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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题赠宋庆龄的签名照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 1905 年 7 月 11 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5

年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 年来到中国后，正式开启了记者生涯。1931 年，他在上

海结识了宋庆龄，在她的影响下走上了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艰难险途。1936 年，经宋

庆龄推荐，斯诺成为第一个访问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据此经历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一书，首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抗日战争中，斯诺协助宋庆龄创建的保

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与宋庆龄一起推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并积极争取美国政府支援中国敌

后抗日根据地。冷战时期，移居瑞士的斯诺，继续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读者介绍新中国的成

就。1970 年，他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代表应邀访华，为 1972 年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做出

了独特的贡献。宋庆龄与斯诺之间历经风雨的友谊，是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

的光辉写照。 

 

一、旧中国带给斯诺的震撼 

 

自少年时代起，斯诺就向往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锤炼自己，去了解域外的众多民族。22 岁

那年，斯诺从股票交易中赚了 800 美元，决定利用这笔钱去东方旅行一年。1928 年 7 月 6

日，斯诺抵达上海。按照斯诺在回忆录《复始之旅》中的说法，他原计划只在中国停留 6 周

就走，可没想到一呆就是 13 年。 

 



 

斯诺 1929 年在上海留影 

 

在上海的时候，斯诺依靠新闻学院校友的关系，成为美国人在当地创办的《密勒氏评论

报》的助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兼职记者，终于学有所用。此后，他又成为美国新闻

界的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的游历记者，为 12 家大报供稿。记者的职业使斯诺得以

在中国及其邻国广泛游历，接触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在他眼里，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

马可·波罗笔下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世界，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代之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

民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的骇人景象。 

 

 

 

斯诺眼中 1930 年代的上海（来源：洛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斯诺注意到，在上海的租界内，西方殖民者享受着跟本国富人几乎一样的生活条件，却



拒绝让中国居民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中国民众更是苟活在侵略者的

同化政策之下。在饱受天灾人祸摧残的内蒙，人民流离失所，疫病到处肆虐，生命贱如草

芥。日本于 1932 年初发动淞沪战役，斯诺亲眼目睹了空袭中上海居民的惨状和中国军民的

英勇抗战。他在记录、报道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同时，朴素的正义感被一步步唤醒，对中国

和远东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偏离于当时欧美国家的主流观点。 

 

 

斯诺眼中的 1932 年 1 月 28 日上海惨状 

（来源：洛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斯诺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向英语读者反映中国人民在外国侵略和本国专制统治下的苦

难与挣扎，抨击包括美国在内的新老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对民众悲惨境遇的熟

视无睹。虽然眼前的中国满目疮痍，但是凭借他在中国及相邻区域的所见所闻，斯诺逐渐认

为：随着中国从封建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

中国人身上，“今后 20 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当时对中国事态做出

如此预见的西方人，就算不只斯诺一人，也应当是凤毛麟角。 

 

对中国未来的展望，对参与到中国民族解放和复兴进程当中的渴望，成为把斯诺留在中

国的主要原因。 

 

 
1932 年斯诺在上海题赠未婚妻海伦·福斯特的签名照 



 

其实，斯诺形成这样的认识，离不开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对他的启蒙和影响，斯诺后来

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同路人，与这位女性的引领也极有关系。她就是中国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遗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宋庆龄。 

 

二、体验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 

 

1931 年 9 月，斯诺应纽约《先驱论坛报》之约，请求采访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的引

荐，宋庆龄在静安寺路的巧克力商店与斯诺会面，采访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据斯诺后

来回忆，在这次采访中，宋庆龄向他深入介绍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及其领导的革命的性质，

揭露了蒋介石在“反共”旗号下对“三民主义”的背弃，也解释了她所以会支持中国共产党

的事业，是因为相信在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只有共产党真正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

谋福利，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希望所在。 

 

  

斯诺眼中的上海“四一二”大屠杀（来源：洛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在斯诺眼里，宋庆龄不仅是言论上的巨人，更是行动上的巨人。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

财富置身于革命这一边，还在淞沪抗战中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慰问将士、陪护伤员。为

了营救遭到监禁和迫害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她多次赴南京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交

涉，保护了一批革命志士。在她的感召下，斯诺也参加了宋庆龄为营救共产国际在华情报人

员牛兰夫妇发起的声援活动。 

 

宋庆龄的言传身教，使年轻的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崭新的认识，按照

斯诺自己的话说，“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及时认识了宋庆龄，我

领悟到了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

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1936 年，斯诺出版了他主持翻译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集《活的中国》，在扉页的献辞

中，他这样写道：“献给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国’

的卓越而光辉的象征。” 

 



  

斯诺编译《活的中国》及其扉页 

 

宋庆龄对斯诺也非常认可，在首次采访后，斯诺便成为了她府上的常客。1932 年 12 月，

斯诺与海伦·福斯特订婚，他们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赠送了一只电咖啡壶作为贺礼，还特

意为他们设广东菜便宴表示祝贺。海伦亦成为宋庆龄终身的友人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

者。 

 

 

斯诺与夫人海伦 

 

三、向苏区推荐斯诺去采访的人 

 

1932 年圣诞节在日本东京结婚后，斯诺夫妇前往北平定居。1934 年春天，斯诺被燕京

大学新闻系聘为讲师。虽然如此，斯诺并没有脱离新闻界，跟在上海的宋庆龄也继续保持着

联系。1935 年初，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宋庆龄公开声援，并捐款给学生，斯诺不仅

参与了运动的酝酿，还广邀国外媒体报道宣传这一运动，并为学生们提供庇护。斯诺在这场

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表现出的进步立场和社会能量，增进了宋庆龄对他的信任，成为日

后向苏区推荐他去采访的一个重要依据。 

 



 

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燕京大学学生领袖龚澎（左一）、龚普生（左三） 

和黄华（右单人照）（来源：洛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早在 1929 年，斯诺就开始关注井冈山的斗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撰写一本关于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著的想法，在他的心里逐渐扎下了根。1932 年，他甚至搞到了去中

央苏区的通行证，可是由于帮他联络的地下党人对他访问苏区的动机产生怀疑，切断了跟他

的联系，江西之行遂化为泡影。1934 年，一位美国出版商约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的书，并预付了稿费，斯诺再次萌生了访问苏区的想法，后因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五

次围剿而作罢。1935 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会师，1936 年初，

斯诺又通过天津地下党领导人黄敬帮忙联系去苏区采访，然而迟迟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于

是海伦鼓动他去上海找宋庆龄帮忙。 

 

 
1936 年斯诺在保安采访徐特立（左一），黄华作翻译（左二） 

 

1935 年底至 1936 年初，宋庆龄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通过电台建立了直接联系。面对日

趋严峻的抗日形势，她充当起了南京政府与陕北苏区就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接触的牵线

人。宋庆龄了解到，中共中央希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能为外界广泛了解，拟邀请

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正好斯诺在 1936 年春到上海请她帮忙联

系去苏区采访，于是宋庆龄就向中央推荐了斯诺以及美国医生马海德，中共华北局为斯诺赴

苏区开了介绍信。 

 

据路易·艾黎回忆，斯诺对陕北之行并非没有顾虑，因为一路上注定危险重重，甚至有

生命之虞，他在拜会宋庆龄时也流露了这种顾虑。宋庆龄则为他鼓劲，告诉他旅程中会有周

密的安排，并说他的报道将对“她所支持的、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



意义”。 

 

 

1936 年斯诺在陕北 

 

同年 6 月，斯诺通过宋庆龄搭建的秘密交通线，从北平出发，绕道郑州前往西安与马海

德会合，最后平安抵达了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为期两个月的访问，不仅坚定了斯诺对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救亡事业的信心，也使他有机会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倾心

相交，为日后充当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打下了基础。 

 

  

斯诺赠宋庆龄的陕北采访照片。左为毛泽东，右为周恩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937 年 10 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斯诺随即赠书宋庆龄，他在扉页上亲笔

题写道：“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

的第一位读者。书中有不妥之处请见谅。”1938 年 2 月该书中文版以《西行漫记》为书名在

中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力量籍此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人在远东反法

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国统区的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更是从中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希望和民族复

兴的前景，纷纷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年仅 32 岁的斯诺凭此书一举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和

记者，他的成功，离不开宋庆龄的独具慧眼，他的成功，也是宋庆龄推动的中国革命事业的

一次成功。 



 

 

斯诺赠宋庆龄《红星照耀中国》的扉页（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四、携手推动工合运动 

 

1937 年 7 月日本全面侵华后，斯诺作为战地记者，横穿中国国土，向世界报道正面战

场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当时，美国政府虽然担心本国利益因日本独霸中国而受损，却没有决

心放弃名为“中立”实为“绥靖”的对日政策，军火商为了牟利，继续向日本出售武器，对

中国人民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充耳不闻。宋庆龄通过撰写文章和电台广播等形式告诉美国朝

野：听任日本吞并中国，必然会祸及美国自身。对远东局势极具洞见的斯诺，极为认同这个

观点。对短视的美国政客不抱期待的斯诺，此时更愿意以“世界公民”的身份与中国人民并

肩战斗，他声称：“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且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

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起来。” 

 

 



 
斯诺眼中沦陷的上海和南京（来源：洛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1938 年 6 月 14 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这一

民间组织，旨在动员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特别是支援处境最为险恶的中共领导下

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上海，斯诺夫妇和艾黎，看到沦陷区大部分工业经济落入了侵略者之手，便考虑在未

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建立由民众自己管理的工业合作社，为长期抗战奠定经济基础。1938 年

6 月前后，正是保盟初创时期，斯诺带着这个想法到香港去征求宋庆龄的支持，宋庆龄认为

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民生主义”，因此予以“百

分之百地支持”，并将其作为保盟的优先事项来推动。在国际友人的推动下，1938 年 8 月，

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成立。当年秋天，斯诺夫妇赴马尼拉筹组菲律宾工合委员会，在

募集资金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1938 年夏斯诺在香港拜会宋庆龄 

 

1939 年初，斯诺从菲律宾回到香港，在宋庆龄的指点和协助下进行工作，争取香港总

督支持，使香港成为工合国际协会的所在地，并争取其他有影响的人士支持这一工作。1939

年 1 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斯诺是委员之一。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

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凭借宋庆龄在海内外的声望，包括美国在

内的众多国家都成立了援助中国工合运动的促进社。 

 



 

1940 年路易·艾黎著《工合两年》所列工合国际协会和工合香港促进社名单 

 

宋庆龄和斯诺也积极将工合理念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推广。1939 年 9 月，斯诺以工合国

际协会代表的身份再赴陕北，惊喜地看到合作社在根据地也办得如火如荼。毛泽东旗帜鲜明

地对他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10 月，斯诺来到香港，他向保盟中

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他说他曾和边区领导人讨论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他讨论的结果是以

詹姆斯·贝特兰先生（详见“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系列之《创立保卫中国同盟的重要功臣—

—詹姆斯·贝特兰》）授予他的权力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表，报告国际和平

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保盟送往该地区的物资的接收和分配向中央委员

会做出建议。 

 

 

1939 年 9 月斯诺在延安第二次会见毛泽东 

 

在斯诺等人的努力下,到 1940年,工业合作社已经扩展到全国 16个省，拥有了 3万工人，

产值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一。工合运动稳定了受战火冲击的中国经济,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宋庆龄 1972 年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说：斯诺在创办保盟的事情上给予了她

和一些左翼人士很大的帮助。斯诺也因此当选为保盟的荣誉会员。 

 



 
1943 年保卫中国同盟年报《在中国游击区》上刊登的保盟荣誉会员名单 

 

五、争取美国政府援助敌后抗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加强对中共抗日武装清剿的同时，转而对蒋介石政权

采取政治诱降，而蒋介石方面也乘日本军事压力减弱之际，对江南的新四军痛下杀手，于

1941 年初制造了“皖南事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宋庆龄与其他

进步人士一方面联名致电蒋介石，严正要求其坚持联共抗日的政策，一方面向外界揭露“皖

南事变”的真相，利用国际舆论对蒋施压。 

 

当保盟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向斯诺通报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后，斯诺立即通过香港向纽

约《先驱论坛报》等报社发出多则电讯，率先把事变的真相捅了出去，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

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感受到日本威胁日益迫近的罗斯福政府，担心国共合作破裂将大大助长

日本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安全处境，因此以终止援助向蒋施压，令其不得放弃抗

日。迫于外部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反共问题上收敛形迹，但是斯诺在中国采访的资格却被

吊销，不得不离开他为之奋斗的这片土地。 

 

 

1940 年 12 月斯诺夫妇在上海合影。右为《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在返回美国前，斯诺赴香港与宋庆龄话别，宋庆龄对他说：“你会回来的。你在美国不

会幸福的。我们算你是弟弟，你是属于中国的。”同年 3 月 6 日，宋庆龄致函美国援华会执



行秘书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女士，将斯诺作为保盟的创始人介绍给她，希望她为斯诺在美国

提供宣传保盟的机会，信中说：“如果在援华会主持下他有某些讲演的机会，我们将很感激，

他能向美国公众说明同盟的目标和活动。” 

 

1941 年 12 月，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政府被迫放弃“中立”，加入到了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与之相应的是，对中国的抗日援助也大幅提升。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

国，控制了外援的分配，在蒋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思想主导下，中共领导的敌

后抗日武装很少能够得到外援。宋庆龄从香港撤到重庆后，重组了保盟，继续致力于为抗日

根据地争取外援，在她亲自斡旋下，盟军东南亚战区副统帅史迪威将军批准用美国军机向陕

北运送医疗物资。 

 

 
回到美国后的斯诺 

 

回到美国后的斯诺荣任《星期六晚邮报》首席记者，实际上作为战地记者，奔波于中国、

印度、苏联、欧洲等地，但是一有机会，他就会积极配合宋庆龄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1942 年 2 月，他在第一次接受罗斯福总统就中国政策的垂询时，就盛赞中共抗日武装，介

绍了工合运动，建议总统要求蒋介石在美国对华 20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信贷中，拨出一部

分来作为给工合运动的贷款和活动资金。罗斯福表示他不宜直接给蒋介石下命令，但会设法

让蒋了解美方的想法，并要求他随时通报这方面的进展。1944 年 5 月，在第二次与斯诺会

面的时候，罗斯福主动告诉他，已经给蒋介石去信谈工合的事，斯诺则告诉他获悉工合已从

蒋那里得到了一些特别贷款。罗斯福还向斯诺透露了将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的计划。

1945 年 3 月，斯诺在第三次接受罗斯福垂询时，告诫总统要当心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被蒋介

石用作打内战的资本，罗斯福表示会考虑直接向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提供军援。罗斯福和斯

诺都认为战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期望国共两党能够成立联合政府。 

 



 

1943 年的斯诺夫妇 

 

六、为中美人民友好架起精神之桥 

 

日本战败投降后，斯诺寄以厚望的联合政府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蒋介石迫不及待

地对中共解放区发动了进攻，然而时移势易，仅三年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出了大陆。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宋庆龄当选为新政府

的副主席，此后一直投身于新中国的外交、外宣、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 

 

在世界滑向冷战的大背景之下，美国被“麦卡锡主义”的阴霾笼罩，一大批了解中国、

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受到了所谓的“忠诚调查”。斯诺也一度失去了自由，

著作成为了禁书，文章也刊发不了，宋庆龄对斯诺回国后的命运的预判，居然变成了现实。

斯诺的同行曾劝他不要再碰与中共有关的话题，转而去写其他不甚敏感的问题，但是斯诺厌

恶这种苟且的人生，于是在 1959 年携第二任妻子洛易斯·惠勒·斯诺及他们的孩子移居瑞

士，仍然保留美国国籍。 

 

 
1953 年斯诺全家在纽约 

 

宋庆龄对斯诺的处境十分了解，她在 1960 年 11 月给斯诺的一封信中，鼓励他一如既往

向西方和美国公众介绍中国的进步，至于因此带来的压力与困难，她写道：“当你感到对你



的压力的时候，想起像鲁迅这样的人们，他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接受考验的，纵然多方设法

想毁灭他，然而他的事迹还是流传在人们之中。纵然美国人民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各种谎言

的灌输，甚至歪曲了他们自己的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形象，然而我仍旧相信，以毅力和决心

来坚持真理的话，真理是能够流传到他们那里的。” 

 

 

1964 年宋庆龄在北京会见斯诺 

 

斯诺于 1960 年、1964 年、1970 年三次访问新中国，撰写著作和文章向西方读者介绍共

和国的建设成就和外交政策主张。在 1970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第 21 个国庆节之际，他受邀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的合影，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的醒目位

置，昭示着中美关系将迎来重大的变化。 

 

 
1970 年 10 月 1 日斯诺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 

 

斯诺每次来中国，都不忘去拜访宋庆龄。除了 1960 年宋庆龄因病未能相见外，他们每

次见面都相谈甚欢。1970 年，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为斯诺夫妇接风，由于飞机晚点，一直

等到深夜才等来他们。这次会晤，竟成了宋庆龄与斯诺的诀别。 

 

1972 年 2 月 15 日，就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前一周，斯诺在瑞士日内

瓦病逝，享年 76 岁。宋庆龄获悉了这一噩耗后，为起草唁电一夜未曾合眼。事后，她告诉

秘书张珏:“由于拟电稿，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很难下笔。” 

 

按照斯诺的遗愿，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了故乡的赫德森河畔，另一半则葬在了他执教过的

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在斯诺骨灰安葬那天，宋庆龄派秘书张珏代表她前去，并嘱咐张珏：



“请代向洛易斯·惠勒表示慰问，我精神上与她同在。” 

 

 

1972 年 6 月，宋庆龄撰写的《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的英文打印稿 

 

宋庆龄为 1980 年出版的《斯诺在中国》一书题写书名 

 

1972 年 6 月，宋庆龄撰写了《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她把斯诺称为“致力于中美

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正像宋庆龄在致斯诺夫人洛易斯·惠勒的唁电中所说的那

样，她与斯诺 40 年的坚强友谊，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