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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见闻》，宣传长征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连载
了这篇纪实报告。 同年

７

月，莫斯科出版了同名
单行本。 正是这本《随军西行见闻录》，让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及红军的长征开始
名扬天下。

１９３７

年，《随军西行见闻录》传入国内，最早
收录在王福明编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
书当中。 随后，国内多家出版社都发行了不同版
本，如明月出版社把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

大文出版社把书名改为《长征两面写》，民生出版
社和陕甘人民出版社则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
记》为名出版了单行本。

新中国成立后，这篇纪实报告多次被各种研
究和宣传红军长征的书刊摘录和转载，但人们始
终不知道作者“廉臣”是陈云。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５０

周年
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首次说明廉臣
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这篇
纪实报告。 同年

６

月，红旗出版社重印并发行了
这本《随军西行见闻录》。

如今， 这篇最早向西方世界讲述长征的著
作， 仍然是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重要文献资
料， 陈云也因此成为向西方介绍长征的第一位
中国人。 （据新华网

)

■

■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幅中国革命的壮丽画
卷，是一部人类精神的不朽诗篇，也是人类历史上无
与伦比的英雄壮举。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许多作家记
者，不惜笔墨讲述和描写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许
多优秀作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
中国》，《纽约时报》 原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
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以其特殊的身份，生动地介绍
了长征，为国内外广大读者所熟知，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多数人却不知道， 最早比较系统准确地向世
界宣传红军长征的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
云同志。 他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向世界
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成功地打通了世界人民通
往红色中国的大门。

艰苦转战，见证长征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陈云随红
５

军
团从江西兴国出发， 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红
５

军团担负着为中央红军殿后的艰巨
任务。在湘江战役中，部队被打散，损失惨
重，特别是红

３４

师几乎全军覆没。陈云和
红

５

军团其他领导人一起，率领部队突破
千难万险，紧紧跟随中央红军，艰苦转战，

到达遵义。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１７

日， 作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参加了遵义会议，见
证了我党历史上这一生死攸关的伟大转
折。会后，他起草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

还向军委纵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陈云随军委纵队
渡过大渡河，到达四川泸定。当晚，中共中
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据陈云回忆， 这次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
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
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
党的组织。

身处险境，心系长征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 陈云作为中央代表，

在地下党组织护送下， 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殿出
发，经雅安、成都、重庆，于

７

月下旬到达上海，开
始着手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但由于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上海笼
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恢复党组织工作一时难以
展开。

虽身处险境，陈云仍然在努力工作。 到达上
海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根据自己参加长征的
亲身经历着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迫于当时
的特殊环境，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
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军医之口，向世人完整讲述
了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突围西征后，直至四川理
番、松潘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的这一段历时

８

个
月、行程一万二千里的长征历史。

《随军西行见闻录》 生动地描写了红军突破

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转战贵州、抢渡乌江、智取
遵义、四渡赤水、兵临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
江、飞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等英雄壮举和艰难
历程。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不久，中共中央便失去了
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下旬，为使共产
国际了解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根据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陈云决定亲自去苏联
作详细汇报。

９

月，陈云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
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
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
新情况和中共领导人有了详细了解。 之后，陈云
化名“史平”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的工作，并最终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

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