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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末

《西行漫记》的艰辛出版经历

周铁钧

1936

年 ，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在陕北解放区采访 、 考察

5

个

多月 ， 写出一部纪实通讯集 《红

星照 耀 中 国 》 。 该 书 于

1937

年 在

英国出版 ，

8

个星期

5

次重印 ， 售

出

10

余 万 册 ， 引 起 广 泛 国 际 反

响 。 白求恩 、 柯棣华就是受这部

著作感动 、 鼓舞 ， 毅然奔赴延安

支援抗日 。

当 时 在 “上 海 文 化 界 救 亡 协

会 ” 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愈之 ， 读

完 英 文 版 《红 星 照 耀 中 国 》 后 ，

敏感地意识到 ， 这部宣传中国共

产党抗日主张 ， 揭穿国民党对解

放区造谣污蔑 ， 介绍陕北真实面

貌的书籍 ， 应马上着手翻译出版 。

他的想法得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

责人刘少文的支持 。 刘少文刚从

延安归来 ， 知道书中许多重要内

容 经 过 毛 泽 东 、 周 恩 来 的 审 定 ，

准确可靠 。 于是出版图书的重任

就落到了胡愈之肩上 。

当时国民政府对出版管制十分

严厉 ， 出版物必须经 “新闻总署 ”

审批 ， 但这样的 “赤书 ” 是不可

能得到批准的 。 后来胡愈之的 胞

弟胡仲持想出办法 ： 成立一个文

化社团 ， 以 “抗日读物 ” 名义出

版 。 当 时 “淞 沪 会 战 ” 刚 结 束 ，

国民爱国热情高涨 ， 许多民间文

化团体都创办报刊 、 编印书籍宣

传抗战 。

不久 ， 一个名为 “复社 ” 的文

化团体在上海成立 ， 经胡愈之 、

胡仲持和中共党员梅益 、 林淡秋

聘 请 ， 《上 海 周 报 》 主 编 吴 景

崧 、 编辑邵宗汉 ， 《译报 》 主编

冯宾符 、 《救亡日报 》 编委傅东

华 、 《中华书局 》 编辑倪文宙和

进步学者章育武 、 陈仲安 、 王厂

青等

12

人组成 《红星照耀中国 》

翻译小组 。 大家得知译书的重大

意义 ， 都跃跃欲试地索要样书 ，

怎奈样书只有一本 ， 胡愈之只好

把

12

章 、

30

多万字的书拆开 ，

每人分一章 。

这样各自拿回翻译 ， 就发生

了许多难料的险象 、 意外 。 倪文

宙被人诬告私藏禁书 ， 家中遭特

务搜查 ， 未译的书稿被翻出 。 好

在书页没头没尾 ， 倪文宙谎称翻

译论文 ， 才蒙混过去 。 冯宾符把

书稿放进保险箱 ， 午夜贼人入室

撬开 ， 连同钱财一起掠走 。 没了

原稿 ， 他一筹莫展 ， 后来几经波

折 ， 在一位英国侨民那里找到一

本 ， 才救了燃眉之急 。

20

几天后 ， 译稿陆续交齐 ，

胡愈之通读后不禁叫苦 。 原来 ，

“各自为战 ” 式的翻译 ， 内容无

法前后照应 ， 许多回忆 、 倒叙的

情 节 接 续 不 上 、 自 相 矛 盾 。 另

外 ， 译 者 对 书 中 内 容 不 完 全 了

解 ， 许多名字 、 术语不知如何翻

译 ， 只好音译 。 如 “林 伯 渠 ” 、

“ 杨 家 岭 ” ， 有 的 译 成 “ 蔺 波

趋 ” 、 “ 林 博 曲 ” ， “ 羊 夹 铃 ” 、

“洋伽灵 ” 等 。 译稿谬误百出 ， 胡

愈之放下手头的事情 ， 把自己关

在一个亲属家阁楼里 ， 用了

13

个

日夜修改 、 校正错译和笔误 。 他

后来回忆说 ： “为把译稿校对的

通顺无误 ， 我一天只睡

3

、

4

个小

时 ，

13

天瘦了

5

斤多 。”

书稿校完 ， 确定书名时又出现

了争议 。 有人主张维持原貌 ， 依

然 用 《红 星 照 耀 中 国 》 ， 有 人 提

出 ： “ 红 星 ” 马 上 让 人 联 想 到

“共产党 ”、 “红军 ”， 为避免麻烦

应 改 名 。 胡 愈 之 与 刘 少 文 商 议 ，

决定用名 《西行漫记 》。 因当时党

中央在大西北 ， “西 ” 也可以暗

喻延安 、 共产党 。

书稿敲定 ， 还面临一个更严重

的 问 题 ： 资 金 。 经 预 算 ， 印 刷

2000

册需

2500

元 ， 当时上海民不

聊生 ， 工商业经营惨淡 ， 极难找

到 富 豪 资 助 出 版 。 这 时 ， 上 海

《读书 》 杂志编辑杜元启欲投奔解

放区 ， 来找胡愈之帮忙联系 。 他

得知 《西行漫记 》 出版遇到困难 ，

就自告奋勇去找自己的远房叔叔 ：

上海帮会大亨 、 时任 “上海各界

后援会 ” 主席的杜月笙 。 听说侄

儿要出版抗日书籍 ， 他很爽快地

拿出了

1000

元 。

得到千元资助 ， 胡愈之却高兴

不起来 ， 还有一大半费用没着落 。

杜元启又出主意 ： 《读书 》 杂志

麾下有个 “读友会 ”， 会员

2000

多

名 ， 不 妨 将 《西 行 漫 记 》 打 折 预

售 ， 交钱就发一张代金券 ， 出版后

凭券领书 。 这办法果然奏效 ， 没几

天就筹到

1500

元 。

资金齐备 ， 胡愈之满心喜悦地

联系印刷 ， 问题又来了 。 因为淞沪

战争 ， 大多印刷厂已迁往内地 ， 如

去上海之外印刷 ， 书在运输中被查

出来 ， 凶多吉少 。 后来多方打听 ，

总算找到一家没搬走的印刷厂 ， 但

已停业 ， 工人也全都辞退 。 在 “上

海 工 人 救 国 会 ” 帮 助 下 ， 找 到 了

10

多位印 刷工人 ， 他们夜 以 继 日

地苦干

20

多天 ，

2000

册 《西行漫

记 》 终于付印并运到 “复社 ” 。 胡

愈之等人翻阅历经艰辛 、 坎坷出版

的新书 ， 心情激动 、 感慨万千 ： 这

部著作必将像焰火一样 ， 为憎恶黑

暗的人们指引光明方向 。

果然不出所料 ， 《西行漫记 》

1938

年

2

月面世 ， 到

11

月已经

4

次重印 ， 售出

2

万余册 ， 武汉 、 南

京 、 重 庆 等 地 相 继 出 现 翻 印 本 。

《西行漫记 》 不但使民众了解了红

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 、 八路军的

抗战决心和力量 ， 也知晓了共产党

的英明主张 、 解放区的大好局面 。

许多有志青年 、 进步人士从延安 、

解放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

他们冒险跋涉 ， 奔向延安 ， 寻求革

命真理 ， 实现救国抱负 。

据新华网

胡秀华

韩姓起源

（一）出自姬姓，晋公族之后

据司马迁《史记·韩世家》记载：“韩之

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

于韩原，曰韩武子。 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

封姓为韩氏。”这是说韩姓与周朝统治者同

出一源，姬姓，系出晋唐叔虞之后。 而韩姓

的形成又源于唐叔虞后裔晋之公族， 其源

出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1.

晋封武子，以邑为氏

周釐王四年（前

678

年），曲沃桓叔之

孙曲沃武公以旁支身份夺取了晋国政权。

并得到周釐王的承认，封为晋国国君，列为

诸侯，更号为晋武公。晋武公之叔万在辅佐

武公夺取政权中有功，被晋武公（一说晋献

公）封于韩原邑（今山西河津市东，一说今

陕西韩城市西南），号曰韩武子。 韩武子即

韩万。 于是韩姓自此始。 此即汉代应劭《风

俗通》 所云：“韩姓以封地为姓氏， 源于姬

姓。 韩之先与周同姓，武子事晋献公，封于

韩原，因以为氏。 ”

2.

韩为秦灭，复以国为氏

从韩武子封韩原邑，到韩国的建立，再

到公元前

230

年韩王安时， 韩国被秦国所

灭。韩国历

21

任国君，凡四百五十余年。亡

国后的韩国公族子孙，复以国名“韩”为氏。

此即《姓氏考略》所云：“韩为秦灭，复以国

为氏。 ”

（二）韩姓也源出多支

1.

周武王庶子后有韩氏

据 《史记·韩世家·索隐》 按：《左氏

传》云：“邘、晋、应、韩，武之穆。”这是说，

韩侯为周武王之子， 故诗作称 “韩侯出

祖”，是有韩而先灭。

2.

他族改氏

据《魏书·官氏志》载，北魏出大汗氏

改为韩氏。

家族文化

（一）郡望

南阳郡 战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前

272

年）置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

此支韩氏，其开基始祖为西汉末韩骞。

颍川郡 秦王政时置郡， 治所在阳

翟（今河南禹县）。 此支韩氏系东汉陇西

太守韩寻之族所居。

（二）堂号

昌黎堂 唐朝文学家韩愈， 自谓郡

望昌黎（今属河北）。 其后裔因以其郡望

为堂号，称为“昌黎堂”。

昼锦堂 北宋宰相韩琦， 曾以武康

军节度使知相州，因相州是其故乡，筑堂

名“昼锦堂”。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

为其作《昼锦堂记》。 韩琦后裔因以为堂

号，即“昼锦堂”。

（三）名联鉴赏

文价早归唐吏部

将坛今拜汉淮阴

上联是说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官至吏部

侍郎；下联所云刘邦为了重用人才，特举行

仪式，设坛拜韩信为大将。

文明气运参天地

殿墨万年贯古今

引自台湾台南市韩文公祠联。

名人小传

韩非

（约前

280

年—前

233

年），战国

末期思想家，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与李斯

同师事荀子。曾建议韩王安变法图强，不见

用。所著《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

得到秦王嬴政的重视。

韩信

（？ —前

196

年），秦汉之际名将，

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与张良、 萧何合称

“汉初三杰”。 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

陈胜、吴广起义后，他投奔了项梁起义军。

项梁阵亡后归属项羽， 但未受到重用。 后

来归属刘邦， 仍不被重用， 不得已离开汉

营。 然其军事才能得丞相萧何赏识， 萧何

力劝刘邦重用韩信，得到了刘邦认可，于是

就演绎了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千古美谈。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 韩信率军开辟了北方

战场，先后击破魏、赵、齐、楚。 并参与指挥

了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决战，围歼楚军，迫

使项羽自刎。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韩信发挥

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为汉王朝的创建做出

了重要贡献。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韩

信被吕后与萧何设计诱至长乐宫， 以谋反

罪名将其杀害。

韩擒虎

（

538

年—

592

年），隋代著名将

领。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东）人。杨坚为北

周丞相时，韩擒虎出任合州刺史，多次挫败

陈军对江北的进攻。杨坚建立隋朝后，令韩

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守庐江（今安徽合肥）。

隋开皇八年（

588

年）末，隋文帝杨坚发兵

攻陈，韩擒虎为先锋，夜渡长江，连下采石、

姑孰、新林，进逼陈都建康（今南京），陈将

樊巡、鲁世珍、田瑞等相继投降。 韩擒虎率

精骑

500

，由陈将引路，直入朱雀门，俘陈后

主叔宝，至此南朝陈灭亡。

韩

滉 （

723

年—

787

年）， 唐德宗朝宰

相。 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玄宗朝宰相

韩休第五子。 唐德宗兴元元年（

784

年），韩

滉进检校吏部尚书右仆射，封南阳郡公。 贞

元元年（

785

年），加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

下平章事，江淮转运使，封郑国公。 二年，改

封晋国公。 韩滉虽出身相门，却生性节俭，

志在奉公，衣服

10

年更新

1

次，居所仅能

遮风避雨。 善治《春秋》《周易》。

韩愈

（

768

年—

824

年），唐代伟大的文

学家、哲学家，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 位列

“唐宋八大家”之首。 河南河阳（今河南孟

州）人。 他

3

岁而孤，早年曾流离困顿，由嫂

郑氏抚养成人。唐德宗贞元八年（

792

年）进

士，时年

25

岁。 历任国子博士、监察御史，

贬阳山令，又拜河南令。 唐穆宗即位后，韩

愈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

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 有《昌黎先生集》

传世。

韩世忠

（

1089

年—

1151

年），南宋抗金

名将。 绥德（今属陕西）人。 金兵大举攻宋

时， 韩世忠在河北抗击金兵。 后随高宗南

下， 为左军统制 。 宋高宗建炎三年 （

1129

年），金将兀术渡江攻下杭州、越州（今浙江

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定海等地，宋高

宗乘船逃至温州。 次年韩世忠趁金兵饱掠

后北还途中， 率

8000

精兵乘船直至镇江，

扼长江断其归路，与金兵激战，其妻梁红玉

亲执桴鼓助战， 大败金兵， 转战至黄天荡

（在今江苏南京附近），相持

48

日，使金军

威风扫地。 绍兴三年（

1133

年），韩世忠晋开

府仪同三司、淮南东西路宣抚处置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