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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红星照耀中国》不同时
期多个版本

位于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48号的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是江苏省首
座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由吴先斌先生
于2006年个人筹资创办，馆藏抗战相
关文物6000余件、书籍4万余册，免费
对外开放，已接待参观者 30 余万人
次。目前，该博物馆征集到《红星照耀
中国》不同时期的多个版本。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是一部纪实性著作，真实记录了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至10月在
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
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
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红军指战员的情况。这是第一部向世
界介绍和传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
程的书籍，在英语世界获得轰动性影响，
特别是让西方国家开始客观地了解到
中国共产党及革命根据地的真实状况。

“这本书自身的价值非常吸引我去
研究它，斯诺在采访过程中，受到中国
共产党的影响，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的
过程引发了我的兴趣，但早期的版本非
常难找。”吴馆长向观众展示了自己收
藏的《红星照耀中国》多个版本，包括英

文原版，以及不同的翻译版本。该书不
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成功，而且
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
同类作品的典范，先后被译为20余种
文字，该书的中译本出版后，同样在中
国产生巨大反响，不断再版和重印。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后，立刻
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1938年初，上
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以“复社”名义将该书译成
中文，因当时所处环境而改用《西行漫
记》一名出版。在这前后，陆陆续续地
出版了多种简译本、片断或译文小册
子。其中，董乐山同志的译本最为突
出，这个译本不但内容齐全，而且译文
准确、行文流畅，具有广泛的影响，是中
译本里的佳作。

讲好中国故事的斯诺，给传播
红色文化带来启示

吴馆长以讲故事的方式，结合馆藏
版本和相关背景，从斯诺为什么来中
国、为何去苏区采访、苏区对斯诺的影
响、《红星照耀中国》创作过程及对世界
的影响、当下重温《红星照耀中国》的启
示等5个方面进行解读，带领大家再次
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吴先斌透露，其实

斯诺也曾来过南京几天，
去过中山门、明孝陵等地。

斯诺是20世纪世界
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和
评论家。斯诺大学毕业后
来到中国，在《密勒氏评论报》任编辑助
理，在采访过程中接触了大量中国平民，
原本他只打算在中国活动半年，结果在
中国工作生活了13年。吴馆长谈到，斯
诺进入陕北苏区后，采访了大量的红军
指战员，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必
胜信心、严明的军事纪律，给斯诺留下深
刻印象。四个月的采访经历，斯诺真切
感受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
政治信仰，促使他由一名新闻记者成为
一名为共产主义运动奔走的战士。

《红星照耀中国》本着客观公正的
原则，记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而艰苦
卓绝的历程。《红星照耀中国》是讲中国
人的故事，却有大量的西方读者，斯诺
本人也拥有大量的西方粉丝，这本身就
是一个传奇，也给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
事提供了样本与案例。吴先斌表示，斯
诺也对当下的红色文化传播带来启
示。“一定要找具备人文情怀的故事，有
文化价值的文物。它们是个人情感的
载体，是我们所需要的。”在吴先斌看
来，斯诺的书里没有太多大道理，就是

他个人情感的体现，“斯诺的书为什么
引发大家关注，就在于他说了一个中国
故事，一个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的故事。”

1600余位抗战老兵留下口述
史和手印标识

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南
京保卫战”主题馆和“抗战文献”史料
馆，锈蚀的钢盔和炮弹、抗战勋章、缴获
的军刀、大刀队旧物、宣传画、抗战官兵
书信……一件件文物静静地躺在展柜
之中，无言地记录着抗战将士的精魂铁
血和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面对这些
战争遗物和照片墙，吴馆长介绍了“南
京保卫战”的经过。

三楼展厅的墙上，是南京师范大学
与博物馆工作团队行程22万余公里，
联合采访抗战老兵时采集到的1600余
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史和手印标识，给参
观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一张张
手印标识，就是一个个曾经奋战在抗日
战争一线的老兵不屈抵抗、顽强杀敌的
真实写照和历史记录。

“南京方志大讲堂”第五讲雨花台区专场近日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
物馆开讲。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市地方志学会常务理事、南京民间抗日
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以馆藏文献为背景，作了题为“斯诺与《红星照耀
中国》”的讲座。他表示，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的斯诺，也给当下传播红色文
化带来启示。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多个珍贵版本藏于南京

馆内可见1600余位抗战老
兵留下的口述史和手印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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