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人口相当稀疏的陕西东北和山西西北

部的人民，已经不再简单地靠小米和黑豆混日子。同时，也再没有衣着不足的苦痛了。”每一个

人———士兵、党的负责人、学生、工厂工人、都参加生产运动。在他们正规的职务之外，他们同时种

谷物和蔬菜，做木工，纺纱、捻毛线、织毛衣毛袜、酿蜜糖或者制造酱油。
南泥湾的开垦吸引了记者，“旅长王震，穿着比他部下许多的兵来得破旧的制服和草鞋，和我

们一起在边区骑马走了一百多英里，说明了生产运动和军事训练的情形”②。
斯坦因在《远东民主的种子》一文中讲:“在封锁线后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

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毁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

事物，我吃惊地擦拭着我的眼睛”，“延安的领袖们，都是强干而有才能的人们，为崇高的理想鼓舞

着。他们似乎得到了共产党所管辖区域所有社会各基层的合作，在那个区域已经在敌后建立了 13
个抗日军事根据地( 注: 应是 19 个) ”③。

四、世界据点延安

在历史发展中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特别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尽管重庆竭

力封锁，就在访问团进入延安的前夕，《纽约时报》和加利福尼亚的《俄克兰论坛报》于 4 月 14 日和

5 月 24 日特别发表社论，赞扬根据地的光辉业绩。《纽约时报》说: “在动荡的时代，供应极其缺

乏，历史上极伟大的戏剧之一，是中国的西北边区。它的演员们，是五千二百万中国人民。”称赞八

路军、新四军“对抗在华日军的半数”，“这些军队用打垮了的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谈到敌后根

据地在政治的进步时说:“游击根据地的人民是一家人，人民的军队，侵略者是打不败的”，抗日根

据地不仅积极地打击敌人，而且“男女英雄们，民政领袖们，维持着秩序，防止着灾荒”。谈到根据

地的经济建设:“在边区，有制造区的中心和改造农业的设施”，“有医院、疗养院和托儿所，生产发

达，农业有很好的组织和领导，甚至在荒旱的年份，也没有一个人在挨饿。工业也建立起来了，合

作社生产大部分的衣服、鞋子、毯子、面粉和盐，由于有临时筑成的运输线，日用必需品分配很快

当”。称赞八路军新四军，“为了我们所有的人，阻碍着法西斯的巨轮”，但是由于日军的阵线和国

内的政治原因，他们和外界隔绝了。《俄可兰论坛报》说: “在中国地图上，中国人民的抗战光芒到

处刺穿日军的占领区，日军必须对付中国人民的民兵和十八集团军的攻击。”又说:“在沦陷区中，

人民活动的机构扩大着，都有自己的武装抗敌的组织，这种当地的自卫队，完全是人民的军队，通

过乡村的行政机关来活动。”④这是对根据地全景式的刻画和报道，论述了那个时代根据地的生活

和它的历史价值。社论写下了惊人的真实情况，其中将蒋介石集团放在被批判的位置，在谈到对

①

②

③

④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 178 － 179 页。
《纽约时报》，《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齐文编译:《外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第 52 页。
《纽约时报》，《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齐文编译:《外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第 34 页。
《美报著论赞扬我根据地光辉业绩》，《晋察冀日报》1944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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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态度时，将蒋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这可说是咎由自取吧。
记者团的访问，将世界目光引向延安。中外人士无不兴奋。澳大利亚人罗生特尔外科大夫，

服务于八路军新四军多年，致电记者团员爱卜斯坦，称“这两支军队( 指八路军、新四军) 对于抵抗

日寇侵袭的英勇战绩，和为了民主主义而奋斗的功勋，是万人称赞的。我今之非常荣幸的听说许

多国际上的朋友组织中外记者团到了延安，我希望你把对于这个新中国重要的政治中心的一切印

象，真实地报到世界各地去”①。这是出于激情所写的一封信，他认为敌后军民进行英勇的斗争，是

人类进行的最美好的抗争。国际友人林迈克由敌后根据地来到延安，《晋察冀日报》记者于 5 月 23
日采访时，他讲:“愈往这边来，愈觉得根据地的巩固安全。人民的生活也愈好，特别是陕甘宁边

区，在抗战七年后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新的景象。”②

重庆国民党政府竭尽全力控制记者团的言行，《纽约时报》记者爱金山关于延安动态的两篇重

要报道及其他美国记者关于延安的各篇电讯全文均被扣押，但旧金山广播电台还是以 15 分钟时

间，报道了美国各主要报纸如《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上所发表的外国通讯

摘要，广播了记者团到了延安后的感受。他们发现“延安有着对日本的憎恨，有着保卫自己的成

就，使不受一切干涉的决心。他们看到陕北这块不毛之地，现在已经变成积极耕作、大规模畜牧和

手工业发达的区域了，边区已经为八路军的部队创造了足够的食粮和衣服，而八路军是记者在中

国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看见过的衣食最丰富的军队。他们看到这里的日本俘虏并不关在集中营

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解放日本，使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③。

五、敌后根据地的民主建设

敌后根据地的进步，是激动人心的，“凡世纪以来的封建传统，在短短五六年中，大部分扫除

了。许多人还未能充分的认识他们在民主政府下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都在迅速进步着”④。燕

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班威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离平赴晋察冀边区，在著文中，他以简短的文

笔，勾画出了根据地社会的面貌:“在这短短的几年当中，边区进行了彻底的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从

旧的封建制度到最近代的民主，从妇女奴役到两性平权，从文盲到普及教育，而更难能可贵的，这

一切都是在敌后，在敌人经常破坏的威胁下胜利地完成的。”⑤中共的政策是边打边建，民主建设从

未停止。
中共的各项政策，都受到过根据地的外国人士的称赞，诸如民选各级政府，实行双减和统一累

进税，调整阶级关系，发展农业，鼓励私人企业，尽一切力量提供生产，认为生活水平的改进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基础，因此形成了丰衣足食的局面。
民选抗日政权是根据地的首要任务。记者团对民选颇感兴趣。他们了解到陕甘宁边区的各

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在晋西北，因为战争形势的缘故，只是村和有些区的人员是选举的。
在晋察冀边区一年一度的村选在春节期间进行。周而复在《晋察冀行》一书中，特别记录了曲阳三

区郎家庄村的选举情况: 该村是一个 500 多户的村庄，选民有 1125 位，村选会场布置在村边的一个

广场上。村干部把一张开会的日程贴出来，张区长帮助村长总结工作，计算账目，检查准备工作。

①

②

③

④

⑤

《鲁中国际友人罗生特尔大夫致电慰问美记者爱卜斯坦先生》，《晋察冀日报》1944 年 7 月 7 日。
《林迈克到了延安》，《晋察冀日报》1944 年 5 月 30 日。
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第 50 － 52 页。
林迈克:《晋察冀印象记》，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第 85 页。
林迈克:《晋察冀印象记》，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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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那天，儿童团、妇女自卫队、青抗先、老头队等排着队伍进入广场。老村长报告一年的工作，选

民审查报告，提出批评，张区长检查选票，然后村农会、妇救会、青抗先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候选

人相继发表竞选讲稿，如一青年农会会员说:“你们大家要选俺当村长，俺一定要为大家谋利益，根

据乡亲们的主张，把每一项工作办好，希望你们热心帮助，我一定领导大家抗日保卫家乡，把咱们

的光景过得更好。”妇女候选人说:“要和别人竞选，她要把村里的工作做得比别人更好。”竞选讲说

完后，就开始不记名投票①。讲演都很朴实，选举公正无私。民主制度和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像这

样以人民为主的政治生活，激发了人民的抗战意识、爱国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根据地就是这样进行选举，没有贿赂和裙带关系，竞选者凭其一心为公和工作能力为群众所

选择。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福尔曼的边区报告》一文中讲:“福尔曼亲眼看到老百姓的选举，这种

选举在解放区中形成了特征，过了 18 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他们选举他们自己的行政机关人员，

而共产党的人数，被规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的。”②真是民意可贵，民气可畏，在乌云遮住了阳光的

阴暗地带，民族敌人的暴力也阻止不了人民的前进。

六、抗战和读书

记者团进入根据地后，得出一个结论: 走进一个新大陆，那里每个人都致力于抗战、读书或劳

作，或者三种兼做。
为什么要读书? 一个农民回答说: “知识是今日世界上顶要紧的一种力量。有了它人民就可

以使他们的国家伟大强盛，使敌人只有冒大险才敢进攻他们。更要紧的是，知识打开了新的生活

道路。我用功念书，是因为我学会帮中国变成一片强盛、自由而幸福的国土。”③把读书和国家命运

联结起来，可见根据地人民政治觉悟达到什么程度。
根据地人民求知欲是非常强烈的，以冬学和小学形式为主，扫除文盲，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即

使在 1942 － 1943 年战事最频繁时期，文化教育也没有停顿，而且还在发展，如 1944 年是太行山根

据地冬学运动最兴盛的一年。各地冬学都结合当地实际，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如《战时读本》、
《民权读本》等。在冬学运动中，除集中学习外，还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组织了地头小组、民兵小

组、担架小组、炕头小组、运输小组、纺织小组、变工小组等④。
根据地全民都在学习，一贯不准迈出家门参与社交活动的妇女，也参加到冬学中。而且都成

了戏骁勇和坚强的战士。“这里的妇女都参加作战，投掷手榴弹”，这是 1937 年在平型关附近缴获

的一个敌兵日记的记载⑤。
根据地全民是带着使命感在学习，这是国统区见不到的，所以引起记者团特别的兴趣。

七、誓将真理告诉全世界

记者追求和保持的是真实，他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爱卜斯坦讲的

好:“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八分区花了几个月，知道了许多事实，把这些事情告诉全世界的

①

②

③

④

⑤

周而复:《晋察冀行》，第 46 － 48 页。
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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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革命根据地总编委员会编:《土地问题》，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3 页。
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汉口: 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 年，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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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全世界人民是有利益的。我们要尽量忠实地将这些事实告诉全世界人士知道，看到了你们

的军队人民怎样在工作、战斗，怎样牺牲生命，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将我们知道的告诉全世界

人民。”①这是亲临者打破了重重封锁发出的声音，他们认为边区的事业是神圣的、伟大的。日本侵

略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边区将要在上下古今的历史中形成一种几乎令人

难以相信的革命的奇迹。他们认为将来新中国的建设已经由今天中国的青年人在敌人的后方奠

下了基础。他们这样对真理的热爱和敏锐的洞察力，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余 论

记者访问团经过四个多月对根据地的考察，获得了各种民主建设、抗战成绩等资料。外国记

者爱金山及斯坦因于同年 10 月 5 日离开延安，爱卜斯坦、福尔曼、武道、普金科于 23 日离延。后

来，美国《时代》及《生活》杂志记者怀特又于 12 日抵延安采访。记者团，特别是外籍记者做出了巨

大贡献。他们将根据地的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结在一起，将根据地的文明和真理，告诉全

世界，使我们对我国的全民抗战，有了全面的认识。近年有人讲，中国共产党只打了两次战争，一

次是平型关大战，一次是百团大战。这显然是错误的，实际状况是，在敌后，日军占领城市，八路

军、新四军占领乡村，无时不在战斗。又有人讲，要全面肯定蒋介石的抗战功绩，但从访问团揭发

的事实看，不能这样简单地论断。当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澎湃发展，各路盟军捷报频传，敌后战场

迭获胜利之时，唯独正面战场丢师失地。1944 年 5 月河南、湘北战事失利了，日军又直扑衡阳，失

败主义笼罩了国统区，中外痛心疾首，而重庆仍一意孤行，以 50 万精锐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不去

打日本。英美给八路军、新四军的药物用品，未运往延安就充公了。访问团关于延安的两篇报道

也被扣押。外国舆论对重庆已失去信心，甚至提出武器援助中国，只能给抗日的部队。从各种因

素看，对蒋介石的一味称赞，歌功颂德，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曲折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必须充分掌握历史的真实，近

年新发现的资料很多，还有多种口述史，都为研究者提供条件，研究者可以档案资料和对专门论文

的精密研究为依据，客观地写出历史，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Anti － Japanese Base in the Eyes of the Group of
Chinese and Foreign Visiting Journalists

Wei Hongyun
Abstract: The Group of Chinese and Foreign Visiting Journalists managed to leave Chongqing，break through the numerous
blockades，and get into Yan＇an and other base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in 1944． They witnessed the thorough social and po-
litical reforms in the border areas． Believing that the great cause there was an unimaginable miracle of revolution，they
vowed that they would inform the whole world of the truth they found．
Key Words: Group of Chinese and Foreign Visiting Journalists; Yan＇an; Democrac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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