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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几种早期版本 

黄  霞  

 

1936 年 3 月，由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了一篇名为《随军西

行见闻录》的纪实报告，文章的作者署名“廉臣”，他自称是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

被红军俘虏后留用，后跟随红军一起长征。当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廉

臣”脱离了红军队伍，辗转回到内地后写成《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作者在文章中以亲历

者的身份、用旁观者的口气，讲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情况。文章发表后，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并很快流传到国内，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5 年，当《红

旗》杂志公开发表该文时，“廉臣”的真实身份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原来文章的作者是陈云。

2006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甘肃会宁、静宁，长征胜利结束 70 周年纪念，也

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发表 70 周年，值此之际，重读《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不仅是对

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也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缅怀。 

一、写作背景及内容介绍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不得不退出苏区，开始长征。陈云同参加长征的十余万红军将士一样，亲身经历了这场艰苦

卓绝的斗争。陈云还不只是长征的普通参加者，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

会党团书记和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参加长征的。长征开始时，他又被指定为驻红五军

团的中央代表，以后还担任过军委纵队的政委，参加过遵义会议等重要会议，是中央决策核

心的成员。因此，他还是长征的领导者之一。 

1935 年 2、3 月间，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赴上海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秘密工作，寻求恢

复长征后中断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1935

年 6 月 7 日，中央红军攻克四川西部的天全县。在天全县灵关殿，陈云在地下党员席懋昭的

护送下，离开红军队伍，经天全、雅安、成都、重庆，一路辗转到达上海。安顿之后，陈云

便开始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并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员与共产国际

建立联系。7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

指示陈云及在上海的一些其他重要领导人立即前往苏联。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陈云与陈

潭秋等于 9月上旬秘密登上一条苏联货船，至海参崴后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 9月下旬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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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在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

义会议的情况。此后，陈云暂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直至 1936 年底奉命回国负责

接应西路军的工作。在苏联期间，陈云曾进列宁学校学习，还在东方大学任教。 

为了让世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理想和风貌，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1935

年秋，陈云回顾自己在长征途中的不平凡经历，在莫斯科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也

有人认为，还在上海时陈云就已经开始撰写此文了，见朱佳木等著《陈云》，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9 年出版）。文章详细描述了红军自江西出发直至胜利渡过泸定桥为止历时八个月、

途经六省的种种传奇经历：“这次行军，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义府休息十

余日，以及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县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终日行军，由江西而湖南、

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西康，而转入四川之理番、松潘。足迹几遍大江以南，历时八月

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历尽无数高山大川……”。 

文章除了具体描述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勇夺

泸定桥等主要战役的经过外，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也有具体描写：“毛泽东似乎一

介书生，常衣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待人“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

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周恩来办事精神之

勇敢与毅力，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在作者笔下，这些红军领导人个个平易近人、可亲

可敬，展现了红军领袖的精神风貌和红军队伍官兵一致、纪律严明以及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

气概。此外，有关红军的俘虏政策、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及政策等等，文章均有涉及。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分析、总结了红军能够获胜的原因：（一）军心团结。他指出：“赤

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二）民众的支持；（三）中国共产党

领袖的领导才能。作者写道：“我以为赤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

能。⋯⋯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材，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

样大的事业”。最后，作者向国民党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

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产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总觉得无论如何，

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的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

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大中华民

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共约 3万余字，它不仅是出自作者的亲闻亲历，而且是作者离

开长征队伍后不久写成的，加上作者参与长征领导决策的特殊身份，使这部著作极具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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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并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后来人们研究长征保存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作者的笔名，陈云晚年在回忆《随军西行见闻录》时曾专门提及，他说，当时化名

“廉臣”，主要是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内流传，扩大在普通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普及面。而之所

以将“廉臣”的身份选作被俘的国民党随军医生，陈云也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的：第一，这

样就可以将“廉臣”安排在后方地域活动，且因工作的缘故还能接触到各个阶层的红军人士，

使“廉臣”的记录具备一定的全局性，因为从军医的角度来描述红军长征的全过程总比一个

目不识丁的普通国民党士兵更加令人信服；第二，作为医生，毕竟活动、了解的范围有限，

因此在书中可以回避那些敏感性的内容，诸如红军高层领导人的变化、红军战略战术的调整、

红军的实力以及伤亡情况等等；第三，便于从中间立场上来描述红军长征的历程、介绍中共

高级领导人、红军干部战士的言谈举止，使本书在国统区内传播时，便于向思想观点不同的

人士进行宣传；第四，作为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支军队中都工作生活过的人，“廉臣”的

比较性描述能给读者更深的印象；第五，“廉臣”在文中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的

紧要关头，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愿望。作为曾在国共两支军队中都工作过的

医生，发出这样的呼吁，显得非常自然，可信度也更高。 

二、版本情况 

此文最早于 1936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 7 月，莫

斯科出版了单行本。1937年 7 月 30 日，巴黎《救国时报》再次发表此文。同年 7月 31 日，

《救国时报》还刊载了《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 

1937 年，此文流传到国内，被多家报纸转载，并由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几种不同的版本。

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的本子是 1937 年 3 月由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中国

西北印象记》一书，该书是由进步青年王福时等人在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妇和中共北平地下

党的帮助下，汇集翻译斯诺等外国记者有关苏区的中英文报道编辑而成。该书共收入 8篇文

章，所述均为有关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内容，其中第 8 篇就是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也

只有这一篇是专门谈论红军长征的。 

国家图书馆藏有 5种《随军西行见闻录》的早期版本，以下按出版时间的先后分别叙述： 

1.《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 

民生出版社，1937 年 11 月初版。1册 52 页，32开。 

该书为白色封面，上半部自左向右横向题署红白双色套印书名“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

书名字体为行书；书名下自左向右以黑体楷书标识副书名“八路军光荣的过去”，副书名下

以红色小五星相映衬；封面下部正中以小号红色字体题署“廉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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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封面中部有一蓝色圆形印章，印文为“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部藏书”；扉页

的背面，另有一蓝色椭圆形印章，印文为“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17、2、20，

00638”。上述两枚印章的内容揭示了此书原来的收藏单位，而数字大概表示的是入藏时间和

藏品号码。有关该书的来历，还需作进一步的调查。 

一位署名“绍章”的人士，在书前的《刊印前言》中说明了该书的出版目的：“中国红

军从江西到陕北之二万五千里的行军，是一从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件，他们历尽危险，尝透

了种种困难的滋味，可是结果终于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行为，实在值得我们

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大家去学习。 

如今在市面上已有二、三种关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可是我们觉得不够逼真，太零

碎。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我们认为在描写的态度与文字的通俗、连贯、

有趣味方面，是极适合于大众阅读的，所以决定将它重印了。我们自己很客观的认为这本书

是比较好的。” 

2.《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 

明月出版社，1938 年 1 月初版。1册 61页，32开。 

封面上半部为左右白黑相间，题名自右向左亦以此二色错开题署“从东南到西北”，题

名上下分别以小号红色字体标识“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廉臣著，明月出版社发行”。

封面下半部为红色图案，画面为 5个骑马背枪的军人背影。 

该书的编者为它增加了小标题：一、做了红军的俘虏；二、冲开四道封锁线；三、在湘

南；四、过西延山脉；五、桂边种种；六、进军黔东；七、民穷财尽的贵州；八、西行第一

次大战——乌江战役；九、红军的极大收获；十、遵义一瞥；十一、由滇东折回黔北；十二、

娄山关之战；十三、长趋入滇；十四、谈云南；十五、渡金沙江；十六、到安顺场途中；十

七、夷家生活；十八、历史上军事的胜利——过大渡河；十九、九条铁索上占领泸定桥；二

十、四川西北角；二一、尾声。 

这些小标题是编者根据书中的精彩内容，用简单、生动的语言进行归纳、概括，目的是

以此吸引读者。 

3.《随军西征记》 

广州生活书店，1938年 5 月再版。本书初版时著者署名“梦秋”。1册 74页，32 开。 

该书浅黄色封面，左半部自左向右斜竖向题署书名“随军西征记”。该书书名页上方有

一阳文朱印，印文有些模糊，为“东亚同文书院研究部之印”；在该书首页上边另有一蓝色

印章，印文为“东亚同文书院研究部藏书印”，这两枚印章显示了该书的原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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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书的来历也需作进一步的探究。 

4.《长征两面写》 

大文出版社，1939 年 1 月初版。1册 62页，32开。 

该书白色封面封底，封面上半部以红色大号字体自右向左横向标注书名“长征两面写”，

右下角以黑色小号字体自右向左题署出版者“大文出版社印行”，封面左下角为本书要目，

以红色小号字体竖向标识该书所收录的三部分内容：（一）随军西行见闻录，廉臣作：黄坡

被俘——突破封锁线——训练工人——放火救火——联欢苗家——献地图错中错——调虎

离山渡大江——六只破船的妙用——乡老畅谈旧事——泥沟中的一晚等；（二）红军歌曲：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送大哥等；（三）两万五千里长征，史诺著长风译。 

在封面要目中，编者以缩略的标题仅标识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文中的部分精彩内容。

而在书中，编者为其正文内容所加的小标题则更为生动、详细：1.在黄坡被俘；2.西行的开

始；3.冲破四道封锁线；4.突破重围的原因；5.红军如何训练工人；6.过湘江翻越西延山脉；

7.放火与救火；8.侯子担师长做了输送队；9.劳苦的黔民遇到慈爱的毛泽东；10.红军联欢

苗家；11.乌江大战；12.红军在黔北的三大收获；13.红军的办事精神；14.由桐梓县至赤水

河；15.云南的民族问题；16.遵义大捷；17.取胜的几个原因；18.献地图错中错；19.云南

的风土人情；20.调虎离山安渡大江；21.金沙江畔的风景线；22.六只破船的妙用；23.打刘

家大事补充；24.夷民的形形色色；25.歃血为盟；26.雪中送炭；27.乡老畅谈旧事；28.十

九英雄建奇功；29.不折本和获利；30.川康天险的泸定桥；31.泥沟中的一晚；32.骨肉团聚

庆更生。 

编者在该书的“卷头小言”中，同样也说明了出版意图：“如今以陕北——不，应该说

是整个的华北——为根据地，而替国家民族作英勇争斗的第八路军，他们于一九三五年之末，

曾经创作了一次空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的西部，撒开巨步，深入不毛，给军事

移动上开创一项新记录；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具备了特殊的使命。……他们沿途所历的艰险，

更觉令人感奋。现在，在中华民族求生存的共同目标之下，双方的政治摩擦已经消失净尽，

但这篇雄壮的史迹，仍有保存的价值，所以我们不惜把它搜集起来，印成小册，散播给国人

们浏览。 

第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一位被俘的军医，他被迫着随同部队在长途中跋涉。基

于私人的观感，把沿途的经历加以描述、加以分析；如小说、如演义，亲切而有味。他对于

红军人物本来具着模糊的影象，等到亲见亲闻之后，才觉恍然明晰。⋯⋯其他启示一般人误解

之处颇多，真是不易求得的秘籍。第二篇《二万五千里长征》，为美国名记者史诺君的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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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刊载于《亚细亚杂志》上。……这是两篇现代史上难得的史料，也是出人意外的“特种游

记”。我们撇开政治问题不谈，也觉得是现代青年应该一读的。我们之乐于选辑印行，其原

因即在于此。” 

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文，是介绍红军长征的名作，编者将它与《随军西行见闻

录》一起收入该书，是有其用意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国人自己写的，而《二万五千里

长征》是外国名记者所作，二者叙述的角度不同。其实，编者正是想通过这两种不同角度的

叙述，让读者对红军长征有更为全面的了解。而这两个方面不同的叙述，也正好扣了本书的

主题“长征两面写”。 

5．《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 

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 年 6月。1册 56 页，32 开。 

该书为红色封面，背景为两个端枪军人的木刻画。封面左半部以黑色大号字体自上而下

题署书名“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封面右上角、右下角以黑色小号字体自右向左分别标识

“廉臣著”、“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发行”。在该书书名页中部有一阴文朱印，印文为“朱世清”，

此人应为该书的原收藏者。 

书中除收入《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一文外，还附录了毛泽东诗词《长征》及《红军纪

律歌》等 4首革命歌曲。 

在国图所藏的几种版本中，该版的出版时间最晚，但该书出版时，上海刚刚解放，它对

于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三、诸版本的相同与差异 

以上这些版本所述内容基本相同，经过比对，笔者发现它们在版本方面的相同和差异： 

1、题名不同 

上述 5种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不同版本，它们的题名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题名，反映

了出版者欲突出的主题不同。但出版者的用意却是相同的，即要用题名来吸引读者。读者仅

从《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

《长征两面写》这些题名便可大致了解书中的内容。 

此外，上述 5种版本中，有 4种版本是在抗战初期出版的，当时，这些书不仅能够公开

出版，而且象“八路军”、“红军”、“长征”这些词语可以公开地印在出版物的封面上，这种

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战开始以后，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给当时国统区出版界

带来的一种相对宽松的局面。 

2、称谓不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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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对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称谓的不同。如《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随军西征记》

和《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都将红军称作“赤军”，而《从东南到西北》和《长征两面写》

则称红军为“红军”；而除了《随军西征记》称国民党军队为“中央军”外，其他诸本均称

国民党军队为“南京军”。 

3、文章是否完整 

经过比对发现，5种版本中《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从东南到西北》、《随军西征记》

和《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这 4种版本的文字长短一致，只有《长征两面写》与诸本不同，

其文字不完整，文章首部缺“我国共产势力……赤军活动将愈难抑止了”一大段文字。尾部

文字至“别后重逢，诚庆更生”为止，缺少“我三年来在红军中之见闻所及和此次随红军西

行入川”至“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即文章的分析、总结部分）。 

4、有无小标题 

5 种版本中，只有《从东南到西北》和《长征两面写》与他本不同，都增加了小标题，

但二者的标题文字不同，而后者的标题文字较前者的更多。很显然，这些标题文字是编者编

辑的时候所后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醒目，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5、具体内容存在个别差异 

5 种版本在文章的内容上基本一致，但也存在着部分文字、标点上的差异，举例如下： 

文章开头一段，《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随军西征记》和《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均

作：“我国共产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朱毛、徐向前、贺龙肖克等赤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

大力量。当赤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朱毛赤军原系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

时朱德率领之叶挺贺龙残部及毛泽东率领之湘南农民军会合而成⋯⋯年来蒋委员长亲身督剿，

步步筑碉，满拟一鼓歼灭之，不料朱毛早见及此，于去年十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而入黔，

逗留于黔川滇三省一时期，最后竟冒险突过金沙江大渡河（此二河均为长江上游，河宽水急）

而入川，与川北徐向前会合。”《从东南到西北》本此段文字作：“我国共产势力，年来伸张

蔓延非常迅速。……当红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已成燎原之势。民国十六年，国共

分裂时，朱德率领的叶挺贺龙残部及毛泽东率领的湘南农民军会合，便成了红军的基础。……

于二十三年十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境，窜入黔省逗留于黔川滇三省……”。 

当谈及身世时，诸本作：“记者向业医，服务于南京军者四年，前年随南京军五十九师

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赤军。……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

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只

有《从东南到西北》本文字有所区别，作“记者业医，服务于南京，四年前随南京军五十九



文津流觞十周年纪念刊【总第 36期】 

240 
 

师出发江西，东黄陂一役，被红军所俘。……我系被俘之身，不能自主，不觉接受下来”。 

当文章谈到作者最后离开红军队伍，与家人重逢时，诸本此处文字均作“别后重逢，诚

庆更生”，唯《从东南到西北》本作“别后重逢，无异更生？”。 

当文章总结红军之所以能够获胜的原因时，诸本（《长征两面写》本此处文字缺省，不

在其内）此处的文字有所不同：《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本作“以我旁观者之地位观察，赤

军部队所以有坚固战斗力，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随军西征记》和《红军长征随军见闻

录》作：“……赤军部队之所以坚固与有战斗力……”；而《从东南到西北》本作“红军部

队之所以有坚强的组织及战斗力，以我旁观者的地位观察，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 

文章的最后，作者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随军西

征记》两个本子此处文字作“……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

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大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而《从东南到西北》和《红军长征随

军见闻录》此处文字作“……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以上仅列举了 5种版本文字上的部分差异之处，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这些差异，

应是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纵观以上 5种版本，以《从东南到西北》与其他本子的差异最大，

而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就笔者所知，《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其他较早版本还有：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上海丁丑编译社 1937 年 4月出版。该本系王福时等人所编《外

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的翻印本。该本见藏于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陕甘人民出版社 1937 年 12 月出版。该

本见藏于中央档案馆。 

《随军西行见闻录：第八路军红军时代长征史实》，上海生活出版社，1938 年 1 月出版。

该本见藏于上海图书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军西行见闻录》曾有众多的版本出现，并在国民党统

治区和日本占领区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归结于时代环境的原因。 

首先，因为《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最早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

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领袖的著作（《随军西行见闻录》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

一年多，1936年 7 月，当斯诺到陕北采访时，陈云此文已在巴黎和莫斯科公开出版了），使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能够了解到红军的真实情况，揭穿了蒋介石散布的所谓红军“已溃不成

军”，只剩下极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用事实批驳了蒋介石的宣传机构对中国共产党和

红军领袖的污蔑不实之词，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人民领袖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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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随军西行见闻录》大多数版本流行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

之时，当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之下，一部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作品，才能够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第三，《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广泛流行，还与作者优美的文笔、朴实流畅的文风有关。

作者在文章中将真实的描写与文学的艺术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红军长征

的报告文学。 

1955 年 5 月，《随军西行见闻录》被收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

面军长征记》一书中（该书为内部读物）。1985 年 1月，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50 周年，《红

旗》杂志全文发表了陈云的这篇著作。同年 6月，红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95年 5 月，

人民出版社根据 1936 年 7 月莫斯科出版的单行本，将此文重新校订，收入再版的《陈云文

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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