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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前言

　　在我们中国，乍提起美国记者J.B.鲍威尔，知道他的人也许还不多，但若提起《密勒氏评论报》及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知道的人就大有人在了。《密勒氏评论报》是解放前美国人在中国出版发
行的一份有相当3影响力的外文报纸，埃德加·斯诺当年访问延安时的身份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
记者，其名作《西行漫记》（原名为：RED STAR OVER CHINA，即《红星照耀中国》）即是那次延
安之行的最大成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J.B.鲍威尔恰恰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而埃德加
·斯诺的延安之行及其《毛泽东访问记》自1936年11月14日起在该报连载，则都是获得J.B.鲍威尔允准
的。这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动，因为这是有关毛泽东身世、言论及照片的首次公开发表，当时
在海内外曾产生了强大震撼。由此看来，J.B.鲍威尔是一名对中国人民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一定同情
心的西方新闻人士，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了。这或许也就是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特邀J.B.
鲍威尔之子访华的重要原因。　　的确，J.B.鲍威尔自1917年首次以新闻记者身份踏上中国土地以来，
直到1942年他因受日寇迫害而被迫离开中国，他的人生主要经历及命运，就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发生
了颇为密切的关联。在此期间，无论是刚来不久发生的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　“五四”运
动、北洋军阀混战，还是接着发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及国民党政府的建
立，以及以后发生的国共两党的对立与合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国外各势
力在中国的活动，等等，J.B.鲍威尔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不仅都耳闻目睹过，而且，凭着他作为一个新
闻工作者的职业敏感，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与社会活动，绝大多数都成为他所关注、报道的新闻“热点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原名为：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即《我在中国的25年》
）可以说就是他对自己在华25年主要生活经历的总结与回顾。但与一般新闻报道不同，由于这是一本
个人回忆录，所以不仅涉及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他个人的不少社会交往和遭际也夹叙其
中，书中所披露的许多第一手材料，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还觉得比较新鲜，不失其可读性与史
料价值。也正是出于此考虑，我们特不揣谫陋而通力将它译成了中文。　　的确，本书的翻译是一个
共同合作的成果。具体分工是：第一章至第十五章由邢建榕承担，第十六章至第三十章由薛明扬承担
，第三十一章至第四十章由徐跃承担。囿于学力，限于时日，书中可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诚望
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也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在J.B.鲍威尔所回
忆、叙述的历史事件及个人活动中，有些观点偏颇，甚至错误，有些内容也与真正的历史事实有出入
，抑或有歪曲之嫌。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除对少量实在离谱的段落作了删削外，一般都保留了原貌或
作了加注处理，希望广大读者阅读时予以注意。另，书中分六大部分及其标题是我们另加的。译者
1993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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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内容概要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主编鲍威尔回忆录》内容简介：在我们中国，乍提起美国记者J.B.鲍威尔，知道
他的人也许还不多，但若提起《密勒氏评论报》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知道的人就大有人在了
。《密勒氏评论报》是解放前美国人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一份有相当影响力的外文报纸，埃德加·斯诺
当年访问延安时的身份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其名作《西行漫记.》（原名为：RED STAR
OVER CHINA，即《红星照耀中国》）即是那次延安之行的最大成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J.B.
鲍威尔恰恰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而埃德加·斯诺的延安之行及其《毛泽东访问记》自1936
年11月14日起在该报连载，则都是获得J.B.鲍威尔允准的。这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动，因为这是
有关毛泽东身世、言论及照片的首次公开发表，当时在海内外曾产生了强大震撼。由此看来，J.B.鲍威
尔是一名对中国人民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一定同情心的西方新闻人士，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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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鲍威尔（Powell.J.B.） 译者：邢建榕 薛明扬 徐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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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开始与中国结缘　1.东方之行　2.密勒和《密勒氏评论报》　3.1917年的上海滩　4.孙中山和
袁世凯　5.内战的阴影　6.蓝辛一石井“事件”　7.流亡上海的白俄　8.编辑做说客　9.山东与华盛顿
第二部分  扑朔迷离的20年代　10.前清秀才、基督将军、东北虎　11.临城劫车亲历记　12.华南的事务
　13.20年代的党派斗争　14.“四一二”政变中的内幕故事　15.干涉的外交伎俩　16.采访“中苏之战
”第三部分  “九一八”枪声响起之后　17.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爆发　18.苏联、中国与日本之
间的微妙关系　19.海参崴之行　20.横越西伯利亚　21.1935年的莫斯科　22.取道日本回上海　23.1936
年的菲律宾第四部分  从“西安事变”到南京的陷落　24.西安事变　25.端纳的斡旋　26.西安事变的结
局　27.日趋紧张的局势　28.1937年的美国军舰和日本炸弹第五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29.我与《
芝加哥论坛报》　30.越来越重的压迫　31.炸弹与刺刀　32.纳粹德国的魔影　33.历史断线了　34.日本
人的“效率”第六部分  战俘生涯及迈向新生之路　35.恐怖的大桥监狱　36.“危险思想”　37.美国援
华谷物　38.交换名单　39.踏上归国航程　40.中国之未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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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章节摘录

我们定于1917年6月2日出版创刊号，紧张的筹备工作加快进行。就在创刊号出版前几天，我恰巧碰到
美国在华法院的一位官员。那时，美国在华法院的主任法官是罗炳吉，他是内布拉斯加州人。据那位
官员私下相告，罗炳吉法官正在作一项重要决定，如果我们的创刊号能够延迟一个星期出版，或许会
抢到一条好消息。我衡量再三，决定延期出版，这就是为什么《密勒氏评论报》定在6月9日，该月的
第二个星期六，而不是原定的6月2日，该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出版的原因。罗炳吉法官的决定果然重要
，但因此却招致一些未预料到的反应。其中之一，便是以美国人法兰克.J.雷文为首的一群颇有势力的
当地投资人，拚命反对这项决定。他们不仅憎恨罗炳吉法官，同时也憎恨我们的报纸，因为《密勒氏
评论报》独家刊登了这项决定。美国在华法院的这项决定，不准雷文和他的同伙组建私营的“美丰银
行”，除了法院的规程外，罗炳吉法官还特别提到，极需阻止在华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人组建诸如此
类的“松散而不负责任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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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后记

在我们中国，乍提起美国记者J.B.鲍威尔，知道他的人也许还不多，但若提起《密勒氏评论报》及美国
记者埃德加·斯诺，那知道的人就大有人在了。《密勒氏评论报》是解放前美国人在中国出版发行的
一份有相当影响力的外文报纸，埃德加·斯诺当年访问延安时的身份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
其名作《西行漫记.》（原名为：RED STAR OVER CHINA，即《红星照耀中国》）即是那次延安之行
的最大成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J.B.鲍威尔恰恰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而埃德加·斯诺
的延安之行及其《毛泽东访问记》自1936年11月14日起在该报连载，则都是获得J.B.鲍威尔允准的。这
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动，因为这是有关毛泽东身世、言论及照片的首次公开发表，当时在海内
外曾产生了强大震撼。由此看来，J.B.鲍威尔是一名对中国人民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一定同情心的西
方新闻人士，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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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编辑推荐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主编鲍威尔回忆录》：旧中国最著名的西方观察家和评论家，亲自批准《红星照
耀中国》的采写和发表，全面具体地回顾了他所亲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活动。

Page 8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精彩短评

1、filled with humanity
2、现在也没有机会读完，其实订了很多本书，真希望好好看看
3、11年2月9-10日，北洋时期159页。
4、fhsdkjgh
5、外国人的眼睛总会有新发现
6、侧面了解的历史，或者更接近真实
7、内容较杂。1993年翻译的，删削的部分比新出的版本要少一些。
8、美国记者在中国1917-1942
9、老外的视角
10、质量好！又便宜！我非常喜欢~
11、段子够多，有意思
12、翻译很简约，完全无感觉
13、本书记录了作者从1917年到1942年在中国、苏联、菲律宾等国家的见闻和感受，更重要的是纪录
下了100年世界更真实的模样。中国是作者的主战场，感谢他自始至终坚守新闻记者的立场，不偏不倚
，威武不能屈。当然，文字间还是能隐约感受到作者的倾向性。但人生来如此，不苛求。通过此书，
看到了100年前故乡上海，很有意思。可随着时间渐趋逼近战争爆发，翻页变得越来越沉重。100年前
的中国人，太惨！作者固然受到日本人的虐待，更何况普通中国百姓。国家的强大，世界的和平，太
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的杀伐决断。如果美国决绝于日本，珍珠港不会有惨剧，日军侵华的
节奏也会变化。如果蒋介石收起妇人之仁，多少亡魂可以流连几多春华。
14、非常有趣，几乎没有个人观点的记者式记录。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内容⋯⋯
15、著者经历的中国到时候的乱世道，又身与其中，笔法曲折，欲说不说，写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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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精彩书评

1、因为工作原因，我需要了解有关《密勒氏评论报》的有关信息，于是就到资料室找到了这本书。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是J.B.鲍威尔的回忆录，初翻这本书的前几页，我就确认这是一本充满了生动有
趣故事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当然，这仍然是一本历史传记。这本书的阅读过程给我一种独特的安全感
，虽然我已经大致了解到作者本人人生最后几年将会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但我仍然为本书作者所代表
的那种美国人的乐观精神和冒险精神所感染，而这些特点在埃德加·斯诺身上也有所体现，更重要的
是他们传奇的冒险经历是和我们中国息息相关的。本书一开始就介绍了鲍威尔带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
院院长沃特·威廉的介绍信应《密勒氏评论报》老板密勒的邀请来到上海担任该报编辑，于是舒舒服
地服坐在家里的我也开始以一个&quot;外来殖民者&quot;者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并在这一神秘的东方
国度开始冒险之旅，借用书中提到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话作为开场白，“中国正站在悬崖边上”—
—“事实上，从我50多年前来中国时起，这个国家一直站在悬崖边上。”（说句题外话，从今天看来
，似乎依然如此⋯⋯）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鲍威尔除了作为《密勒氏评论报》的第二任主编和老
板这一观察者角色外，他本人甚至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作为上海美国总商会
的代表游说了美国总统、参、众两院和企业、商业界等各方面的有力人士（从这一事件的过程中也可
以看到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事务是以怎样的民主形式实现的），推动了美国国会通过了中国贸
易法案，这一法案不仅给予在华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小企业家们特殊权利的保障，更使得美国开始深
入地介入中国事务，在华盛顿会议后这种对中国的影响得到进一步巩固，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
策意在促进中国的政治统一和外交地位的提升，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独立自主，因为一个社会安定的
中国市场有利于美国的在华贸易和利益，同时也改变了列强初步瓜分中国，而美国几乎无法介入其中
的局面。也许是地理和资源限制的因素，日本人对待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英美等欧洲国家有着明显的区
别。如果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出于商业和贸易的考虑，那么日本人希望更多地占有中国的领域，掠夺
这一地区丰富的资源。而美日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争夺也势必造成双方的政治、外交斗争，最后
日本也确实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大多数时期都是以同情者的身份站在中国
一边的。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报刊言论也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宗旨。发生于1923年5月
的”临城劫车“绑票案是一起在当时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一伙山东匪徒劫持了中国当时第一列钢制
列车，列车上有许多外国乘客，作者也是被绑架的外国人之一，其中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
大利人、中国人等等。在作者的记述中整件事情充满传奇色彩，而且成为反映当时中国社会复杂混乱
情况的一个侧影，这次绑票惊动了英美法意四国的政府和当时较为有势力的几个中国官府，尤其是北
京政府和山东省政府。由于被绑票的外国人中没有日本人，所以日本政府对于各国营救人质的建议表
示了相当的冷淡，甚至冷嘲热讽地暗示了英美等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逼迫日本退出在山东的势力，日本
人认为之所以会发生绑票案，正是由于该地区没有日本的维持社会安定所致。而在后来劫匪同官府谈
判中提到要建立一个由国际监管的中间地带，控制该地区的铁路枢纽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条件时，
作者也表示强烈的怀疑，并暗示幕后可能是日本人在搞鬼。从作者的记录看，整个过程有惊无险，除
了一路的劳顿和各种有趣的细节，感觉更像是一场意外的出游，当然，劫持的起初就表明了这是一起
严重的犯罪行为，火车被劫的当天夜里，一个罗马尼亚人朝一个土匪仍了一个茶杯，结果被当场打死
！从本书后面的描述看，他似乎也是整个绑票事件中唯一被打死的外国人。作者本人和一位法国人虽
然都带有手枪，但在劫匪强大的火力面前也只得缴械。中国的土匪不乏幽默感和人性色彩，他们在外
界不敢轻举妄动的情况下，还是严守承诺没有伤害人质，人质也得到红十字会的物资供应，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优待。劫匪和官府的谈判是完全中国式的，他们的目的在于让官府收编，并预支一笔“军饷
”，在一番讨价还价后，人质最终得到释放，并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回到上海，受到在华外侨的热
情欢迎。但是中国式的故事从来就没有严肃正经的喜剧，有的只是黑色幽默的悲剧。谈判结束后，山
东省政府就背信弃义地诱使600个招安的土匪集中到某处，并用机枪向他们扫射，匪首孙美瑶当场毙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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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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