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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美国卡尔逊上尉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考察及认知

胡德坤 卢晓娜

摘 要 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之托，美国海军上尉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在1937年底至

1938年间两次造访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参观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

安，以及绥远、察哈尔等地。在跨越数千公里的漫长行程中，卡尔逊详细记录了在中共抗日

根据地的见闻及感受。他对中共抗战有了客观而深刻的认识，并将考察结果以信件形式直

接呈报白宫。作为首位到访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军官，卡尔逊的观察信件为美国高

层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共及敌后战场。卡尔逊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必将取得胜利，中国共

产党会成为抗战的主要动力。他还预言：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共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

力量的源泉，中共使中国有了成为世界伟大强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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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是首位考察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军官，也是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前

唯一造访“红色中国”的美国军官。卡尔逊曾于1927年及1933年两次来华，对中国文化及政治产生了

浓厚兴趣［1］（P71-85）。1935年，卡尔逊回到美国，成为查尔斯·H.莱曼将军的随从参谋，同时还进修了华

盛顿大学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学课程。这时，他已展露出对中国乃至东亚政局的睿智思考［2］

（P207-216）。

1935年秋，卡尔逊调任至佐治亚州罗斯福温泉公馆，负责公馆卫戍安全，与罗斯福建立了私人关系。

尽管身在美国，但他“迫切希望尽快重返中国”［3］（P10）。1937年春，卡尔逊终于获准再次前往中国。卡

尔逊此行的初衷是去北平系统学习中文，然而诚如他自己所说，“命运之手翻云覆雨，我的方向就此改

变”［4］（P2）。卡尔逊抵达中国时，淞沪抗战刚刚爆发，他转而就职于美国驻上海的海军武官处。

卡尔逊启程前的7月21日，罗斯福会见了他并安排给他一项特殊任务——随时直接向白宫写信报

告在中国的见闻。卡尔逊遵照要求不断寄信，这些信件以总统私人秘书玛格丽特·莱汉德为收件人，再

由她转呈罗斯福。他们的通信始于1937年8月14日，终于1945年3月25日①，时间跨度几乎贯穿整个中

国抗战。罗斯福对卡尔逊的汇报非常感兴趣，曾多次委托莱汉德转达他的重视。1937年10月21日，莱

汉德转告卡尔逊：“总统先生希望你继续写下去。”［5］1939年1月12日，罗斯福亲自告诉莱汉德，请她写一

封“友好的短笺”给卡尔逊［6］。次日，莱汉德致信卡尔逊：“总统先生……让我转告您，他对您留在海军陆

战队工作十分欣慰。”［7］

在华期间，卡尔逊曾前后两次去往中共敌后根据地，身临其境的实地观察改变了他既往对中共的成

① 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这些信函原件现在都保存于纽约海德公园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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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政变发生时，卡尔逊恰好就在上海。据卡尔逊1940年接受海伦·福

斯特·斯诺采访时的自述，他当时认为共产党“是些反对合法当局的叛民”［8］（P7）。随着调查的深入，卡

尔逊的偏见彻底消除了。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敌后见闻；并对中共政党组织、战略纲领，以及八

路军的军队建设和战斗情况表示肯定和称赞。他建议罗斯福加强同中共的联系，以期未来建立合作。

这些观点与建议获得了罗斯福的认可。对中共及八路军的积极态度给卡尔逊招致了种种非难，他毅然

辞去海军部的工作，并在多种场合发表演讲，向美国民众宣传真实、全面的中国抗战①。卡尔逊还将自己

在华北敌后的观察记录加以整理，出版了《中国的双星》②和《中国的军队：它的组织与效能》［9］。卡尔逊对

中共敌后战场的观察和认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共坚定不移的抗战信念

1937年11月1日，卡尔逊在上海写下了他从中国寄给罗斯福的第一封信，概述了华北局势。“华北似

乎已完全沦陷，但山西的形势使持久战成为可能。八路军的力量开始彰显……他们的宣传部门注重教

化民众仇恨日本，向人们灌输死战到底的信念。八路军所处的位置可以威胁绥远、山西两地日军的交通

线。”［10］11月7日，卡尔逊正式向罗斯福表达了前往华北的计划：“我希望能去山西考察八路军。这支部

队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袭击日军交通线……他们在进军中用政治手段整合、组织民众。我希望能通过埃

德加·斯诺的引荐去那里。”［11］

11月29日，卡尔逊搭上了南京开往汉口的“武昌号”轮船。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将从汉口

北上去西安，再继续向北前往延安，那是陕北‘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首府。我希望沿着交通线去山西北

部，那里是八路军战斗的前线。”［12］抵达西安后，他先会见了八路军办事处代表伍云甫。12月10日，毛泽

东同意卡尔逊考察的批示刚刚下达，卡尔逊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开往潼关的火车，前往山西。多年后，

卡尔逊回忆此事仍难掩激动：“伟大的大探险开始了！”［4］（P50）
在考察中，卡尔逊首先发现，中共具有坚定不移的抗战信念。12月12日，卡尔逊来到八路军总部，

见到了朱德总司令。一见到朱德，卡尔逊就迫不及待地问：“你们抗击日本侵略的根基是什么？”这一问

题引发了一阵哄堂大笑。卡尔逊意识到在这些人看来，答案昭然若揭——他们是为民族生存而战［4］

（P65）。他随即询问八路军具体的作战规划。朱德回答道：“我们有基本的战略方针。我们坚信，动员全

民参与抗战，能最大限度削减日本武器装备及军队组织的优势。这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包括黄发垂

髫，都必须抱定尽忠报国的决心，无论这场苦战会多么惨烈、将持续多久。”［4］（P66）
卡尔逊毫不掩饰自己对朱德的好感：“朱德亲切和蔼、率真诚恳、实干有为。他为人谦逊低调，但处

理军事问题则当机立断。”［13］卡尔逊甚至评价朱德有罗伯特·爱德华·李式的温良，亚布拉罕·林肯式的谦

卑，以及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式的坚韧［4］（P57）。

不仅领导人有坚持抗战的信念，普通士兵也有同样的热情。卡尔逊在八路军总部遇到了英国《曼彻

斯特卫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她有过多次交谈。史沫特莱向卡尔逊讲述了她所亲历的八路军

作战。战士们在没有绷带、食物匮乏、麻药奇缺的情况下仍艰苦奋战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卡尔逊。史沫特

莱邀请卡尔逊一起观看丁玲的战地服务团演出，其中一个节目是众人合唱《游击队之歌》。嘹亮的歌声、

欢快的音律给卡尔逊留下深刻印象，卡尔逊听出了“生机盎然的活力与矢志不渝的信念。”在此后的旅途

① 9 March，1940，Memorandum，Evans F. Carlson to F.D.R，Playmouth，Connecticut.President’s Personal File 4951，Carlson，Captain
Evans F. ，NARA，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在这封备忘录中，卡尔逊表明自己近来在波士顿、纽约等地关于“日本军事目

标”“中国抗战能力”等问题做过数场演讲。27 May，1940，Evans F. Carlson to LeHand，Playmouth，Connecticut.President’s Personal File
4951，Carlson，Captain Evans F. ，NARA，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在这封信中，卡尔逊表示《中国的双星》即将完稿，自

己将去加州奥克兰进行数场演讲。

② 11 July，1940，Carlson to LeHand，President’s Personal File 4951，Carlson，Captain Evans F. ，NARA，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
tial Library. 1940年7月11日，卡尔逊致信莱汉德，表示《中国的双星》将于9月出版，自己委托出版社寄给她两本，并请求她呈送一本给罗斯福。

··20



胡德坤 等：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卡尔逊曾一次又一次听到类似的爱国歌曲，“它们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般，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流传开

来。每回听闻，我都会联想到在八路军总部遇到的那些诚挚的人们”［4］（P67）。

更令卡尔逊叹服的是八路军关于“牺牲”与“服务”的思想教育。卡尔逊在信中写道：“他们谆谆教诲

士兵要有乐于献身的精神……目的就是要培养服务国家的强烈热忱。军队领导人鼓舞士兵，反复向他

们解释当前的形势，告诉他们军队为什么要采取某种行动……长官会明白告知他们胜算有几分，一旦失

败后果如何。这样，军队中就会建立起一种坚定的互信与理解，以及强烈的服务意愿。”在卡尔逊看来，

“正是此信念使中共武装能抵抗比它强大的国民党军队长达十年之久，也正是此信念使中共武装成为了

全中国唯一能战胜日军的部队。”［13］

卡尔逊坦言：“短时间内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有些草率，毕竟我在这里仅仅停留了两周。”尽管如此，

卡尔逊还是如实记叙了他的真实感受，“中共会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愿意为此作出任何让步

与牺牲。我坚信，假使中国其他政治派系停止了抵抗，中共也会孤军奋战至最后。”［13］在考察五台山根据

地后，卡尔逊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七页的长信：“中共武装力量……一定会血战到底，直至全部壮烈捐躯，

或是直到将日寇彻底赶出中国。”［14］

二、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根据地见闻深深吸引着卡尔逊，他渴望更进一步深入敌后，近距离观察八路军的作战。他急于弄清

楚，八路军是如何在物资如此匮乏的条件下，在华北地区“支撑着一条虽界限模糊，但面积却非常广大的

战线”［15］（P20）。史沫特莱也鼓励卡尔逊前往五台山，“八路军在那里干了一番了不起的事业。那一带是

山区，深陷日军的重重包围。朱德派聂荣臻在那里坚守并组织抵抗”［4］（P63）。这令卡尔逊激动不已，他

当即向朱德提出了前往敌后根据地的请求。朱德被卡尔逊的诚意打动了，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周

立波随行［16］。之所以选择五台山，卡尔逊也有自己的考虑：“八股日军从东部、南部和北部压来，意图攻

入五台山。这正是我要求前往那里的主要原因，我想看八路军是如何作战的。去五台山至少需要两次

跨越日军封锁线，我更有机会亲眼看到他们的战斗行动。”［4］（P73）12月26日，卡尔逊随同护送医疗用品

的巡逻队开拔，前往五台山。

卡尔逊获准成行的这天恰逢平安夜，他兴奋地写道：“八路军的部队在晋察西北边界部署了三个师，

向东南方经五台山，一直延伸至河北西部。他们在日军背后及侧翼活动，在日军交通线两边来回穿梭。

目前，活跃于五台山的部队正处于日军重围之下，此外还有八支日军小股力量从冀西向那里移动。但八

路军像鳗鱼一样，在日军之间钻进钻出。”［4］（P73）卡尔逊还对八路军的破袭战法做出了形象比喻：“切断

交通线如同一群大黄蜂骚扰一头大象，不断进行突袭，随即又逃得无影无踪。它们在夜晚不断发起进

攻，令对手无法休息。我相信日本军官的确在日记中抱怨过‘八路军真是让我头疼’。”［13］

行进到第六天，卡尔逊等人抵达沁县，见到了薄一波和刘伯承。刘伯承向卡尔逊介绍了一二九师所

面临的军事形势：“日军派出五路兵力，意图摧毁我的师部。我方主力驻扎在和顺县附近的山里，敌军从

西面、西北面、北面压来。”［4］（P80）尽管情况如此危急，但刘伯承还是率部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卡尔逊记录了刘伯承讲述的两场代表性战事：“我们设下一组埋伏，重创了敌军一个约600人的纵队。旋

即，这组士兵疾行30英里穿过和顺县，奇袭了第二纵队敌人。剩余三队敌人立刻纠集在一起，从正前方

及侧翼围攻我方主力。但那天晚上，我们只留下一个连的兵力坚守阵地，主力全部迂回至敌人侧翼及后

方。破晓之后，我们和游击队联合行动，兵分两路分别打击敌人。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我们缴获了50匹

马、数条步枪、几台电台，还有若干火药。”另一场战事更令人叫绝，刘伯承讲道：“一个月前，700名日本士

兵从太谷向我们驻地移动。我们密切地监视他们，直到他们到达一个山口，我们早已在这里的道路两边

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我们用机枪和步枪发起第一轮火力攻击，日军用火炮回击，激战持续了整整一

天。但是日本人看不到我们，我们分散开来隐蔽得很好。他们丢下90具尸体逃走了，而我们无一伤亡。”

··2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4］（P80-81）
在行进中，卡尔逊发现，一二九师沿正太、平汉两条铁路同日军频繁交火，几乎每天都能缴获到军需

用品。卡尔逊经过皋落县陈锡联步兵团控制区时，恰好陈部成功袭击了敌军车队，正在展览战利品。一

本日军日记吸引了卡尔逊的注意，他发现，日军对八路军极为忌惮恐惧。这位日本士兵写道：“听说一股

我方军队被陈锡联部袭击了，我们只得小心翼翼地前进。我们遭到了第一轮进攻……我们被敌人包围

了，今天也许就是我的末日。但愿能有援军拯救我们，上帝保佑我们。”［4］（P87）陈锡联还向卡尔逊介绍

了步兵团成功摧毁敌机的壮举：“日军在阳明堡有一个紧急迫降机场，处在我们的严密监视下。一天夜

里我们获得谍报，有24架飞机停在那里……我们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接近阳明堡……用手榴弹炸毁了

22架飞机。”［4］（P87）
如果说卡尔逊的这些记录仅来自于听闻，那么1938年1月他跟随八路军跨越正太线，穿过敌人控制

区的历程则是他的亲身体会。卡尔逊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他坦言，“在我戎马倥偬

的20年间，这是最艰苦的一次行军”。突破封锁线的过程险象环生，也令卡尔逊真切认识到八路军的作

战水平及潜能。他由衷地赞叹道：“八路军年轻人们真是身手矫捷。机动性是他们的专长优势，他们尤

其注重训练士兵快速爬山。”［14］

卡尔逊在信中细致入微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跨过铁路穿越日军火线真是一场完美的计划与行

动。我们有一个营的兵力。一连巩固侧翼，二连打头阵，三连殿后，四连被派来保护我。黎明时分，我们

到达公路南端5英里外的一个山口。夜色美好，黑幕般的天空上星辰熠熠……我们进入山口，爬上山顶，

下到公路边的小村落。村中似乎有上千条狗，在我们行进中对天狂吠。日本人一定有所觉察，但先遣部

队已经将所有通往村子的入口把守得水泄不通……营长是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①，他带着我飞奔过村子

穿过公路。此处距离铁道直线距离只有15里，但中间隔着一座山……他带着我轻捷地趟过小溪爬上堤

岸，穿过一段隧道，最终跨越铁路，到达北端……在铁道上值勤的四个守卫被先遣部队擒获，部队带着他

们一同前进。我们继续跋涉，准备爬第八座山。”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卡尔逊等人从前一天下午五点出

发就再没休息过。“我们攀上山顶，月亮出现在东方……头顶银河灿烂繁星密布，一轮壮丽的洪荒之月自

神秘的地平线缓缓升起。北风呼啸刺骨，我们都已筋疲力尽。但我们竟骗过敌人，成功地暗度陈仓，一

想到这里，欢欣就战胜了疲惫。”后来卡尔逊才知道，那夜的行军果真危机四伏，“日军获知我们要穿越封

锁，派出一路纵队从井陉赶来，但我们行进神速，将敌人远远抛在了后面”［14］。

在卡尔逊看来，此次行军的最大价值是，他看到了一个真相——日军表面上虽然占领了交通干线，

但事实上控制力极为薄弱，根本无法阻挡中国军队。中共的武装力量已经渗透入交通线交叉点上的各

个重镇，并在其间自如活动、畅行无阻。卡尔逊经过徐海东控制区，取道阜平的聂荣臻控制区，终于抵达

五台山地区。在这里，卡尔逊参观了位于五台县耿镇的后方医院。他在发言中兴奋地表示，八路军深入

敌人的后方发挥游击战争，到处予以敌人重大威胁，这是争取胜利的最大条件。在崞县，卡尔逊再次越

过另一条日军封锁的铁路同蒲线，走过冰封的滹沱河，来到贺龙控制区。在河面上，卡尔逊看到“铁路远

处的山口上有部队的岗哨，此处以北 30英里的铁轨都被拆掉了”［4］（P102）。卡尔逊在贺龙部停留了一

天，取道离石、汾阳和临汾，回到了八路军总部。

卡尔逊发现，除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共还有着合理的战略部署及军事计划。在八路军总部，副参

谋长左权向卡尔逊详细介绍了山西游击战的抗战：“中国地形多山，但我们的士兵擅长爬山。如果有必

要，我们一天可以行军60或70英里……我们的部队灵活机动……这些小股力量频繁地突袭敌人的交通

线，打击卫戍部队，在敌人行军路上设埋伏。”［4］（P66）八路军的灵活及高效令卡尔逊钦佩不已。他再次

想起自己关于“大象与黄蜂”的比喻：“入侵的日军疯狂进攻着山西，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大象。但这头

① 孔庆德，时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1营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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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没日没夜地被密密麻麻的大黄蜂包围着。大黄蜂们不断叮咬，令大象苦不堪言……大黄蜂有时还

成群结队地突袭大象‘巢穴’，尽数带走它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试想大象还能苟延残喘多久呢？”［4］

（P87）在1938年3月4日的信中，卡尔逊这样写道：“八路军可以随心所欲地切断从太原通往石家庄的铁

道和公路交通线。他们常常以小组为单位实施破袭，埋伏在交通线附近，打击火车和卡车车队。我亲眼

见过他们缴获的战利品。假如他们有炸药，他们一定能摧毁主要桥梁及干道，使交通主线彻底瘫痪。”卡

尔逊还对八路军之所以在山西获得优势作出分析：“崎岖不平的地势及内线作战固然是他们的有利条

件。但主要原因却在于，他们同心同德、斗志昂扬；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精心策划的战略战术。”［14］

卡尔逊的第一次敌后之旅长达51天。通过这次实地考察，卡尔逊得出结论，八路军代表了“中国抗

日的全新潜力”，“是对日军现代化武器挑战的有力回击”。日本的战争机器隆隆作响，“但它无法战胜这

样一个民族，该民族已被激发、被整训，决意破釜沉舟前仆后继。它也无法摧毁这样一支军队，此军队技

高一筹，总能利用持久游击战智胜敌军”［4］（P105）。在卡尔逊看来，山西的八路军已依靠破袭战、游击战

等多样战法“建立起一套完美的‘化防御为进攻’的作战模式”。这种模式“使日军无法获取充足后勤补

给，更无法有效保护后方”［14］。他再次形象地比喻：“日军试图攻占山西，其效能之微就像海上耕犁。”［14］

在卡尔逊看来，山西的对敌优胜局面可以作为典型模范向全中国推广。“山西只是全国一域，如果中

国要克敌获胜，就有必要推广这一在实战中被证明如此高效的作战模式。”［4］（P105）卡尔逊甚至乐观地

预估，八路军作战模式若能普及，“一定会大大迟滞日军攻势；给中央政府争取充足时间来整训一支精锐

部队；同日军主力决一死战，并最终摧毁之。此外，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会在日军占领中国之前就将其拖

垮”［14］。为了向罗斯福证明八路军作战的成果，卡尔逊特意向白宫邮寄了八路军缴获的日本毛皮军服、

日军日记及一些军事文件［17］。

为了对敌后展开更为深入广泛的考察，1938年4月15日，卡尔逊在信中表达了再次北上的想法［18］。

他计划从西安出发，造访延安、榆林，再继续向东北进发，考察绥远及察哈尔的广大根据地，然后折向东

南，去山东及河南，终点为郑州。这段路途全程1500英里左右，卡尔逊计划在半年内完成。

1938年 4月末，卡尔逊抵达延安。他采访了多位中共高层领导人，并与毛泽东进行了两次彻夜长

谈。卡尔逊发现，中共对中国乃至世界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同时还制定了清晰的战略计划。不仅如此，

中共更有完整合理的政治纲领来支撑此战略的施展。

首先，中共对抗战前景有着客观清醒的认知。此时正是全面抗战第二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但中

共对未来战局却无比乐观。毛泽东告诉卡尔逊，只要民众有马革裹尸的信念，中国就不会沦亡。他比喻

道：“中国就像一个水罐，日本在其中注水。当日军入侵到一地，我们就转移到另一地，当它掉头追击我

们，我们就又迂回回来。日本并无足够兵力占领中国全境，因此只要人民坚持抗战，日本就绝无可能控

制中国”。他进一步分析，“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进攻并无主要方向，而是盲目地四面出击。他们已经无法

像刚挑起战争时那样投入大量兵力，只能一点一点增加援兵。此外，日军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们烧杀奸淫

摧残百姓。这不仅不会瓦解我们的精神，反而更加坚定了我们拼死抵抗的决心”［4］（P145）。

其次，中共有宏观整体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告诉卡尔逊：“山西是华北咽喉，五台山则是山西锁钥。

只要八路军控制了五台山，日军就休想占领山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日军将八路军围困在五台山，

事实则恰恰相反。日军充其量是阵地战的犄角包围，而八路军对日军的围困更胜一筹。毛泽东排杯布

盏，向卡尔逊模拟山西境内敌我兵力格局：“山西日军主力驻扎在太原，但太原东北是聂荣臻部，西北是

贺龙部，西南是林彪部，东南则是朱德部。日军在山西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无法避开八路军的控制区。”卡

尔逊对此钦佩不已：“毛泽东的理论奠基了河北与山西高效的抵抗模式，使日军难以发挥武器装备的优

势。”这种放眼全局的战略部署并不限于山西一省，更覆盖了中国全境，甚至还同世界未来发展格局相联

系。毛泽东明确指出，未来美国、俄罗斯应与中国“同袍协作，联合对日作战，形成国际围困”［4］

（P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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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坚实广泛的群众基础

考察中共的群众动员，这是卡尔逊两次敌后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早在第一次敌后考察中卡尔逊

便发现，中共的群众动员极为成功，为游击战的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延安及绥远之行更使他认识到，

中共的群众动员绝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切实付诸实践。在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向卡

尔逊系统介绍了八路军的群众路线。任弼时坦言，“政治工作是八路军的生命线，也是抗日活动的心脏

与灵魂。我们可以通过政治教化来弥补武器落后的不足。士兵与民众都必须明白，中国为何而战，以及

如何同仇敌忾。”任弼时进一步解释，实现此愿景需要从两点做起。八路军必须严格遵守纪律，注重培养

民众对军队的信任；同时也应注重提高民众政治觉悟，鼓舞他们斗志昂扬。“军队是鱼，民众是水。水要

清澈且温度适宜，鱼才能畅游其间。”民众必须知晓八路军为何抵抗日本，也需要明白应该怎样做来参与

其中。为了教育民众，中共采取了许多宣传措施，如进行集会、表演戏剧、张贴墙报与标语等。在卡尔逊

看来，这一番话闪烁着真理、智慧，以及理想主义的光辉［4］（P68）。

在1937年12月24日的信中，卡尔逊对八路军的群众动员进行了细致分析：“中共每占据一块新地盘

后，所推行的首要军政方针就是动员普通民众。此外，另一大方针是整编持有武装的民兵……他们听从

八路军的调遣，往往最终被收编。中共的领导人训练有素，知道如何组织民兵及平民来抵抗日军进攻。

这样，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奋起反抗侵略者。八路军无需专门派遣力量来守卫交通线，该任务由民兵

执行。与此同时，八路军还训练民兵实施破袭战，如拆除铁轨、摧毁敌军粮食基地，污染敌军水源。当敌

人进入八路军组织动员过的区域时，必须要自己携带补给……民众是八路军情报信息的来源，但日军却

对八路军动向一无所知。这样，八路军就可以秘密出击、转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13］刘伯承明确告诉

卡尔逊，阳明堡焚烧日军飞机之所以能成功，就是依靠人民通风报信，“人民没有令我们失望”。卡尔逊

意识到，“这种抵抗模式是三种力量的结合，即正规军佐以民兵，同时紧密团结群众”［14］。

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卡尔逊也发现，中共并未空谈“提高民众士气”，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

尽力争取群众。毛泽东告诉卡尔逊，“只有民众对政府充满信心，才会与政府同心同德。为了取得民众

信任，中共干部奉公守法，力图解决民众实际困难。我们认为，发展民主、实行人民自治，可以实现更美

好的生活”［4］（P144）。这一席谈话令卡尔逊印象深刻。卡尔逊评价毛泽东“有着洞察问题本质的惊人特

质”［19］。接下来，卡尔逊乘卡车从延安出发，取道米脂，到达榆林；又沿长城向东北进发，经神木考察了绥

远和察哈尔。随后他经河曲折向山西，突破同蒲铁路日军封锁线，跨越平汉线，穿过河北，抵达山东。晋

蒙边界风色壮丽，卡尔逊印象极其深刻。他记录道：“穿过弯月形的山门，惊心动魄的美景霎时映入眼帘

……壮阔的黄河自两座翠山间奔涌而来。俯首脚下，锥形的小山丘向南北延伸开去，峰峦如聚重岩叠

嶂。在落日的余辉中，红棕色、黄褐色的岩层闪烁着夺目的光芒。”［4］（P173）令卡尔逊深深着迷的，不仅

是自然的美景，还有根据地的所见。他惊喜地发现，短短半年时间，中共已通过成功的群众动员，大大推

动了根据地建设。在炮火中的山西，苦战并未瓦解人们的意志，恰恰相反，这里的抗战决心空前强烈。

人们仍坚强地开展生产，经济自足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他们组织性极强，斗志高昂，甚至还新建了学校

和兵工厂。

卡尔逊一行人抵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阜平后发现，冀中的发展更振奋人心，通过“双交双

减”政策，佃户与地主建立起了真诚合作。1938年1月，河北西部仅有17个县仍在中国控制下，其余土地

皆尽沦丧。而卡尔逊到来时，石家庄至唐县公路以北，连同北平南部的所有县城，全部已都被动员起来。

尽管日军能攻占县政府，但郊区及广大乡村仍在中国人的掌握下。八路军正沿着平汉线，在数个地点同

日军展开激烈交火。1938年7月6日，在准备越过铁路时，卡尔逊等人经过了几个小村镇。他详细描写

了自己的所见。这段文字充满细节，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中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令人动容：“这里只有老

人妇孺。我们经过时，他们就站在周围，神情忧郁默不作声，脸上写满诚挚和恐惧。这场战争不再是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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悚的爆炸性新闻，而是惨烈致命的现实状态。他们从以往的经验中意识到，其中的一些人也许再也无法

回还。他们烧开水给口渴的战士们喝……我们下马等待天黑，村民主动上前帮忙牵马……一位长者对

我喊道：‘给我杀一个鬼子，绑在你的马尾上拖回来！’”［19］卡尔逊感到，“这里有一种与子同袍、团结协作

的气氛”［19］。而亲密和谐的军民关系，以及民众对日军的刻骨仇恨，也正说明中共的群众动员极为有效，

确实印证了任弼时“鱼水关系”的比喻。

卡尔逊的第二次敌后之旅几乎踏遍中共北方各根据地。基于实地考查，卡尔逊直言不讳地写道：

“在敌后，克复国土、动员民众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共产党。显而易见，他们制定了完善的相关计划，并认

真地对之贯彻落实。”广泛、深入的群众基础成为了敌后抗日力量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在山西与河

北表现得尤为明显。“山西是中共的主要作战区域……八路军主力在此坚持抗战……中共正是以山西为

基点，向东及东北扩张，挺进河北和察哈尔。河北是中共未来发展势力的前沿阵地，从这里出发，向东北

可达满洲里，向北可至察哈尔。一路远征纵队在北平东部与北部活动，另一路北上直接挺进察哈尔。河

北中部的民兵力量现已取得飞跃发展，具有相当规模。他们受中共领导，此时正奉命穿越平津铁路，同

当地远征纵队联合，展开协同作战。每当这些部队进入新的地方，他们都积极组织、动员当地群众。这

样，军队总能拥有安全可靠的群众基础。”［19］

在卡尔逊看来，这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敌后抗战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共收复了华北大

部领土，不但如此，他们还建立了一条从甘肃延伸至山东海岸的封锁线。假使武汉沦陷，他们与国民政

府主力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他们也能立足于此封锁线，继续坚持抗战。”［19］

四、美国同中共建立合作的可能性

两次敌后考察令卡尔逊认识到了中共及八路军真实的作战状态及战斗潜力，他开始思考美方同中

共建立合作的可能。早在参观八路军总部时，卡尔逊就作出了这样的预设：“应当加强对中国及中国人

民的了解，为将来美国因卷入战争而必须向中国派兵做准备。”［13］卡尔逊旗帜鲜明地指出，“在这场战争

中，中国将会是我们的盟友”［13］。此时全面抗战刚刚爆发半年，欧洲战场战端未开，美、日在太平洋上的

矛盾也尚未白热化，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卡尔逊竟预见到中美也许会建立军事同盟，如此远见令人

叹服。

卡尔逊提醒罗斯福，建立军事同盟在依靠国民政府的同时，也应联合中共的力量。为了强调自己观

点的公正客观，卡尔逊特别声明，表示自己“对政党，尤其是国外的政治派别素无偏见，只在乎政府工作

人员是否诚实、智慧、无私”。他直言，“这些人坦率真诚、言行一致。作为个体，他们每一位本质上都克

己奉公；作为一个党派，他们在接受新观点时又表现得谦逊通达。了解这些信息，对我们将来同中国的

关系至关重要”［12］。

第一次敌后之行结束后，卡尔逊在信中表示，中共领导人及八路军非常可靠：“这些人的言行举止、

处事风格和我们更为接近。”［14］他还写道：“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提及他们道德上严于律己。在这一路考

察中，我从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证明他们是伪善的。一旦他们作出承诺，就一定会恪守，甚至会为之付

出生命。”卡尔逊发现，敌后群众对美国及美国人民极为友好。他动情地写道：“我随处都感到对美国与

美国人的热情与善意。中国人民并不指望美国人派炮舰及军队来帮他们作战，他们所期待的是美国能

在不影响中立立场的前提下，为中国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我肯定地告诉他们，绝大多数美国人都

很同情中国。美国人民无限热爱自由，对中国人民为反抗奴役、争取自由而浴血奋战有着崇高敬意。”［19］

敌后观察令卡尔逊坚定了一个认知，即中国人民绝不会放弃抵抗。他甚至预见到，武汉沦陷后，中

共将成为抗击日本的主要力量。卡尔逊在信中写道：“武汉沦陷虽然会使中国抗战更为艰难，但未必完

全是一场军事灾难。中共将能在敌后放手一搏，在华北继续开展群众动员。”［20］中共具有发动大众的能

力，可以向他们灌输矢志不渝的信仰理念及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从而将普通民众整合为一支能抵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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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的伟大军队。不论是通过政治途径抑或军事行动，中共都不会让日军得逞。基于这样的分析，卡尔逊

认为，中共未来可能会是美国可信的盟友。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在11月15日致罗斯福的信中，卡尔逊描述

了中国当前情况及他个人的预判：“尽管中国目前局势不容乐观，但我仍然坚信，中国会将抗战进行到

底。”卡尔逊承认，自己的观点的确属于少数派，但却绝非臆断，“而是基于对中共领导人、蒋委员长，以及

桂系军阀的了解——他们全都怀抱着卧薪尝胆的意志”［21］。

卡尔逊特别强调，自己的信心更来源于“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中共培养了华北

人民灭此朝食的坚定信念，以及为民族救亡奉献生命的无畏精神”。卡尔逊指出，一些西方人仅凭中国

难以获得战略物资援助，就认为中国无法坚持抗战，这样的观点显然大错特错。一旦广大民众被有效动

员起来，人人枕戈待旦、渴望杀敌，这种昂扬的精神足以弥补甚至克服物资的匮乏。因此，抗战能否取得

胜利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武器装备，而在于“军政领导人是否具有自我牺牲的大义，能否也在中国南部发

起广泛的群众动员”。卡尔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唯有普罗大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21］。卡尔逊的这种认

知同毛泽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述是一致的［22］（P511）。在卡尔逊看来，

中共正是基于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才开展起了成功的游击战争。然而，这样的模式却难以复制，卡尔

逊在信中遗憾地写道：“国民政府把自己与普通士兵和底层民众隔绝得如此遥远，以至于已不知道该如

何再接近普罗大众了。”［21］这也印证了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说的，“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

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出现”［22］（P553）。卡尔逊经过阎锡山部时发现，“这种士气恰恰是国民党士兵

最缺乏的”［23］（P110）。
与此同时，卡尔逊还认为，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大大削弱了其抗战作为，而中共则不存在此问题。卡

尔逊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大部分有权势者自私且腐败。如果神力能将他们清除出权力阶层，国家实

力就会取得飞跃式发展。贪腐问题比比皆是，这些人为一己之私枉顾国家利益。尽管国民政府在抗击

日本方面已付出极大努力，但无奈蠹虫肆虐，蒋委员长也深感无力。军队中也有同样的以权谋私问题。

长官克扣士兵津贴中饱私囊，导致士气低迷。士兵只好从平民身上强取豪夺……这严重影响了国民党

军队在长江一带的军事行动。”在卡尔逊看来，“抵制腐败唯一的明智举措是进行教育”，而中共是全中国

“唯一具有资质进行此种教化行动的组织”［21］。

基于对中国抗战前景及中共力量的信心，卡尔逊强烈建议罗斯福向中国提供贷款及战略物资援助，

支援国共双方的抗战活动。卡尔逊劝解罗斯福不必担心中国会“赤化”成苏联模式；因为中共所倡导的

共产主义基于中国的文化心理，与美国人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迥然不同［21］。卡尔逊表示，中国战场关乎美

国的国家安全，“有说法认为，中国是在为我们而战……可以确定，日本在中国战场泥潭中困顿越久，就

会越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但假使它在中国实现了战略目标，那么其领土和权力野心将更加欲壑难

填”。卡尔逊提醒罗斯福，切勿对日绥靖，最终导致养虎为患。“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们与这场战争的

联系绝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日本每在中国攫取一步战略推进，它建立世界霸权尤其是太平洋主导权的

野心就愈加昭彰。而一旦中国的人力物力落入日本控制，它势必会基于此建立起强大的陆军与海军，直

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21］

卡尔逊的分析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然而，正是这些言论使他受到了种种非议。美国海军部对卡尔

逊关于中共的正面评价极为不满，禁止他对新闻界谈论华北的见闻［1］（P104-105）。这令卡尔逊深感压

抑，他希望“自由谈论、书写真实感受”［20］。1938年9月20日，卡尔逊正式向海军部递交辞呈。尽管如此，

他也并未停止对中国以及美国在未来战局中地位的思考。他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章，发表在《亚美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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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上①［2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的预言成为现实。此时他已再次从戎，效力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两栖

部队。1942年2月，卡尔逊奉命组建海军第二陆战突击营［25］。这支部队的组织动员及作战方法完全按

照八路军的模式进行［26］。卡尔逊十分自信，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坚信我们的整训理念是完善

可取的。”［27］当年8月16日，卡尔逊率领突击队运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取得了马金岛突袭战的胜利。11
月至12月，卡尔逊又运用游击战法，在瓜岛取得了数次胜利，被誉为海军陆战队史上最重要的突击作战。

罗斯福特意委托秘书格雷丝·图莉（Grace Tully）向卡尔逊转达嘉奖［28］。

实战经验加深了卡尔逊对中共抗战潜力的认知。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发展，卡尔逊愈加感到，有必要

重提自己当年的设想。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的大反攻阶段，美军在太平洋上对马绍尔群岛

展开攻势。2月23日，卡尔逊再次致信罗斯福，提醒他“时机已经成熟，该派遣与我有类似经验的人员前

往中国北部了。他们可以在华北开展基础工作，以待我们通过太平洋军事行动将东方与西方打通”。卡

尔逊诚恳地写道：“在那里我们将获得最可靠的信息，以及最忠诚的支持。”［29］罗斯福很快回复：“我相信，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重返华北的那一天终将到来。”［30］

1944年7月至8月，美军延安观察组18名成员先后抵达延安。卡尔逊同中共建立正式联系的建议

终于成为现实。10月28日，卡尔逊致信罗斯福，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当我听闻一支美军代表团正在

延安与第十八集团军一起工作，我简直太开心了！”卡尔逊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同中共建

立合作会更有价值：“我相信，我们的军事小组会信服，正像我自己信服那样，较之大部分国民政府及国

民党军队的领导人，‘所谓的’中共军队领导人更加值得信任（Trustworthy）。此外，中共领导人也会帮

助我们同民众建立有效合作，对我们在亚洲大陆实施军事行动更有帮助。”［31］

五、结语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不久，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给卡尔逊捎去了一封信②。这封信在今天读

来，仍能令人感到一种亲密珍贵的战友之情：“美军朋友们的到来是我们大家翘首期待的，具有非凡意义

……如果我们同盟军并肩作战，就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战果，也会大大减轻盟友方面的军事压力，我们共

同的伟业也将更快实现。任何力量都无法将我军在敌后的奋战与盟军的作战永远隔绝。我们之所以有

这样的自信，关键在于我们知道，像您这样真正代表着美国民主力量的朋友，正大声疾呼、笔耕不辍，努

力向渴望打败法西斯的人民展示我军英勇作战的实况，以及寻求合作的诚意……现在，我们迎来了18名
观察组成员……他们将去往我们的前线，亲眼看看人民被赋予机会为自己而战时，会爆发出怎样卓越的

战斗力……战争这一现实终于将我们同美国首次紧密维系在一起。”［32］

这封信是对卡尔逊多年来关注宣传中共抗战的高度肯定。卡尔逊将这封信附加在自己信件的后

面，一起寄给了罗斯福。罗斯福在回信中欣慰地写道：“重庆的态度已趋于明朗。我企盼，我们同‘所谓’

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能迅速步入正轨，并取得真正进展。”［21］

经过两次亲身敌后考察后，卡尔逊终于确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可以建成新的更加美好的

世界。1939年3月，在为《亚美杂志》撰写的文章中，卡尔逊曾坦言，他坚信中国国家力量的源泉来自于

中国共产党，中国有了成为世界伟大强国的前景。1944年10月28日，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再次强调了

自己的这一观点［31］。

中国历史的演进验证了卡尔逊的评价，他对中共的预言都成为了现实：中共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

① 1940年2月10日，卡尔逊在给莱汉德的信中附带了这篇文章。10 February，1940，Evans F. Carlson to Miss LeHand，Plymouth，Connecti‐
cut. President’s Personal File 4951，Carlson，Captain Evans F.，NARA，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② 这封信的署名依次为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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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中国人民的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现在中共正在

将中国建设成“世界伟大强国”。我们在回顾这段珍贵历史时，深感通过卡尔逊这样的有识之士的实地

考察和报告，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传播到美国和世界各国，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在

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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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Mainstay in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Carlson's Survey and Opinions on the CPC's Base Filed

Hu Dekun，Lu Xiaona（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Entrusted by President Roosevelt，the Naval Officer Evans Fordyce Carlson came to China

twice from 1937 to 1938. During his stay，he visited the bases behind the enemy's lines like the head-quarter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Shanxi，and the home of the central CPC in Yan'an，as well as Suiyuan and Cha‐

har. Carlson's travel covered almost a few thousand miles of China's territory，during which he kept a de‐

tailed record of what he saw，heard and felt，and sent it directly to Roosevelt's private secretary，LeHand in

the form of correspondences. It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correspondences that Roosevelt showed a deep in‐

terest in Carlson's reports. As the first American Military Officer who visited anti-Japanese bases，Carlson's

letters of observation provided a brand new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battlefields behind

enemy lines for American top leaders，which is really a far cry from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usual propa‐

ganda. In the letters to Roosevelt，Carlson presented his viewpoints：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War

will absolutely be a total victory，the CPC is the hope of China'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ource of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Apart from that，Carlson also clearly made

three predictions：China's future lies in CPC's side，CPC is the source of national strength in China and is the

hope to lead China to become a powerful nation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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