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报道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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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仅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民族独立，也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从外国记者这一“他者”视角出发，探讨外国记者

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试图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研究作进一

步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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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随之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作用日益凸显，

迅速成为在华外国记者关注的焦点，他们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采访和观察，客观真实地记录

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通过大量鲜活及时的报道，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

战的形象，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重要意义。

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军迅猛的攻势和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加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

挥着作用，国共之间的合作还算和谐。斯特朗在其著作《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就详细地描述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乐观情形，认为中国正在不断走向团结和民主。这种乐观的情绪也出

现在史沫特莱、勃脱兰、爱泼斯坦的相关报道中。

但随着1939年的到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限制以及国民党制造军事摩擦越来越频繁，统

一战线日益衰落。这使斯诺感到失望，并最先提出了批评。1940年，斯诺在《新共和国》上

发表题为《中国的靠不住的团结》的文章，他得出的结论是“统一战线既没有带来民主，也

没造成和睦相处”。而这很快在1941年得到了证实。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震惊中外。斯诺“对于这次屠杀事件的详细情况比别的记

者知道得早”，并在确认这个消息后，他“决定把它报道出去，不论这将如何‘伤害中

国’。”斯诺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详尽如实地报道了在这九天战斗中共产党部队的伤亡。

由于他的报道，“英国驻重庆的外交官们证实新四军事件是真实的”，华盛顿“财政部长摩

根索先生竟然暗示，如果内战重开，重庆就休想指望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财政援助。”

斯特朗、史沫特莱、汉斯·希伯也都积极撰文报道了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是中国

抗战的“极大不幸”。这些报道，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注，特意给蒋介石写信：“我

希望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这样，“蒋委员长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发生了事件”，并在驻重庆外国记者就此事的相关

报道被国民党扣押纷纷提出抗议后，国民党不得已暂时放宽新闻检查，使得“过去长期被掩

盖的关于统一战线濒于瓦解的全部内情都被抖了出来”。由于这些外国记者的报道，让英美

等国家开始关注此事并给予国民党舆论压力，使其收敛并做出“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

裂之危险”的保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了国共双方产生更大的冲

突。

二、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外界获取新闻只能通过国民党控制的媒

体。国民党在1938 年颁布的《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中明确规定，“鼓吹偏激思

想，强调阶级对立”“言论偏激狭隘，足以引起友邦反感，妨碍国防外交者”等均属于“谬

误言论”；“立言态度完全以派系私利为立场，足以妨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前提者”“鼓

吹在中国境内实现国民政府以外之任何伪组织”等均为“反动言论”。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严格控制新闻宣传机构，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和禁令来限制发表

言论。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没有发声的机会，完全被国民党污蔑和诽谤的报道言论所“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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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在此背景下，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报道，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链上打开了一

个缺口，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抗战期间采访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的专著，在第一时间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国统区发

行。这些报道和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方方面面：卓有成效的根据地经济建设

以及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支撑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抗战；富有建树的根据地民主政治发

展、民主自治政府的建立；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取得一次又一次对日作战的胜利以及

其作战战略和战术的成功运用，等等。让国统区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和进步，以

及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延安一时成了中国尤其是中国青年的圣地，鲁迅先生曾说“到延安的路是中国青年的生

路”。因此，外国记者的这些报道和著作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对国统区的人们了解中

国共产党的抗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报道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对内的新闻封锁，更重要的意义在

于这些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新闻封锁以及造谣和污蔑。同时，也把中

国共产党抗战的真相并由此而产生的希望带给了许多外国读者，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共产党

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

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策

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各种政策成为当时外国记者采访的主要内容。因

此，在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采访中，很多外国记者都抱着如下一些问题：抗日战争发生后，

中国共产党对此次战争想做些什么？什么是他们自己的战时程序，与国民党的战时程序有何

不同？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略战术？

我党领导层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认识到“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因此也积极配合外国

记者的采访，尤其是主动提供各种政策解答及材料。基于这种默契，中国共产党借助外国记

者这一媒介渠道发布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在抗战中施行的政策，外国记者也乐于充当“传

话筒”，及时地向国内外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

与毛泽东对话以阐述和解读中国共产党抗战政策是外国记者的首要选择。在他们看来，

毛泽东是“共产党员中诚恳而最有权威的发言者”以及在共产党进行的任何任务中“毛泽东

总将居于一种领导地位”。对这样一位权威的采访，成了奔赴延安的外国记者必做的功课。

毛泽东也非常欢迎外国记者的采访，并且不失时机地在采访中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

度、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对日作战的持久战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诸多政策策略

告诉外国记者。

当然，外国记者也通过亲自考察和采访其他领导人和普通军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经

济方面的“双减双收”政策、边区以及根据地抗战民主政府的“三三制”原则、抗战的文化

宗教政策等作了详细的报道。

此外，与以上对话式、观察式的报道和解读不同的是，外国记者还以条文罗列甚至是全

文转述的方式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政策宣言和布告夹杂在他们的报道中，这样不仅在报道宣

传上更加清楚无误，而且使受众能够更加直观地阅读了解，宣传效果更佳。

比如斯特朗将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文转述并做了适当地分析

解释；史沫特莱把在山西前线看到的贴在庙宇墙上的布告以及对日政策的宣言等，详细地记

录在报道中，为国内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四、 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力量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中写道：“强大的中国抗战，

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认为“我们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

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事业需要

赢得国统区进步人士的支持、国际舆论的声援以及物质援助。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是受到媒体的影响，但是外国记者的报道宣传在赢得外界的支

持和援助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充当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正如1941年10月7日

《解放日报》所言：“其力量之大，实不亚于十万雄狮。”



物质援助作为国际社会对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不仅包括物资援

助，也包括许多国际友人投身边区根据地和抗战前线进行抗日活动。据统计，自1937年至

1941年，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

称“工合”），共计给陕甘宁边区“捐款800，008，999万余元（法币，下同）其中，1938年

为100，009，370万多元，1940年为500，005，000余万元”。

不仅如此，“工合”领导人路易·艾黎冲破重重阻力，在中共中央的批准下于1939年4月

建立延安“工合”事务所，为延安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国际社会还在其他

领域诸如实业投资、医疗卫生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援助。许多富有正义、具有献身精神的国际

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中国的抗战事业，比较著名的有援助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加美援

华医疗队的白求恩、美国医生帕森斯、护士琼·尤恩等。

相比物质援助，国际社会的舆论声援和精神支持在软实力方面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力量。外国记者的报道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民主政治、经济建

设，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

的联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使中国共产党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

可，为中国抗战汲取和积淀了力量，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国际舆论基础。

（作者分别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化传播系博士研究生、94295部队宣传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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