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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
这是瑞士新闻摄影记者沃尔特·博
斯哈德笔下的延安。1938年 5月，
博斯哈德随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的车队，踏上了探访延安的旅途。
在六天的行程中，他用16毫米摄影
机记录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这是
目前所知外国记者拍摄的最早的延
安视频。去年 8月，这部片长 21分
49秒、名为《延安之旅》的黑白无声
纪录片在上海市档案馆正式公布。

据悉，博斯哈德77年前的这次
延安之行，不仅仅是抗战中延安各
方面现实状况的一个最早记录，而
且还对毛泽东进行了专门的采访。

沿路见闻
很多学生徒步奔赴延安

《延安之旅》 来自瑞士苏黎世
联邦理工学院当代档案馆的捐赠。
经考证，1938年年初，博斯哈德来
到武汉，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帮
助下见到周恩来，明确表达希望到
延安采访的意愿。周恩来把此任务
交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
渠。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博斯哈德
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
阿·斯蒂尔一起，随八路军运输物
资的车队从西安前往延安。

同年 5月，中国西北地区仍是
春寒料峭，旅途的艰辛险阻超乎想
象。虽然西安到延安不过 500 公
里，但博斯哈德一行启程当天便遭
遇大雨，黄土路被淋得泥泞不堪，

“好几次，车队还得从万丈深渊上
晃晃悠悠地经过，让人直捏一把冷
汗。”

虽然行程艰难，但人民对于红
军的热情给博斯哈德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们一行人曾在一家农舍中过
夜，主人腾出了最好的房间。行程
中，越是接近延安，博斯哈德看到
越多的青年学生徒步奔赴延安。每
当车队经过他们身旁，都会彼此招
手致意。此情此景，让这位外国记
者感触良深。博斯哈德说，一路上
仿佛看到了另一种麦加朝觐的情
景。“这一代人被战火从学校里赶
出来，背井离乡，期望在延安找到
新的信仰归宿。”

从《延安之旅》片中还可以看
到：越接近延安，博斯哈德拍摄到
的抗战标语就越多：全民抗战争取
民族生存！醒我国魂！老百姓都来
参加抗战!
评价毛泽东
他像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

经过整整六天的行程，博斯哈
德终于抵达延安，城门上，“抗战
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标语
振奋人心。访问延安期间，给博斯
哈德印象最深的是拜会毛泽东。当
时毛泽东住在凤凰山窑洞，生活条
件非常简陋，纪录片 《延安之旅》
记录了毛泽东走出窑洞，出来迎接
博斯哈德的场景：镜头中的毛泽东
身材修长，略显清瘦。

窑洞里，毛泽东坐在一张大写
字桌旁，桌子后面是一张略微突起
的炕。此外就是一个中式橱柜和三
把不稳当的椅子，这就是屋里的全
部家当。桌子上堆着书籍、文件、
报纸、信件、图纸、一个石膏像的

小模型，还有一个烟斗。窑洞白墙
上，张贴着一张巨大的陕西地图和
几张反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
苏联宣传画。

此间，毛泽东正在写作《论持
久战》，话题也就围绕中日战争的
形势展开。毛泽东首先谈到日本问
题。在他看来，日本有三大弱点：兵
力不足、军士残暴、指挥笨拙。正是
这三点使他坚信中国终将胜利。他
说：“日本人始终以为能用钱收买国
人，而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也
只会像以前一样袖手旁观。但现在
农民站在我们一边，而且战争拖得
越长，他们就组织得越好。我们的
对手高估了手中的重型现代武器，
在游击战中这些丝毫没用。”

在畅谈了三小时后，留在博斯
哈德印象中的毛泽东说话简洁、有
力，看问题深刻透彻，不拿腔拿
调，不拖泥带水。在博斯哈德发表
的报道中，他写道：“毛泽东乌黑
的长发常飘落在他的额头前，他说
话时，就伸出手慢慢将头发撩到后
面去。最廉价的香烟也能让他陶醉
不已，一直抽个不停，闻上去却是
一股混合着马粪和酸菜的味道。”

谈话中，毛泽东还往博斯哈德
的茶杯里倒满了“白干”，“味道和
他的香烟一样糟糕”。毛泽东的智
慧与自信让博斯哈德终身难忘。他
在采访记录稿中，评价毛泽东更像
一位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

聚焦市井
孩子们用书本打乒乓球

除了拍摄革命领导者，博斯哈
德还将镜头对准当时延安的市民生
活：街上，有老乡在卖凉皮、泡
馍，运货的牲口络绎不绝；孩子们
在简陋的台子上打乒乓球，没有球
拍便用书本替代；巨大的秋千架，
吸引了不少人；这里居然还有篮球
场，两个小伙子正在投篮；清凉山
下，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们席地而
坐，合唱 《义勇军进行曲》；公共
场合设有民主意见箱，有意见可以
向组织提出来……

党史研究专家朱鸿召告诉记
者，在红军战略转移到达陕北之
初，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
解很少，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出，
当时的延安生活尽管物质生活条件
很艰苦，但人们乐在其中。

据《文汇报》《生活日报》

关于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装
备，有一个常见印象，即“小米加步
枪”，寓意着抗击日军时落后的后勤
补给和武器。但即便拥有的是步
枪，比起长征时期也是巨大的进步。

据1934年长征之初时的统计，
八万红军中，平均每百人拥有的枪
支数量仅 40多支。这意味着有一
半以上的红军战士只能靠大刀和长
矛战斗。而到了1945年春天，八路
军已经装备了37万支枪。那么，抗
战时期，中共是如何提升武器装备
的？其装备到底从何而来？

长征后
兵工队伍仅剩21人

长征途中红军武器的一个重要
来源是缴获。战士们缴获武器后，
一般留用优质的战利品，将替换下
的旧枪用于武装当地群众，或是送
给地方友好势力，实在无法带走的
就地销毁。红军在缴获武器的一次
次战役中积累了自己的心得。

当然，红军的武器也有少部分
来自自产。红军长征时，有一个专
门的兵工队。1935年 10月，红军
到达陕北，随行的兵工队伍经过万
里长征后，仅剩下 21人、两把虎
钳、四把锉子和一个风箱。后来，
这支队伍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兵工
队伍一起组成了红军兵工厂，属总
供给部领导，主要的工作项目有修
理机械、复装子弹、制造手榴弹，
形成了一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兵工
厂。1935年年底，兵工厂开始发
展弹药生产，还制造黑火药和起爆
药，1936年6月又增加生产地雷。

1937 年抗战之初，八路军的
武器装备质量恶劣，数量严重不
足，有时不得不使用大刀、长矛等，
与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七七事变
后的 10 月 21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
来、朱德：“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
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是自己制
造。”1937年11月，八路军总部召开
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指出除了每
个师，各旅团、各游击队以及地方
政府和自卫队，也要招募技术工
人，开办修械所和子弹厂，制造地
雷和手榴弹。从此，修械所和子弹
厂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太行山区。

抗战结束时
已有50家兵工厂

在众多新兴建设的兵工厂中，
最著名的当属太行山区的黄崖洞兵
工厂。黄崖洞地处山西省黎城县城

西北 90 华里的水窖山上，海拔
1600米，兵工厂坐落在洞南的一
片山谷地带上。整个工厂被陡峭的
山峰紧紧环绕，只留有南面高而狭
长的山口出入，对于一个以游击战
闻名的军队来说，黄崖洞兵工厂的
选址隐蔽而安全。

建厂初期，黄崖洞兵工厂作为
八路军大型兵工厂受到了党内瞩
目。黄崖洞兵工厂以惊人的速度建
设起来。在没有砖瓦、木材的山
区，工程师陈志坚带领民工开山砸
石，打石造房，半年不到，12栋
石头房沿着黄崖洞山谷而起。

1939 年年底，黄崖洞兵工厂
建成投入生产，工厂工人勤奋且高
产，1940年至 1941年，是步枪生
产最多的时期，两年里生产步枪
4100支。黄崖洞兵工厂初创时期
是八路军的步枪制造厂，主要生产
五五式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五五
式步枪及八一式马步枪都是黄崖洞
兵工厂根据已有步枪改进而来。五
五式步枪以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七九
步枪为样枪，第一批枪出炉时正值
朱德 55周岁，遂命名此枪为五五
式步枪。到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
领导下的兵工厂已有 50多家，工
人3万人。

人民群众
也支持了不少枪支

对于“军民一家亲”的共产
党，抗战时期的武器来源还有一个
途径，即广大民众。在传统中国农
村，会有防范土匪的土围墙，各家
会分摊钱购买枪支弹药。购买的武
器不是个小数目，以俗话说的盒子
炮为例，进口数量就超过 40 万
支，这还没有加上自产仿造的。

此外，自清末始，华北地区经
历了多次战役，包括甲午战争、辛
亥革命、直奉大战、中原大战，给
当地百姓带来了战争之苦，大量兵
器也散落民间。史料显示，在
1937年8月，内蒙古独力坝村虽然
只有 200村民，却有 11支步枪和 1
支手枪。天津西崖庄有步枪 40
支，山西下社村有 30多支步枪冲
锋枪，河北东范町有步枪40多支。

叶剑英在抗战七周年时曾讲
到，“若将八路军、新四军所缴获
的长短枪总计起来，则我军七年抗
战的结果，缴获了长短枪32万支以
上。若按照我军人与枪的比例为五
比三计算，光是长短枪就可以武装
54万多人，缴获轻重机关枪及大小
炮，还不算在内。” 据人民网

从 1931 年到 1939 年，博斯哈
德都在中国采访，报道反法西斯战
争中东方战场上的进展。瑞士苏黎
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档案馆副馆长
丹尼尔·聂里克告诉记者，长征之
后，去延安采访成为当时外国记者
之间的一种竞赛，而博斯哈德是第
一个到延安的欧洲人。根据博斯哈
德延安之行的采访，1938年8月他
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了总标
题为《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六篇系

列报道。其中，他对毛泽东的采访
刊登在1938年8月17日《新苏黎世
报》的头条位置，他也因此成为长
征后第一个采访到毛泽东的欧洲
人。

凭着对延安的报道，博斯哈德
当年在西方很受瞩目。1986年，博
斯哈德去世后，他的侄子将这批珍
贵的档案，捐赠给了瑞士苏黎世联
邦理工学院当代档案馆。丹尼尔·
聂里克表示，在1938年的夏天，博

斯哈德是西方了解延安的很重要的
媒介，而他拍摄的这段影片，目的
是为文字报道作补充，并没有公开
发布的意图。

之后这段名为《延安之旅》的
视频又转赠给上海市档案馆。上海
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花了近一年时间
收集资料，并赴北京、西安、延安
等地采访相关知情人士，考证出了
该视频拍摄的时间、地点和部分重
要人物、场景。

博斯哈德是首个到延安的欧洲人

缴获之外自产也不少，太行山区的
黄崖洞兵工厂两年曾生产步枪4100支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战士，武器各式各样

八年抗战
八路军的枪从哪儿来

最廉价香烟
也能让毛泽东陶醉

外国记者拍摄最早的延安影像曝光，不
仅关注革命领袖，还将镜头对准普通人

延伸阅读

博斯哈德（左）与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