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响“抗战之声”的红军号手

一面迎风飘扬、写着“中国工农红军
抗日先锋军”的红旗；一位红军小号手头
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持军号，举止间透
着英武、坚毅、果敢、勇往直前的气魄。这
就是《西行漫记》一书中“抗战之声”一图
的小号手。

1972年 2月，斯诺病逝。为了表达中
国人民的深切悼念之情，《人民画报》当年
第五期用了 4个整版登载了毛泽东的唁电，
同时刊发了斯诺在 1936年时拍摄的部分照
片，这张“抗战之声”的图片亦在其中。

当时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
的谢立全将军看到了《人民画报》后，提笔
给妻子苏凝（时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
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京西宾馆买了
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
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
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
总支书记。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
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便把我拉过去
照了相。”由此，谢立全第一次道出了斯诺
镜头中“红军号手”的身份。

当年，《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谢立全
并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不时从一
些战友的口中得知了这幅早已在国内外
广为流传的照片。但他从没有刻意地去
寻找，更没有对别人提起过。一直到了上
世纪末，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摄制组在重走
长征路时，在江西兴国发现了谢立全写给
妻子的这封信的影印件后，几经周折，终
于找到了谢立全将军之子、海军指挥学院
副院长谢小林大校。谢小林才拿出了父
亲在 1972年 5月写给母亲的那封信，平静
而深情地述说了这段尘封了整整 60年的
往事，从而揭开了“抗战之声”照片中红军

“号手”的谜底。

毛泽东称《西行漫记》是外国人
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
五千里长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深深地打动了美国记者斯诺。于是，他
带着当时无法理解也并不太了解的一系
列问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936 年春，斯诺专程到上海拜会了
宋庆龄女士并表达了访问陕北苏区的愿
望。这样，斯诺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
从北京到郑州与美国青年医生海德姆会
合，再由西安的红军联络员刘鼎和董健吾
安排，乘一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大道奇卡
车，藏在军用棉衣下面到达了延安。随后，
他们从安塞县进入苏区，到达了白家坪红
军东线前沿指挥所。迎接斯诺和海德姆的
是一位清瘦的，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的中
年军官，他走到斯诺面前，用不太熟练的
英语说：“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我是这
里的指挥员，我叫周恩来。”这让斯诺大吃
一惊，这位红军指挥员就是被蒋介石悬赏
八万块银圆缉捕的周恩来！斯诺在后来
回忆时说：“他那憨厚、坦诚的微笑很动
人，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

第二天，周恩来在百家坪红军指挥
部的窑洞里正式会见了斯诺与海德姆，
同他们长谈了两天，亲自为他们拟定了一
个 92天的苏区旅行计划，还在用手工绘制
的地图上，为斯诺注明了去访问的地点和
会见者姓名。斯诺于 1936年 7月下旬前往
宁夏、甘肃访问西征的红军。于 9 月底回
到保安，同毛泽东接触了十几个日日夜
夜，毛泽东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成长历程及
西征战役……还首次披露了自己的身世
和经历。

1936年 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笔记
和 30卷胶卷回到北平。随后为英美报刊
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新
闻报道，然后将其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
一书。该书于 1937年 10月在英国伦敦出
版，接着在美国翻印。不久，又相继被译
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间
闻名遐迩。

1938 年 2 月，该书中译本在上海问
世，鉴于当时的形势，易名为《西行漫
记》。中译本与原著的不同之处是增加了
原著出版时不便发表的大量照片。新中
国成立后，在新版的《西行漫记》中，“抗战
之声”被用作中译本的封面和书中的首幅
照片，那位英姿勃发的“号手”成为一段历
史和一个时代的象征，为世人所瞩目。

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苏区时，毛泽东
高度评价和赞誉道：《西行漫记》是外国人
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从而
也引起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对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的关注与支持，同时也鼓舞了中国
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决心和斗志。

谢立全的英姿给斯诺留下了
深刻印象

1936年 6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
势研究部署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
针，组成了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野战军”进行西征，到
宁夏、甘肃，以扩大新根据地，扩充红军，
促进东北军、西北军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抗战。经过半年
的征战，解放了陕甘宁地区近 400平方公
里的土地，基本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实现
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就在红军西征时，斯诺来到了红军西
征总部驻地——宁夏的豫旺堡采访红军指
战员。斯诺在采访中对红军小号手特别
的关注，他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豫旺堡高
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
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
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
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
只手在抚弄一样。”但他并没有提到《西
行漫记》封面照片中的“红军小号手”是
谁。而在《西行漫记》的“红小鬼”一节他
又这样写道：“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
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在开
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
队号手——这时总算要休息了，这叫我感
到高兴。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已连续不
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
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
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
辈的态度。他穿着网鞋，灰色短裤，戴着
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
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
一点儿也不是褪色的，红通通的脸，闪闪
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
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
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
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
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小宝贝，而已经是一

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 15岁了，4
年前已在南方参加了红军。”不过这位“号
手”究竟是谁，斯诺的笔下并没有给出具
体的答案。

那么，《西行漫记》封面照片的那位红
军小号手到底是谁呢？谢立全之子谢小林
大校在介绍这张照片时说：“其实，我父亲
当时并不是号手，而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
党总支书记。仔细看，我父亲并不是在吹
号，只是摆了一个姿势。”

那么为什么要让谢立全这个“非号
手”摆个姿势呢？

原来，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到达陕
北后，各种物资依旧很匮乏，红军指战员破
旧的着装也不能得到更换。1936年 8月下
旬的一天，国民党兵突然袭击了红军后勤
部门，红军官兵奋起反击，时任红一军团教
导营党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部队追击，不
仅夺回了全部被掠物资，还缴获国民党军
队 4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此，上级
奖励给了谢立全一套合身的全新军装。

拍照那天，谢立全正好刚穿上这身新
军装，恰好被斯诺看见了，他便马上让翻
译黄华和成仿吾把谢立全招呼过来，拉到
了豫旺堡的城墙上去照相，在军旗下拍摄
了那幅“抗战之声”的照片，将中国“红军
号手”的英姿定格在了那永恒的瞬间。

所以，斯诺镜头中这个面孔透出果敢
的“红军号手”，就成了时年 19岁的谢立全。
这个秘密被谢立全悉心珍藏了 36年，又被
他的家人埋藏了整整 24年……

谢立全吹号的英姿给斯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基于这种情结，斯诺便在《红
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彩色封面
上，使用了谢立全吹军号的照片，并把这
幅完整的照片取名为“抗战之声”。

低调的“号手”
将这个秘密整整隐藏60年
谢立全是江西兴国县人。1929 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 年随中央红军参
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
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军事学院
海军系主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
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立全将军戎马的一生，是值得大书
特书的一生，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谦逊
的情怀。在他给妻子苏凝的那封信的末
尾说道：“这事是偶然来的。这张相片登
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
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谦虚谨慎、戒
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妻子苏凝尊重了
他的愿望，也把这个秘密埋在了心底。

1973 年，谢将军不幸患了癌症。此
时，他觉得可以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了。
于是，他请有关同志与存放底片的中国革
命历史博物馆联系，洗了几张照片，分别赠
给 5个子女作为永久的纪念。该年 10月，
谢将军在北京逝世，家人也将这张照片嵌
于其骨灰盒上，永远陪伴着将军的英灵。

将军逝世后，按说，可以让世人知道
这段珍贵的史实了。将军的一些老战友
也希望他夫人苏凝能够就此写一点回忆
性的文章，以寄托他们对将军的怀念。但
深知丈夫人品的苏凝始终尊重丈夫的意
愿，从未动笔，这一段珍贵的历史依然被
小心翼翼地埋藏着。

一直到上世纪末，这张著名照片的
故事终于被揭秘，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
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为谢立全将军的
高风亮节而深深感动。他淡泊名利、谦
虚谨慎的高尚情操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
缅怀去追忆。

（据《文史精华》）

《西行漫记》封面号手是谁
《西行漫记》一书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力作。该书的封面是一位英姿勃发的红军小号手，迎着朝阳，吹响着前进的号角。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虽然在众多场合经常能看到这幅照片，不少曾被斯诺摄入镜头的老红军也先后著文，讲述那些照片拍摄的经过，但这

照片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情况下拍摄的，照片中的人物是谁，他与《西行漫记》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却鲜为人知。

中宁出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他
就是流落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侯保连
（原名侯保立）。

1933 春，侯保连出生在中宁县关帝庙
乡史家营子村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被父亲
雇给大地主魏余三当小伙计放驴，干了 7
年，已是 14 岁的人了，掌柜的再不能容忍
他放驴，而是让他跟毛庄头下地干活，但他
毕竟还是个孩子，稍有差错，便遭庄头打
骂，一气之下便不辞而别回了家。家中没
他尚且吃了上顿没下顿，再添一口无疑雪
上加霜。适逢渠口保小地主郭生兰家缺乏
劳力，有个 13 岁的女儿改改，欲招长工女
婿入赘，唯一条件是 5 年后才能成婚。父
亲侯生才闻讯，立即前往与之说和，让儿子
去应聘。侯保连思谋着，5年后，自己已是
19岁的人了，届时娶个不要钱的老婆，岂非
一大快事，何乐而不为，便高高兴兴地招亲
去了。俗称“女婿是半个儿子”，郭家人好，
待他如亲儿子一般吃穿住不分彼此，虽说
没有工钱，到了年头节下，免不了给几个零
钱花，改改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左一声右
一声“哥哥”，把侯保连叫得没了魂，侯保连

自然心情愉快精神焕发，里里外外的活都
拼命去干，而且干得很出色，深得岳父母的好
感，一家人相处得非常和睦融洽。可是好景
不长，两年后因侯家有两个男孩，按马鸿逵二
丁抽一的征兵规定，侯保连被抓了兵，这下
给两家带来了最大的不幸，临别之日，老小
垂泪话别，尤其是改改，难舍难分之情溢于
言表。侯保连被分配在马鸿逵保安第 2纵
队新兵团一营学号兵，住在灵武县。1949
年 9月下旬宁夏解放时，该部起义，侯保连
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兵团 64军 192师
576 团 2 营 4 连当战士，经部队通知地方政
府，侯家按军属优待。

1950 年下半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
了侵略朝鲜战争，战火迅速延及我国东北
边境，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国政府
果断作出决定，派志愿军出国参战，侯保连
即在其中。从此，他没有给家里来过一封
信，音讯全无。1953 年暮秋，192 师政治部
给中宁县政府寄来一份烈士证明书，证明
侯保连同志于 8 月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
牲，于是，县民政科会同烈士家属所在地
的五区政府和该区六乡（关帝乡）政府，携

带烈士家属牌匾、抚恤金和礼品，敲锣打
鼓把烈士证明书送到侯家，并按规定给予
烈属优待。侯保连同志牺牲，《中宁县志》
烈士名单存载。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不觉到了 30多
年后的 1985 年，宁夏区建三公司承建了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些楼建工程，工程位
于该国首都阿布扎比机场东约 12 公里的
夏哈曼，合同期为 5 年，至 1989 年竣工验
收。中宁枣园人陆金荣，是工程建筑队的
领导人之一。就在 1989 年 7 月工程接近
收尾时，陆金荣每日必到各工段现场去检
查指导工作。21 日中午在收料处，一位留
着八字胡的彪形大汉，驾驶一辆大卡车来
送料，收料员周万珍（中宁枣园人）欲找翻
译时，大汉说他会讲中国汉语，不必去找
了，于是周万珍在其他工人的配合下，迅
速办妥了交货手续。这一幕被在场的陆
金荣看得清清楚楚，甚觉奇怪，心想在这
远隔万里的西亚国家，怎么会有人讲汉语
呢？便贸然把刚欲驾车返回的大汉很有
礼貌地叫住，与他交谈，说来说去才知道，
原来大汉就是侯保连，并且和陆金荣是姨

兄姨弟。陆金荣又惊又喜，“不是说你已
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吗？原来还活着，今天
又见了面，真是天大的奇事喜事。”二人情
不自禁地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同时不免把
一串串热泪洒在了对方的衣襟上。在场
人也觉得奇怪互相窃窃私语：“天赐良机，
有缘有缘。”为了详谈和避免不必要的麻
烦，侯保连便开车把陆金荣拉到一个僻静
处，没完没了地谈了起来，当侯保连问及
家庭情况时，陆金荣尽自己所知，详细地
介绍了有关人员的情况及家乡的变化，特
别是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经济社会的
繁荣。

侯保连听后显得很满足，可陆金荣最
关心的是侯保连流落的经过和现状，侯保连
以复杂的心情作了简单回答。

（杨应林，男，汉族，1931年 6月出生，
宁夏中宁县人，毕业于国立绥宁师范学校，
先后在中宁县第五区、民政科工作；1958年
后长期从事司法（律师）工作，1989年退休
后一直潜心文史资料的收集和挖掘整理工
作。2016年3月病逝。）

（据《中宁文史资料》）

一个流落阿联酋的中宁籍志愿军战士——侯保连
杨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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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园。位于今宁夏人民会堂偏东，为安
塞、巩昌郡王府花园。园内有湖，湖中有岛，岛上
有假山、草庐。园中还建有延宾轩一所，曾是庆
宗有名的才子王爷朱秩炅读书、问学和会友吟对
的地方。

后乐园。为都察院行台花园。园中引渠水
环流，有亭名“环碧”，林木葱翠，花坞之旁又有射
圃，使该园集观赏与游戏于一体，难怪都宪大人
常逍遥徜徉，或“焚香理琴”，或徘徊于林塘花鸟
之间。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宁夏巡防王时中
赋《题后乐园》，摘录其中四句如下：

东耕西牧满山川，门馆风清昼欲眠。
坐有方亭畦有田，曲渠导水绕阶前。
斜薰桥畔听潺潺，花馨琴韵隔鱼渊。
鹿呦鹤舞蝶翩翩，槐阴柳影拂晴娟。
西园。为帅府后园，被称为城镇中的“小蓬

莱”，此园以牡丹闻名边塞。都御史总兵官张勋
作《赏镇守西园牡丹》诗云：

拥出雕阑二尺饶，娇红嫩白照金袍。
薰风细细香偏别，仙苑沉沉价自高。
老岁岂堪逢异品，群芳应是避奢豪。
游观会得花神意，只许高轩驻节旄。
梅所。谪戍宁夏的湖南黔阳县原县令郭原

将内地的梅花移植成功，所以给修建的小花园取
名“梅所”。园林景色十分秀丽，引得不少文人故
友写诗称赞。当时的塞上诗坛著名诗人潘元凯
的《梅所》诗说得明白。诗云：

黔阳旧令何清楚，茅屋新题字梅所。
塞北江南几千里，春色移来梅所里。
明代流寓诗人承广也赋诗道：
客以梅为所，移梅取次栽。
花枝向南发，山色自西来。
清影孤窗月，黄昏一酒杯。
扬州有何逊，东阁待谁开。
另外，城内的郡王府园囿还有真宁王府

（今银川市中山北街东侧）的赏芳园、弘农王府
（今宁夏人民会堂偏北）的寓乐园、丰林王府
（今宁夏日报社南侧）的真乐园加上后起的寿
阳、华阴、镇原三王府的花园，与庆王府的逸乐
园以及巩昌王府的永春园，共同构成了八大王
府花园。

这些园林群，楼台亭榭与湖光波影、鱼鸟花
树相映，景致不减江南，吸引了众多文人、仕官游
乐其间，写下了赞美诗赋和文章，多被明代旧方
志保留。

城外园林建设。明代的宁夏镇城外的丽景
园、金波湖、南塘、盛实园、快活林等在园林建设
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据《历史银川》）

明代园林（中）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伟大社会革命运动，还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
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
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一些新思想、新思潮
涌入银川，给地处西北内陆、信息闭塞的银川
带来了新气象，为党组织在银川的建立作了动
员准备，也为银川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提供
了精神动力。

改良风气
为新思想的传入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朽落后的清王朝，
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现状。外商受惠于各类不平等条约，在
宁夏设立了一些洋行，开展以收购羊皮毛为
主，包括收购甘草、贩卖食盐在内的各类商业
活动。当时的宁夏有高林、仁记、新泰兴、天长仁
等 10 家洋行，这些洋行与官府勾结，以低价获
取皮毛等物资，逃避厘税，赚取高额利润，对本
地民族商业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在文化方
面，帝国主义通过传教活动，在银川等地陆续
建立教堂，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宣传和渗透。
一些传教士横行乡里、为霸一方，引发教案。
当局在处理相关事宜后，为了献媚洋人，大肆
搜捕，滥杀无辜，引起百姓强烈不满。如发生
在平罗的下营子教案，腐朽落后的统治者不仅
抓捕杀害 30余名无辜百姓用以“谢罪”，还将阿
拉善几百顷土地作为抵押，赔偿下营子教堂
42000两白银。

最早将五四运动消息带入宁夏的是当时
的一些旅京青年学生。这些在外求学的青年
学生心系家乡，通过书信、邮寄、自带等多种
方式及时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七日
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传入宁
夏，向家乡人民传递了这场以先进青年知识
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伟大
革命运动的消息。 1919 年 7 月，一些旅京、津
的学生及进步人士利用暑期在银川举办演讲
会、报告会，进一步宣传了五四运动的盛况，
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军阀卖国行
为。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银川开始兴办新
式 学 校 ，各 种 进 步 书 刊 也 迅 速 传 入 银 川 。
1920 年 3 月，以五四运动中积极分子为骨干
的《新陇》杂志社在北京成立，并在银川等地
设立代办处，负责通联和发行工作。同年，
位于银川的五中八师开设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 学 方 面 的 课 程 ，并 邀 请 一 批 具 有 开 明 思
想、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员任
教 ，向 学 生 灌 输 民 主 与 科 学 的 思 想 。 随 着

“学科学、讲民主”理念的进一步宣扬，社会
风气得到改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包括部
分接受新思想群众在内的先进分子开始觉
醒，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得到
传播，这为推动银川地区社会发展和思想进
步准备了条件。 （据银川党史网）

五四运动对银川的影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