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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5日，苏富比拍卖
行举办的拍卖会在伦敦进行。一封
特殊的信件最终以 60.5 万英镑 （约
合 482 万元人民币） 的高价，被一
名匿名的中国收藏家买走。这封
信就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抗战时期写
给时任英国工党领袖、后成为英国
首相的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信上
都写了什么？毛泽东与艾德礼的关
系如何？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封弥足珍贵的信件

这封信写于 1937 年 11 月 1 日，
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的，目的
是为寻求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
助。英国 《卫报》 报道说，这封信
从延安发出，信尾处分别有中共中
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
朱德的汉字和英文亲笔签名，弥足
珍贵。

信上说：“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
名义，并代表正在与侵略者进行殊
死较量的全体中国人民，向英国人
民和您所领导的英国工党送上良好
的祝愿。”“我们想代表中国向贵党
寻求任何有可能来自英国的实际帮
助。”“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
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恶行后，就会
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起，选择以你们
的名义帮助中国人民，并选择督促
你们的政府来防范这个很有可能给
英国带来同等甚至更残酷威胁的敌
人。”

英国媒体称：“这是当时作为中
共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袖
的毛泽东与西方政要进行的最早书
信联络之一。”苏富比拍卖行专家希
顿评论说：“这是毛泽东开始参与国
际外交的最初阶段，且信上有极其
罕见的毛泽东亲笔签名。这是近几
十年来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第二份有
毛泽东签名的文件。”

新西兰记者充当翻译

据苏富比拍卖行介绍，这封信
是由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促成的。贝

特兰1910年出生于奥克兰，其父是
一位虔诚的传教士，他本人曾在牛
津大学学习英语，和艾德礼是校
友，也是牛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
跃人士。他思想进步，支持亚洲抵
抗日本侵略。1935年，他获得罗德
基金资助前往中国和日本做研究，
在北京期间为 《泰晤士报》 撰稿，
并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贝特兰曾应毛泽东之邀到访延
安。有一次，他在同毛泽东谈话时
无意中提到，如果以毛泽东的名义
致信英国反对党领导人，也许会对
中国的抗战事业有所裨益。毛泽东
就写下了这一信函，由贝特兰翻
译、打字后，和朱德一起签名发出。

贝特兰特意在信中附上一张字
条，写上“如果自己恰巧充当了一
个友好使命的中间人，将为此感到
荣幸”等字样，并提醒艾德礼要妥
善保管这封信，因为“这可能是毛
泽东和朱德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出现
在英国”。也许是贝特兰的话起到了
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意识到了毛
泽东的重要性，他把这封信悉心保
存了下来，历经数代而未遭损毁。
艾德礼的儿媳安妮在拍卖此信时表
示，虽然艾德礼家族将这封信视为
珍宝，但她希望这封信件能被更多
的人所知。

与毛泽东长谈三个小时

囿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这
封信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战”全面爆发后，中英两国在远
东地区合作打击日本。艾德礼任英
国掌玺大臣，后任副首相，1945年
大选获胜，出任首相。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成为第一
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当时正
是艾德礼掌权。据美国前总统杜鲁
门回忆，艾德礼曾对他说：“我们应
设法避免让中国人认为只有俄国才
是他们唯一的朋友。我希望中国人
能和俄国人散伙，希望他们能够在
远东和俄国抗衡。”正是这种战略判
断，让他表现出较友好的对华态度。

1954 年 8 月 24 日，应中国人民

外交学会邀请，已卸任首相的艾德
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成为与
毛泽东会晤的第一位西方最高级别
的政治家。当日，毛泽东穿着一条
背后打满补丁的深灰色裤子会见艾
德礼。工作人员劝他换一条，他不
同意，说道：“没关系，谁会看我后
边呀。”两人长谈三个多小时，毛泽
东说，中国需要和平环境。艾德礼
访华后在香港说，中国官员的清廉
和干劲深深打动了他。

据《生活日报》

英国前首相与毛泽东的书信缘
抗战初期，毛泽东、朱德曾给当时的英国工党领袖写过信

克莱门特·艾德礼，生于1883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5年成为
英国工党领袖。1945年至1951年任
英国首相，1967年去世。

艾德礼执政时间不长，但留下
了重要的政绩。他推行高福利政
策，指示其首任卫生大臣建立了国
民保健体系，直到今天，这一免费
医疗体系仍让英国民众受惠。他曾
被英国研究机构选为“20世纪和平
时期最具效率的英国首相”。当年他
从战功赫赫的丘吉尔手里夺下首相
宝座，靠的就是“实现全民医疗保
障”这个承诺。这种民生为本的思
想，是他和毛泽东能够“谈得来”
的基础。

艾德礼当过律师，早年曾在伦
敦东区为贫民区的孩子服务，这让
他逐渐倾向支持社会主义。1922
年，他当选工党议员，由此踏上政
坛。艾德礼当首相后，实行了一系
列国有化和社会改革的政策，不少
政策至今仍有重要影响。艾德礼的
许多政策，在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
上台后被终止或修订。但即使这
样，撒切尔夫人仍对他尊重有加。
她曾说:“艾德礼是一个谦虚的人，
但他做的很多事值得骄傲。”

让英国人
至今怀念的首相

延伸阅读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艾德礼（前右二）。 （资料图片）

地道战，嗨，地道战，埋伏
下神兵千百万。千里大平原展开
了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
道连成片……1966 年，八一电
影制片厂拍摄的军教故事片《地
道战》公映，风靡全国。三年间
发行拷贝 2800 多个，影片中的

“高家庄”家喻户晓，但冀中平
原上的不少村庄都说自己是“高
家庄”的原型……

“高家庄的原型是高平村”。
影片《地道战》的导演任旭东回
忆说。1963年5月，总参谋部指
令八一厂“以故事片的形式拍一
个关于地道战的民兵教育片”。
任旭东带领由八一厂和解放军工
程兵共同组成的创作组，走遍冀
中平原的几十个村庄。最后任旭
东决定以高平村为原型，写一个
村庄，取名高家庄。以高平村民
兵队长刘傻子为原型，写一个民
兵队长，取名高传宝。

《地道战》 的定位是教育
片，又明确要求“按故事片来
编，要有观赏性”。军教片导演
任旭东从来没有拍过故事片，他
的优势是很会编故事。剧本中，
假武工队在村公所围着桌子吃饭
这场戏尤为精彩：

“宋队长”：我姓宋，是武工
队队长。这个时期你们叫鬼子折
腾得够苦的了。怎么样，咱庄的
地道挖好了吗？

高传宝一边倒水，一边扫视
着饭桌上剩下的鸡蛋皮以及被扔
得满桌的窝窝头，不由皱起眉
头：“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任旭东还突出地表现了对敌
人的“开涮”：炮楼里，山田队
长走到地图前，指着说：“高家
庄、赵庄……马家河子，明白？”

汤丙会恭维地：“高，高，
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
的老窝，又可解西平之围。高，
实在是高……”

刘 江 扮 演 的 汤 司 令 这 句

“高，高，实在是高”，是拍戏时
即兴加上的，这句经典台词至今
还挂在人们的口头。

影片《地道战》的创作，受
到中央军委的重视。剧本创作历
时两年，几易其稿。在创作第二
稿时，曾在抗日战争中领导冀中
地区开展地道战的杨成武上将为
八一厂提供了一份《冀中平原地
道战总结》。“这份材料对地道战
产生的前前后后以及战斗设施、
战斗过程都有详尽描述，后来成
了影片至关重要的部分”。

1965年4月下旬，任旭东写
的“导演本”经审查通过。5
月，影片正式开拍。外景选在了
河北省清苑县的冉庄、唐庄和李
庄这三个村庄。影片中，那口让
高老忠付出生命的大古钟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但审片时杨成武
对大钟有点儿意见：“树上那个
大钟不合理，敌人不会让它存在
的。”不过他并不反对艺术加工：

“电影上也可以表现这个钟”。
影片 《地道战》 上映后不

久，“文革”爆发。“文革”初
期，全国只有老三战 （《地道
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获
准放映。《地道战》中的许多台
词，观众倒背如流：“各小组注
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
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
放空枪。开火！”“水是宝贵的，
应该把它送回原处；烟是有毒
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

影片插曲“太阳出来照四
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
很多观众同样耳熟能详。影片从
迎着阳光伫立的高传宝切换为薄
云中一轮半出的太阳，邓玉华演
唱的《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响
起。拍摄这组镜头时，由于交通
工具落后，没能赶上拍日出，而
是日落时候拍的。“文革”时，
这成了任旭东的“罪状”，批判
他“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

据《北京晚报》

《地道战》中的高家庄
原型在哪里
应为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

电影《地道战》画面。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