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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美国人：

一部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著

尤卫群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定价：78 元

本书梳理了蒲安臣 、留

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

威、 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

丰富历史轨迹， 向读者展示

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

系如何变幻不定， 民间和文

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

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 并且

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 。

“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

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 关注

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

标， 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

府和军队。从这种角度，我们

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

关系史， 并可能找到一种具

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式。

寻找林轶青
———湮没 81 年的《中国的红星》编著者

■恽甫铭

2019 年 3 月 30 日， 上海龙

华烈士陵园。 来自北京、湖北、云

南、 上海和美国的亲友及学者，

为恽代英烈士墓举行祭奠仪式。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和国

家重大题材文献片 《永远的恽代

英》顾问、烈士堂孙恽铭庆，给大

家 带 来 了 一 份 沉 甸 甸 的 礼

物———由人民出版社新版的 《中

国的红星》。

这本书由抗战时期国统区一

位名叫林轶青的编著而成 ，1938

年 2 月 25 日由新中国出版社出

版，上海杂志公司、北新书局和广

州、 汉口的生活书店及香港的大

公书局经售。 它与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即

《西行漫记》） 中文版几乎同时在

上海出版。然而，这本书后来销声

匿迹了 80 余年。它是怎么被发现

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赋予

现实的重大意义在哪里？ 作者林

轶青在哪里？

这一连串问号，引起了笔者的

强烈兴趣。 于是，笔者拨通了这本

书的收藏者和评注者的电话……

惊现民间

收藏 《中国的红星》 这本书

的， 是成都的姜小平先生， 他才

40 岁，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

委员会常务理事，被誉为“最年轻

的红色收藏家”。 1997 年开始收

集文献史料， 现已收集各种文献

数万册。 从 2008 年开始向天津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武汉大学

档案馆、空降兵军史馆等全国各

大博物馆和高校档案馆以及我

国五大战区中的 13 个集团军军

史馆无偿捐献文献史料近 300

件。从收藏的万余件藏品中发掘出

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邓颖超、

恽代英、 项英等中国共产党主要

领导人的最早个人传记和邓小平

在国统区的首次公开照片。目前正

在成都筹建一座红色文献馆。

姜小平告诉笔者，邂逅《中国

的红星》纯属巧遇。 2013 年 1 月

24 日晚间，他在互联网上的一家

旧书交易平台搜索藏品时， 偶然

发现北京一家网点上传的书目中

有一本封面设计独特的 《中国的

红星》，各种红色文献他收集得不

少， 但是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

领袖们的早期传记文献还是第一

次看到。再仔细一看该书的目录，

发现书中许多关于“红星”们的个

人传记，都是后来没有公布过的。

多年收藏的经验告诉他， 这本书

具有非常的收藏价值。 于是他马

上与北京店主电话沟通。 经过多

番协商， 终于从这位资深收藏家

处花高价购得了这本红色文物。

收到该书后， 他仔细阅读书中领

袖们的革命事迹， 深深地被 “红

星”们英勇付出的精神所打动。之

后， 他又花了大量时间去查询全

国各大图书馆， 均未发现有入藏

此书的记载。不能说这是孤本，但

存世罕见却是事实， 作为有社会

责任感的收藏家， 他决心弄清楚

《中国的红星》 这本书的前世今

生。 为此，姜小平通过各种渠道，

终于找到了中共党史专家、 恽代

英思想研究领军学者、 华中师范

大学教授李良明先生。

意义非凡

2015 年 8 月，为纪念恽代英

烈士 120 周年诞辰， 华中师范大

学举办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

姜小平闻讯，带着《中国的红星》赶

到会场找到了李良明教授。 “当姜

小平先生将该书送我鉴赏时，我

感到十分惊喜。 ”李良明教授回忆

道。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上海， 首先就

炸毁了商务印书馆。 能在上海孤

岛时期出版该书，真可谓奇迹！ ”

至于编著者用《中国的红星》

做书名，是否受到斯诺的《红星照

耀中国》的影响？ 李教授“不敢妄

断 ”。 他分析道 ：1937 年 10 月 ，

《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

茨公司第一次出版，至 11 月已发

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

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

上。 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

告中立， 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

是不可能的； 在继续进行新闻封

锁的国民党统治区 ， 更不必说

了”。 然而，在征得斯诺本人同意

后， 飘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

日救亡人士，“在中共地下党员的

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

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

这本书的中译本”。从这些情况看

来，《中国的红星》 书名受斯诺的

影响是有可能的。 《中国的红星》

这本书后来销声匿迹， 这是什么

原因呢？ 《红星照耀中国》改成了

《西行漫记》， 这样就瞒过了敌寇

和国民党当局书报检查官的耳

目。 而《中国的红星》这本书的名

字太扎眼了， 估计它甫一出版就

遭到了查禁和销毁。 收藏家姜小

平能从民间收藏到这本书， 很了

不起。 “我不敢说它是个孤本，但

是我可以说现在存世的极少。 这

个意义就非凡了。 ”

如果说《西行漫记》是外国人

介绍中国红星的第一本图书的

话， 那么毫无疑问这本书就是我

们中国人自己写的歌颂中国共产

党、歌颂我们红星的第一本书。 所

以它的价值就在这里。 红色文物

《中国的红星》的发现对研究毛泽东

以及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早期生平

事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也为

研究中共党史、 中国革命史提供

了重要依据。

《中国的红星》至今仍有很强

的感召力。 人民出版社立项作为

重点书进行再版， 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恰逢其时。 习近平

总书记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

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

修好。”“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

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多

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

伟大历史， 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

能量。 ”“要把革命烈士那些感人

至深的文章、 诗文、 家书编辑成

册， 用于干部教育……让大家引

为镜鉴、 自觉自律。 ”《中国的红

星》正是广大干部、尤其是全国青

年学习中共党史、 国史的不可多

得的参考书。

比肩斯诺

李良明教授说 ，《中国的红

星》“以新闻体之浅近文言出之”，

这在写法上，与《红星照耀中国》

十分相似。 他为我们具体分析了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写作特点：

《中国的红星》分“过去的红

星”和“现在的红星”上下编。传略

的标题， 或以社会公认的传主角

色定位为题， 或以传主担任的主

要领导职务为题，新颖恰当，十分

贴切。 如：“广州暴动主角———张

太雷”、“红军第一军长———许继

慎 ”、 “农运三杰之一———阮啸

仙 ”、 “雄视赣东北的———方志

敏 ”、 “青年运动领袖———恽代

英”、“红军统帅———朱德”、“中国

列宁———毛泽东 ”、 “赤黄埔领

袖———周恩来 ”、“理才专家———

林祖涵”等。

（下转第二版）

（左上）销声匿迹了 80 余年的珍本《中国的红星》，林轶青编著，1938 年 2

月 25 日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

荨新版《中国的红星》，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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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专家李良明教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