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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援助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

党对美国开展统战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随着对国

际宣传工作的重视，中共在抗战时期逐渐形成了一

张明暗交织的对美国统战的国际宣传网。舆论的背

后是具体的人和组织。通过皖南事变后的国际舆

论，我们可以勾画出中共对美国统战的国际宣传网

络，探知这一网络的深度与广度。学术界关于皖南

事变后的中共国际宣传问题达成了两点共识：第

一，中共以重庆南方局为基地，主动发起国际宣传

攻势，批评国民党制造国共摩擦、枪口对内的行径，

并表明中共的抗战主张；第二，中共的国际宣传引

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推动美国政府对国共关系

的直接干预。①

不过，目前关于皖南事变后国际舆论的中英文

报刊资料仍有待进一步梳理，事变后中共开展对美

国宣传工作的研究也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例如，

中共海外宣传机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与美国的

中英文报刊如何形成内外互动关系？再如，事变后，

国际民间组织与美国华侨团体如中国人民之友社、

太平洋国际学会、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何以在其相

关刊物连续发声支持中共？中共如何与美国社会各

阶层建立联系，甚至影响美国政府？基于美国埃默

里大学菲利普·贾菲档案(Philip J. Jaffe Papers)，以及

《今日中国》(China Today)、《美亚》杂志 (Amerasia)、
《美洲华侨日报》、《远东通讯》(Far Eastern Survey)等
报刊资料，本文试图从跨国视角出发，探讨中共编织

对美宣传网络的具体过程。

一、事变后中共加强对美国宣传工作的背景

皖南事变后，国共双方剑拔弩张，中共党内对于

“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准备全面反攻”以及“英美对

事变的态度”两个问题的认识存在一个变化的过

程。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宣传工作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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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准备对国民党全面大反攻“无胜利把握，亦无

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

友均无充分理由”。②因此刘少奇提出“政治上全面

反攻，军事上暂不反攻”的建议，希望“在全国全世界

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

分裂行为，以孤立顽固派，并在全国造成我实行军事

反攻之理由”。③

1月17日，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使毛

泽东判断全国性破裂已经开始，认为“国民党准备与

共产党大决裂”，因此需要在政治、军事上皆做好反

攻准备。此外，毛泽东猜测：“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

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义

[意]。”④1月18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指出，“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

着与我党破裂”，“皖南事变即是三国同盟以来国民

党内亲日派、英美派同谋的一连串反共事变的继续

发展”。⑤

1月 25日，毛泽东在考量形势的发展以及苏联

方面的建议后，对“在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问题改

变态度，向周恩来发出“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

势”的指示。毛泽东指出，“延安命令及谈话已直发

中央社、蒋介石、香港、上海及各地”，“蒋一月十七日

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

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

捉住一月十七号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

移，绝不妥协”。⑥毛泽东的电文标志着中共开始决

心从政治舆论而不是军事上反击国民党。

经过中共一段时间的政治宣传攻势，尤其是国

际舆论宣传，英美方面对皖南事变的态度逐渐明

晰。2月 13日，任弼时在总结事变后英美方面态度

时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和顽固派采取

‘限共’、‘反共’的政策是赞成的，但对于这次消灭皖

南新四军，宣布新四军为‘叛变’，取消其番号，也认

为这种干法可能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而不能达

到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除少数的外交官

员和某些反动的外国记者赞成国民党这种干法外，

大多数的外国人，认为这次事件要直接影响中国抗

战的前途。许多英美人士，要求其本国政府注意这

一事件的发展，并给中国当局以压力，以免事件的继

续扩大。”⑦2月17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等的电文中指

出英美不支持国民党扩大“剿共”进攻：“日蒋没有妥

协以前，蒋大举对我进攻是不可能的。第一他没有

便利战场，第二政治上不好动员，第三英美都不赞

成，第四蒋桂已有矛盾。”⑧

2月 14日，周恩来与罗斯福特使居里就皖南事

变问题举行会晤，周恩来向居里提供皖南事变真相

的若干材料。会谈后居里向蒋介石声明，在国共纠

纷解决以前，美国将延缓对华提供大量经济援助。⑨

2月19日，周恩来在发送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将运用

英、美、苏的外交列为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压力的首要

方法，周恩来指出：“对顽固派以压的办法，运用外交

(英、美、苏)、金融(外汇跌价)、经济(粮价、物价高涨)、
地方(川、康、滇)各种关系压力。”⑩周恩来的这一判断

很可能是基于这一阶段中共对英美尤其是对美国宣

传工作的效果显著。

二、中共外宣机构及跨国记者群体向美国新闻

界传递信息的过程

为引导国内外舆论倾向，蒋介石于 1月 27日强

调新四军受到军法制裁“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

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

其中”。同时国民政府加紧了对进步舆论的压制，

阻挠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事变真相，桂林《救亡日

报》于 1941年 2月被禁止出版。昆明、成都、贵阳、

桂林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

封闭。中共新闻通讯机构——国际新闻社(简称

“国新社”)桂林总社、重庆分社被迫关闭，范长江、

黄药眠等负责人转移到香港。不过，此时国新社香

港分社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仍可以正常运转、沟通

内外。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新社香港分社向国际中英

文报刊发送新闻专稿。国新社香港分社一直与纽约

的《美洲华侨日报》合作紧密，该报在皖南事变前后

连续转载国新社多份新闻稿件。1941年 1月 16日、

17日《美洲华侨日报》发表国新社记者题为《政界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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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之时局谈，内部团结虽已日感严重，只要大家努力

仍可好转》的采访专稿。值得注意的是，《美洲华侨

日报》曾发表国新社特讯，报道宋庆龄、柳亚子、何香

凝、彭泽民于1月12日上书蒋介石，指出事变的发生

令“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

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

持”，呼吁蒋“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

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以往研究一般

认为宋、何、柳、彭的上书被国民党当局阻挠，此信暂

未在香港和大后方公布，后由《新中华报》于2月9日
发表。实际上，国新社香港分社与美国的及时联络

使《美洲华侨日报》先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在 1月 29
日发布了此信。1941年 2月 1日、2月 3日，《美洲华

侨日报》发表国新社香港分社提供的专稿《新四军事

件发生后，敌加紧施加“以华制华”阴谋，香港报纸关

心团结》。国新社在该稿中梳理了香港关于皖南事

变的舆论。1941年2月3日、4日，《美洲华侨日报》发

表国新社题为《已撤销番号宣传解散的新四军的过

去与现在》的时评文章，国新社在文中介绍了新四军

的成立经过、发展过程与分布状况。此外，国新社也

给美国英文刊物供稿。例如，《今日中国》(China To⁃

day)于1941年4月发表了国新社的新闻，报道陈友仁

对新四军事件的评论。陈友仁称“中央政府没有理

由将新四军从长江转移”，“如果发生内战，美、英、苏

对华援助也会自动停止”。

国新社香港分社还于1940年1月起出版发行英

文刊物《远东通讯》(Far East Bulletin)，主编为陈翰

笙，副主编有贝特兰、恽逸群等。《远东通讯》的业

务经理为邱茉莉(Elsie Fairfax-Cholmeley)，她曾任太

平洋国际学会刊物《太平洋事务》秘书，1939年与陈

翰笙夫妇一起抵达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同

时帮助建立工合国际委员会。事变发生后，陈翰笙

立即将报道事件原委的《远东通讯》寄送给美国友

人。在2月4日致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爱德华·卡

特(Edward C. Carter)的信件中，陈翰笙提到他向卡特

发送了报道新四军事件的 2月 1日第 27期《远东通

讯》。同时，陈翰笙嘱托卡特将该报转发给埃文斯·

卡尔逊将军(Evans Carlson)阅览。卡尔逊与罗斯福

关系亲近，曾访问八路军、新四军部队。陈翰笙希望

通过卡特与卡尔逊影响美国政府对皖南事变的

看法。

事变发生前后，中共与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斯诺(Edgar Snow)等记者及时取得联系并向

其提供新四军的相关材料。1940年12月，在事件爆

发的前一个月，中共发布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

的指示，要求党内对来访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

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

度”，“待之以外宾之礼，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

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据斯特朗回忆，在

她1940年12月停留重庆期间，周恩来曾多次与她长

谈，提供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历史与现状的相关材

料。斯特朗于12月24日离开重庆，经香港返回美国

前，周恩来告知斯特朗等待通知，暂不发表这些材

料。周恩来的安排很可能是希望斯特朗积蓄力量，

以在国共矛盾激化时握恰当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对

国民党进行反击。斯特朗在香港中转时接受了国新

社香港分社的采访，她在采访中虽未发布新四军的

详细材料，但是提醒英美政府，国共矛盾如果升级将

影响英美利益：“中国团结问题如果向最坏的方面发

展，无疑将便利了日本的南进，而使英、美遭受极大

的不利，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如果

遭受挫折，就等于世界的民主政治受打击，中国团结

问题的发展，已不仅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是与国际

利害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了。”

斯诺回忆：“对于这次屠杀事件的详细情况，我

比别的记者知道得早，是新四军的后方联络官廖承

志告诉我的。”斯诺对新四军的发展历史较为了解，

1938年他曾在汉口采访项英，并在之后发表题为

《中国的新四军》的介绍文章。为争取对新四军的

国际援助，1939年斯诺夫妇在旅居菲律宾期间与南

洋多个华侨领袖联系募捐，计划为新四军建立“国际

工合中心”。事变发生后，斯诺反应迅速，于1941年
1月 7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

bune)发表题为《随着国共分裂加剧，恐出现决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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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他在开篇讲道：“各界人士深为忧虑：大规模

之内战将于1941年初重新爆发。即使中共接纳国民

党现在之要求，照现在之趋势，战事恐亦难以避

免。”1月 22日，斯诺继续在该报发表题为《经过在

中国的九日作战，共产党击退了国民党军队，斯诺称

国民党军队袭击了共产党军队，造成中共军队 4000
人伤亡》的文章。

2月，斯特朗收到中共通知，开始在美国发表一

系列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2月2日，斯特朗在《每

日波士顿环球报》(Daily Boston Globe)发文称，国民党

军队对新四军进攻导致新四军 6000人伤亡，军长叶

挺被俘。斯特朗认为事变可能是“国共内战的开

端”，并影响“世界战争的平衡”。2月 28日，她在

《亚特兰大宪法报》(The Atlanta Constitution)发表《中

国危机中的亲日阴谋受到指责》一文。在报道的开

头，斯特朗称她收到了“来自香港的未经删减的资

料”，并转引毛泽东 1月 20日的谈话，指出皖南事变

是日本在订立日、德、意三国同盟后，为解决中日战

争而策动中国内部变化的阴谋。斯特朗还提及了中

共列举的日本和亲日派十五个步骤的阴谋计划，并

强调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事变发生时，斯特

朗、斯诺皆不在中国内地，他们对新四军事件及时、

有深度的报道使中共从国民党新闻封锁中“突围”出

来，引起美国新闻界的关注。

三、中共对国际民间组织与美国华侨团体的舆

论影响

皖南事变前后，太平洋国际学会、纽约中国人民

之友社、保卫中国同盟与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在其

刊物上持续为中共发声，这与中共长期以来对国际

民间组织与华侨团体所做的国际统战工作有关。太

平洋国际学会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于

1925年，是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

等问题的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学术组

织。太平洋国际学会总部先后设立在檀香山和纽

约，鼎盛时期该会在美国、加拿大、中国、苏联、日本

等国设有14个分会。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冀朝鼎

先后进入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1933年，陈翰笙出

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

1936年，陈翰笙根据中共和苏联太平洋学会安排，协

助欧文·拉铁摩尔办《太平洋事务》季刊，4月底陈翰

笙夫妇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卡特·爱德华、拉铁

摩尔、邱茉莉等一同从伦敦前往纽约。1936年，冀

朝鼎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会议中国代表团成

员，1937-1940年，冀朝鼎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

秘书处研究员。

陈翰笙、冀朝鼎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内广交好

友。拉铁摩尔曾回忆说：“我在中国会员里最亲密

的朋友是陈翰笙和冀朝鼎。陈翰笙是中国太平洋

关系学会书记处成员，1933年我在班夫太平洋关系

学会会议上首次见到他。我们马上觉得彼此意气相

投……冀朝鼎是另一个有趣的人物。我知道他受到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我没有理由相信他是中共党

员。战后我被告知，他实际上是共产党员。”1941
年，冀朝鼎通过孔祥熙与美国友人的关系，离美赴重

庆出任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The American-Brit⁃
ish-Chinese Currency Stabilization Board)秘书长，在国

民党内部开展中共地下党工作。在这一年初，冀朝

鼎推荐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书记的徐永煐应

聘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员。徐永煐与冀朝鼎是清

华大学的同学，就读期间他们与施滉等八人成立秘

密团体“超桃”，1925年徐永煐赴美留学，1927年加入

美国共产党。

在陈翰笙、冀朝鼎、徐永煐的影响下，太平洋国

际学会内部同情中共、支持中国抗战的会员逐渐增

多。皖南事变发生后，太平洋国际学会持支持中共

一方的态度。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刊物《远东

观察》(Far Eastern Survey)在1941年的第1期与第2期
发表了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关于皖南事变的两

篇评论文章。博格在《中国的红军》一文的开篇写

道：“统一战线出现裂痕的含义，只能根据国共过去

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来判

断。”博格详细阐释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及

其在对日战争中的战绩，并概述了陕甘宁边区的经

济、政治政策。此外，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处秘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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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米切尔(Kate Mitchell)在 1941年《今日中国》第 2
期与《美亚》杂志第2期同时发表题为《中国的政治危

机》的评论，她在阐释事变发生原因时指出：“近日最

新消息及私人报告均显示中国濒临极严重的政治危

机，此危机实由重庆方面之一小撮握有实权的亲法

西斯派所导致，他们努力为对日投降清除道路。”再

有，《美亚》第 3期、第 5期登载了汉斯·希伯(笔名亚

细亚人，Asiaticus)撰写的《叶挺将军自传》和《中国的

内部摩擦有助于日本》。汉斯·希伯为德国共产党

党员、太平洋国际学会成员。1939年他以太平洋国

际学会《太平洋事务》记者的身份，与史沫特莱、杰

克·贝尔登一道访问新四军军部，会见周恩来、叶挺、

项英等中共领导人。

除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冀朝鼎曾在另一个国际

民间组织——中国人民之友社 (The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表现活跃。1933年5月，冀朝鼎、美共

同情者菲利普·贾菲以及其他几位美共党员在纽约

成立了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外围组织中国人民之

友社。截至1936年，中国人民之友社在美国境内发

展了纽约布鲁克林区分会、费城分会、旧金山分会、

洛杉矶分会等分支机构，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等

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相继成立。1934年 10月，中

国人民之友社的机关刊物《今日中国》创刊，冀朝鼎

(笔名 Hansu Chan)、菲利普·贾菲、托马斯·毕生

(Thomas Arthur Bisson，笔名Frederick Spencer)等担任

主编。

事变发生后，菲利普·贾菲等八位中国人民之友

社成员向蒋介石发送电文，呼吁中国团结。1月 28
日，《美洲华侨日报》翻译了该电文，内容如下：“蒋介

石将军勋鉴：最近消息纷传攻击新四军及逮捕军长

叶挺，美国人民对之极为关切。此种行动，只能对日

有利，而损害中国在美之声誉。吾人深感恢复中国

人民之团结，为制止亚洲极权国侵略之要图。”此

外，为吸引美国民众对于事件的关注，《今日中国》2
月与3月刊的杂志封面皆使用以新四军为主题的木

版画。《今日中国》在 1941年 2-4月大量发表皖南事

变的相关评论文章、新闻报道、历史文献与电文转

载。《美亚》是1937年3月冀朝鼎与菲利普·贾菲第

二次联手创办的杂志。1937—1940年，冀朝鼎任《美

亚》杂志主编，并开辟专栏“远东经济笔记”。皖南

事变后，《美亚》不仅发表了以上提到的斯特朗、米切

尔、汉斯·希伯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在 1941年 5月发

表了巴尼特对周恩来的采访实录。

香港方面，1 月 19 日保卫中国同盟 (China De⁃
fense League，简称“保盟”)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廖

承志做关于皖南事变情况的报告。会后，保盟向英

美等援华组织告知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保盟是

宋庆龄、廖承志、邓文钊等在香港筹划成立的国际民

间组织。该组织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中共

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招募医疗人员与募集物资。

从争取国内外更多支持的统战角度出发，宋庆龄等

邀请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担任保盟要职。

1941年1月23日，保盟成员贝特兰(James Bertram)给
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米尔德里德·普莱斯(Mildred
Price)致信指出：“此时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公众舆论

应该被动员起来给重庆带来压力，以利于团结与继

续抗战……我们已将皖南新四军事件的消息(1月6-
13日)发送出去，并向英国的两位主要议员——艾

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ninson)和埃莉诺·拉斯伯恩

(Eleanor Rathbone)以及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发信，敦促采取行动、抗议并要

求释放囚犯。因此，在英国和中国，人们很可能会做

自己该做的事情。希望您组织类似的事情。保盟的

新年贺词清楚地阐明了我们自己的立场。”此外，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发表多篇关于皖南事变的评论

文章，在 2月 15日发表的《统一战线继续存在》一文

中，保盟指出：“新四军事件对于抗日统一战线而言，

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让这次事件成为对亲日派的

教训、对中国爱国人士的警告，并且使国内外一切民

主力量继续努力，使国内和国际的反侵略统一战线

继续存在。”

上文提到，国新社香港分社与《美洲华侨日报》

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美洲华侨日报》是在中共

影响下，依靠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称“纽约衣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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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创建的华侨报刊。抗战时期，纽约衣联会支持

抗日救国活动与在美华侨反歧视、反剥削斗争，成为

纽约华埠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1939年纽约衣联

会提议，为“反映华侨舆论、客观报道祖国情况，特别

是侨乡实况”，应该创办一份“华侨自己的报纸”。

1940年7月8日，《美洲华侨日报》依靠纽约衣联会创

刊，社长为中共党员唐明照，冀贡泉担任总编辑，该

报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徐永煐。唐明照于 1931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

长。1933年唐明照赴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留学，毕

业后进入纽约衣联会担任英文干事，1939年任美国

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书记。冀贡泉为冀朝鼎之父，早

年留学日本，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38年经周恩

来指示，冀贡泉、冀朝鼎携家人赴美国工作。在唐

明照、冀贡泉、徐永煐的影响下，《美洲华侨日报》逐

渐成为中共对美国华侨开展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阵

地，纽约衣联会内部同情中共的成员也日益增多。

1月 8日，全美洲洪门就国共矛盾问题致电两

党，《美洲华侨日报》在 1月 10日发表了该电文内

容。1月 13日，《美洲华侨日报》发表社论《空前绝

后的团结任务》，谴责国民党方面发动皖南事变，指

出：“因为中国的内战，是要把中国弄到四分五裂，弄

到抗战领袖身败名裂，弄到全国的民众破家荡产，弄

到要走上卖国投降的道路的最有把握的敌人的武

器。而事实上，抗战与内战势不能并存，分裂与投降

必相为因果。如果有人说中国是可以一面反共，一

面抗日的话，那不独是欺人之谈，实是准备投降的烟

幕弹。”1月15日，纽约衣联会在《美洲华侨日报》发

表《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为促进团结抗战致国共两

党领袖快邮代电》，指出“前方杀敌致果，即奋发勤捐

输；闻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更奔走相庆；而闻走私

贪污囤积敛财之消息，及党同伐异之传闻，则疾首蹙

额，望祖国而长叹！殊意严惩贪污之令尚未见诸厉

行，而调防移防之事，乃先成为问题”，呼吁国民党收

回新四军调防令。1—3月，《美洲华侨日报》还发表

了《事实胜于雄辩，胜利高于一切》《孙夫人上书请撤

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所闻异词”的新四军事

件》《以血战杀敌，去呼吁团结》等多篇社论，并转载

古巴华侨救国大同盟、美国费城华侨联合会、美南

列珠文华侨救国会、美国加省华工合作会、致公堂

驻墨西哥机构、纽约华侨青年救国团等美洲华侨团

体致国共两党的电文，将华侨声援新四军的舆论推

向高潮。

四、余论

随着中共对美国宣传工作的逐层展开，国民党

在皖南事变后国共舆论话语权的争夺中逐步陷入被

动。1941年 1月 30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在致

外交部电文中提到：“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

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不仅Carlson一人

也。故深盼部中将此事详情及本月初以来之经过，

电告本馆，以便随时向美国朝野解释。”受制于事变

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希望息事宁人，缓和国

共关系，以确保美国政府顺利向国民政府提供援

助。蒋介石在2月22日的日记中指出：“共党对美国

朝野之宣传已深，居里受其影响之深刻，已成不可救

药之象，然不可再与之多论共党问题，反增其疑虑，

只可暂时置之。”3月 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答

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国共双方激烈对抗

的局面暂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国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也

促发中共进一步考量对英美政策的调整。上文提

到，美国学者巴尼特(Robert Warren Barnett，鲍华伦)
在重庆对周恩来就皖南事变的相关问题进行采

访。巴尼特为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 (Arthur Doak
Barnett)之兄，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表现活跃，1951年
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列为美国国务院内同情

共产党的重点调查对象。在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之

时，周恩来向巴尼特阐述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分

裂行为，表明中共代表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具体原

因，并表达了中共对美国态度的转变。巴尼特提

问：“我在重庆的时候，有人反复说中国共产党人反

对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支持，因为这样的支持

可能被用于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人是否需要美

国的援助？”周恩来回答：“我们期盼任何能加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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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抗战的力量。我们担心这种援助可能被用来发

动对我们的攻击，但如果美国的援助是为了支持我

们的抗日战争，我们欢迎这种援助。迄今为止，中

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援助并不满意。美国应该结束

与日本的所有经济关系。这样的做法比美国能做

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效。到目前为止，日本从美国获

得的援助远远超过中国。”巴尼特追问：“中国人是

否会对美国这种活动感到忧虑，因为这可能导致美

国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渗透？”周恩来回复：“如果美

国对中国的支持是由美国人民、富有同情心的媒体

和一个友好的政府支持的，中国就没有恐惧。帝国

主义涉及军事和经济压迫。忠告和帮助不是帝国

主义。”在谈到与居里会面情况时，周恩来表示，居

里是一个“热衷于了解事实”的人。

此外，事变后周恩来曾安排南方局外事组王炳

南、王安娜、龚澎拜访重庆的外国记者与外交官，王

安娜促成了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

尔 (Archibald Clark Kerr)与周恩来的私人会谈。5
月，周恩来会见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与鲁斯夫妇，

他们表示支持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不满

国民党的抗战不力。5月 16日，周恩来致电八路

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并报毛泽东提到：“根据海明

威等所谈，我们在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建议在

香港多选几个人，‘配合这种活动，活动方针须与重

庆合拍’。”周恩来希望重庆、香港与美国之间的中

共国际统战网络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充分发挥以国

际统一战线推动国内统一战线的作用。一方面，皖

南事变后中共化危为机，其对美国的宣传工作使中

共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形象在美国政府与民众的

视野中得以强化；另一方面，中共认识到在外交上，

尤其是中共对英美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

综上，皖南事变后中共以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

局为基地，形成了在港跨国记者、保卫中国同盟、国

新社香港分社为主体的香港宣传群体，同时在美国

构建了中国人民之友社、太平洋国际学会、纽约衣联

会等为核心的美国宣传群体。重庆、香港与美国的

宣传群体之所以能达成高效合作，与旅美中国共产

党人开展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相关。例如，冀朝鼎

曾在多个国际民间组织与报刊媒体如太平洋国际学

会、《今日中国》、《美亚》、美国援华会表现活跃；陈翰

笙也曾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保卫中国同盟、工合国

际委员会等多个国际民间组织的工作。如此，中国

共产党对美国宣传网络在重庆、香港与美国三地不

断缠结与联系。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

战，这更加坚定了中共联合英美共同反对法西斯的

决心。12月9日，中共提出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

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强调“中国人民

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

义”。1942年1月，美、英、苏、中为核心的国际反法

西斯联盟正式形成。此后，不仅中共进一步扩大与

英美民间组织的交往，积极争取美国政府派遣观察

组进入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也期待在

对日作战中获得中共的帮助。1944年，在罗斯福致

电蒋介石以及华莱士访华后，国民党终于同意美军

观察组派驻延安，由此开启了中共与美国政府正式

接触与合作的历史。

注释：

①相关研究如何迪、曹建林、翟卫华《周恩来同志在皖南

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 1期；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3期；贾钦涵：《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与居里会谈述析》，《中

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等等。文献资料如中国抗日战争

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

版社，2015，等等。

②《刘少奇关于建议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暂不反攻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 1月 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1，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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