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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平①

从做红军外交官到从事

统战政协工作三十二载

说起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H 即《西行漫记)) ) ，人们并不陌生 。

在《西行漫记》书前插页第 27 页上，

有这样一幅注明为"傅锦魁"的红军干部

照片:灿烂的阳光下，身材挺拔的他，身穿

整洁的红军干部服，腰扎武装皮带，英俊

的脸庞上露出浅浅的笑意，干净的头发向

后整齐地梳起，潇洒精干，充满活力 。 白，t .. 

1938 年 2 月上海复社翻译出版《红星照耀

中国》中文本《西行漫记》起，70 多年来，

该书经过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并出现了

多种译本，总印数早已超过千万册，然而

"傅锦魁"这个红军干部到底是谁，对广大

读者来说却始终是一个谜。

其实傅锦魁"的真名 叫胡金魁。
《 西行;受记》 中被误译为傅锦魁的胡金魁

因为他浓重的江西口音，斯诺 L937 年在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著中将他的名字误拼成" FuChin-kuei" ，导致后来各

种中文译本都错误地译成了"傅锦魁" 。 在他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背后，却

蕴藏着一个"红小鬼"鲜为人知的人生传奇。

① 作者为解放军出版社文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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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邓发介绍胡金魁入党

1937 年 5 月，为纪念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0 周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驻

地专门召集参加 1927 年湘楼边界秋收起义后成立的中间 r农 e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 照片冲洗时 ，毛泽东专门在这张合影的上方题

写了两行宇 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 r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

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一儿 :七， 儿)1，于延安城。 " 参力11这次合影的共有

18 个人，前排坐在地上者左赳依次为:赖传珠、张宗逊、孙 Jf楚、赖毅、谭冠

三 、胡友才;后排站立者左起依次为:杨 ÎT. --: 、陈伯钧、毛泽东、龙丹二百、周昆、

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金魁和贺子珍。

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 后

排站立者左起依次为:杨立三、陈伯钧 、 毛泽东 、龙开富、周昆、谭希林 、 罗荣

桓、浮政、刘型!、杨梅生、胡金魁和贺子珍

胡金魁， 1906 年 12 月 4 日生于江西峡江县戈坪乡流源村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 1 2 岁时随哥哥到吉安学徒做工。 1924 年，他积极组织参加赤色工会，

一 2 一



·从做红军外交官到从事统战政协工作三十二载·

并当选吉安市缝纫工会委员。 1927 年，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31 年初，胡金魁被调到红十三军经理处任股长，不久又调任红军总司

令部副官处科员 o 1933 年 3 月，胡金魁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科

员，后升任保卫局副科长、科长。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胡金魁所在的国家保卫局和军

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参加了长征。 11 月间，

在部队前往贵州的行军途中，胡金魁经局长邓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指派胡金魁全程陪同埃德加·斯诺采访陕北苏区和红军

1935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博古任主

席，下设七部一局。 1936 年 1 月宣布增设外交部，下设交际处。胡金魁 1936

年 1 月出院后，调任外交部交际处工作。而此时的外交部实际上由周恩来主

持工作，外交部招待所①所长是胡金魁，外交部秘书是王立人。 1936 年 6 月，

在宋庆龄的帮助推荐下，斯诺开始了自己"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伟

大历史之旅，即到陕北苏区采访。

与斯诺同行的还有年轻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博士②。毛泽东指派胡

金魁全程陪同斯诺在保安和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进行采访。毛泽东告诉

胡金魁:一定要搞好生活饮食，吃饱吃好，务必使客人感到有"宾至如归"的感

觉，同时还要从各方面尽量满足斯诺的采访要求，帮助他解决困难，保证他的

人身安全，保证一路平安、愉快。

1936 年 7 月 8 日，斯诺抵达苏区前敌指挥部安塞县白家坪。在这里，周

恩来为斯诺拟定了→张为期 92 天的采访苏区日程表和路线图，并接受了他

的采访。按照周恩来的安排，胡金魁作为外交部的专使与保卫局干部李长林

一起，陪同斯诺前往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住进了提前

为斯诺准备好的外交部招待所。这是一间坐北朝南的房子，阳光充足，挂着

当时保安罕见的洁白的新窗帘。斯诺对此十分满意。胡金魁后来回忆说:

"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每天给他安排小米稀饭、烤馒头、炒鸡蛋一

① 外交部招待所，即交际处。

② 乔治·海德姆博士，即马海德。

一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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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食物，他总是吃得津津有味，还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少。"

7 月 15 日，毛泽东在保安接见了斯诺。随后，两人就抗日战争问题和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问题进行了数次畅谈。在保安，斯诺先后

采访了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张闻天、陆定一、李克农、杨尚昆等他

能采访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在保安采访一个月左右，斯诺一直住在招待所

里，生活上由胡金魁负责招待。而实际上这个时候，招待所里的"外宾"极少

见，自然他也就成为招待所所长胡金魁最尊贵的客人了。胡金魁除了要安排

好斯诺的住宿之外，还要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密安排好斯诺的饮食，

每天都要给他调剂小米粥、烤馒头、炒鸡蛋，尽量翻新花样，让毛泽东的这位

"外国客人"吃得有滋有味。

在斯诺的眼中，胡金魁把他"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

在采访了众多高级将领和红军干部战士之后，斯诺希望毛泽东向他讲述

自己的革命历程和人生传记，并"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

回答"。但毛泽东认为他"个人是不关重要的没有同意。最后，毛泽东建

议他先到宁夏红军的前线去采访。当时那里有国民党军包括马鸿适的 20 万

大军与红军对峙，战斗频繁。斯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1936 年 8 月下旬，他们出发了。一路上，胡金魁和李长林陪同斯诺骑马

西行，不受任何限制地采访了红军将领、士兵和农民群众。同行的还有时任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亮平①，后来王汝梅②也加入进来。

在前往红军前线采访途中，斯诺曾经有过"打退堂鼓"的打算。途中访·问

吴起镇后的一天中午，斯诺了解到国民党军即将发动对苏区另一次大攻势，

于是产生了到国民党占领区即兵力较强的一方进行报道的打算，对是否去红

军前线向吴亮平表示了犹豫。吴亮平劝他说:你不去我们红军的前线，你会

后悔的!你这次采访也是不完整的。而胡金魁则以生气来激将，对吴亮平大

声说我看哪，干脆你陪他回去，我一个人去前线。"胡金魁这么一生气，反倒

让斯诺想通了，决定继续前进。胡金魁还是一个人在那儿生闷气，斯诺走到

① 吴亮平，即吴黎平。

② 王汝梅，即黄华，当时从燕京大学刚刚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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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红军外交官到从事统战政协工作三十二载·

胡金魁身边说傅同志，走!带我去前线!"胡金魁这才露出了笑容，带领斯

诺继续向西边的红军前线指挥部奔去。

后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七章"去前线的路上"中写道我当

时是同傅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

线。像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

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

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

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从保安出发两个星期走了 200 公里，终于快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宁

夏预旺堡了。驻军看到一队人骑马朝他们奔来，其中一个认识胡金魁，赶紧

下马向胡报告说彭总正在等候你们!"随后，大家快马加鞭，见到彭德怀率

一行高级将领正在司令部门外迎候他们的到来。

在宁夏前线预旺堡，斯诺采访了彭德怀、李富春、左权、聂荣臻、徐海

东、程子华、陈展、张爱萍、杨成武、杨得志、萧华等著名红军将领。陪同斯

诺在红军前线采访的过程，给胡金魁留下了美好而又难忘的人生回忆。大

西北的夜空是很清新的，因此，斯诺特别喜欢露宿。在星光下，他常常和胡

金魁们畅谈到深夜，而且总是谈得那样的诙谐、乐观。记得有一次，当他谈

到他来苏区采访，国民党造谣说到苏区去共产党是要"剥猪秽"①时，他乐

呵呵地告诉胡金魁我倒真感到了游子如归，自由元束哩。一路上，你们

怕我喂了狼，夜夜陪我露宿。我这个‘外国佬'→点也不孤独，不寂寞，更不

必担心‘剥猪秽'。"

9 月 7 日，在红军前线采访一个多月后，斯诺、马海德和吴亮平、胡金魁、

黄华在宁夏预旺堡兵分两路。马海德由黄华陪同随部队前往甘肃，去亲眼看

一看红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三军会师"的伟大场面。而斯诺则由吴亮平

和胡金魁陪同，起身赶回保安。

从宁夏、甘肃前线返回保安的路上，斯诺与胡金魁骑着马一路上有说有

笑，他们早已是好朋友了。斯诺说，这次没有见到朱德总司令很遗憾。胡金

魁告诉他:朱总司令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会师的，你不能再等→等?斯诺说:

①剥猪锣，即杀害之意。

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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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我妻子佩格来信说她已经到了西安，正准备到保安来，我得回去接她。

胡金魁开玩笑说:哟，还是老婆重要哟!他们从甘肃河连湾南下的路上看到

一队少年押着两个被俘的民团匪首，斯诺以为他们就要被枪毙了，就去问胡

金魁。胡金魁摇摇头说我们不杀俘虏，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

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

回到保安，斯诺又住进外交部招待所，生活依然由胡金魁负责安排照顾。

分别时，斯诺送给胡金魁一只圆形挂、座两用表和一支派克笔

经过近两个月的采访，斯诺感到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编一本"红色中国名

人录"了，但是还缺少毛泽东的传记材料。

1936 年 10 月 8 日前后，胡金魁带来了毛泽东请斯诺前去谈话的邀请。

斯诺有点不敢相信真的?"胡认真地说真的!不是真的，难道还有假?

我们红军没有说假话的。"这天，毛泽东兑现了他的诺言，→连花了十几个晚

上，在自己窑洞里那昏黄的烛光下向斯诺讲述了他的"自传"。

1937 年，斯诺把毛泽东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形式在美国《亚细亚》月刊

7 月号至 10 月号上连载。同年 8 月，经上海复旦大学《文摘》主编孙寒冰介

绍，由汪衡翻译为中文发表;同年 11 月，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单行本图书《毛

泽东自传~ 0 1938 年 2 月，斯诺又将其收入《红星照耀中国~-书的第四章

"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中，在英国出版。

在保安，斯诺参观了红军大学、红军剧社，观看了红军战士和"红小鬼"的

演出。他还采访了博古、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赂、伍修权等红军

高级将领和李德，和他们一起打篮球、打网球、打桥牌，还和他们一起用可可

粉制作咖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胡金魁回忆说斯诺带的东西很多，有好几部照相机，大量的胶卷，许多

必用的书报杂志和笔记本，一共有几麻袋，我们专备一匹马给驮这些东西。

采访中，他自己累得满头大汗，却经常翘起大拇指夸奖我们为他分担了重任;

我们当然更是感谢他远涉重洋、不辞劳苦到大西北来采访，宣传红色中国，介

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而在斯诺眼里，胡金魁"具有大学毕业生的文雅、沉着

风度，但他却是一个完全自学，或者说是由红军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为

人幽默、有耐性、机警和勇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五年前，他还是一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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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做红军外交官到从事统战政协工作三十二载 ·

不识丁的工

厂 工 人"①。

显然，斯诺对

这个"红小

鬼"的成长，

感到十分惊

呀和佩服。

其实， 1936 

年，胡金魁正

是而立之年 ，

整整 30 岁

了，已经从一

个"红小鬼"

成长为一 名

镇定自若的

".-a 

斯诺(右 ) 和胡全魁( 中 )、李长林三人一起骑马的合影

第一代红军外交官了 。

和斯诺朝夕相处两个多月，胡金魁和斯诺成了好朋友 。 其fri着还给胡金魁

照了很多照片，除了美国《生活》杂志 1937 年 2 月号发表的那张单人照之外，

斯诺还留下了自己和胡金魁、李氏林三人一起骑马的合影。 斯诺告诉胡金

魁，他在红色中国的采访，找到了"东方魅力"的故乡 。 1936 年 10 月底，斯诺

结束了在红色苏区的采访行动，胡金魁负责为他送行，他们在洛川依依惜别。

告别时，斯诺请胡金魁在他的笔记本上签下了他教的英文签名，还送给胡金

魁一只圆形挂、座两用表和一支派克钢笔。 胡金魁说啥也不肯收下。 斯诺

说这两件东西对你学习、工作都有用，你一定得收下，我一到那边(指白

区)就会有的 。"胡金魁非常感动，收下了两件珍贵的礼物，并一宦珍藏着，它

们陪伴着他走过了难忘的战争岁月 。

负责接待井陪同斯诺访问红色苏区的往事，是胡金魁人生中最难忘的记

忆，也是他在陕北完成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但他对此始终守口如瓶，即使

① 这段文字发表在《斯诺Hli中的中国》 巾的"一个‘红小鬼'的成妖"_. ~jl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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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魁(左)与周恩来的警卫员龙飞虎在上饶合影

在子女面前

也从不谈及 。

《红星照耀中

国》中文版

《西行漫记》

在中国出版

后，将他的名

字译成"傅锦

魁他也从

未向任何部

门提出任何

修改意见。

直到后来各

种史料陆续

公开，胡金魁的子女们才知道父亲接待和全程陪同斯诺采访的往事。 而当孩

子们向他求证时，胡金魁只淡淡地说书中(指《红星照耀中国~)将外交部

公开了，当年我们说好的，对外要保密，只说是招待处的呀!"然后依然缄默

不语。

1982 年春，纪念斯诺逝世 10 周年的"斯诺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

访的斯诺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 · 惠勒 · 斯诺与重病中的胡金魁愉快地见了

面，一起畅谈往事。 后来，病榻上的胡金魁在夫人杨湘君帮助下，回忆整理了

《我和斯诺》、《斯诺和红军》、《斯诺前来寻找东方魅力》等文章，发表在《长江

日报》等报刊上 。

从 1936 年 10 月起，胡金魁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陕西洛川、三原

联络站站长，负责做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部队的统战工作，并负

责为边区部队筹集物资、药品等。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 刚刚于 10 月底接待完斯诺的胡金

魁，因为有在陕西洛川、三原联络站负责做东北军和西北军部队统战工作的

经验，奉命随同周恩来前往西安。

胡金魁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分别做东北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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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红军外交官到从事统战政协工作二十二载·

十七路军基层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O

西安事变后，胡金魁再次回到外交部。 1937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交

际处组建。胡金魁任交际处处长。在任期间，胡金魁接待了许多投奔延安的

热血革命青年和各界著名人士，如丁玲、舒潭等，还接待了诸如爱拨斯坦、史

沫特莱、柯操华等众多国际友人。

蒋介石任命胡金魁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叶挺送胡金魁五支驳壳枪

1938 年 5 月，胡金魁奉命南下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六七月间，周

恩来指派他回到家乡，到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工作，任副官处副处长。

当时，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公开的、合法的

机构，工作由黄道主任负责，下设秘书处和副官处。秘书处处长是李家庚①，

副官处处长是吴法有②。 1939 年初，吴法有调新四军军部工作，胡金魁接任

副官处处长。办事处下设一个警卫连和一个便衣队。副官处的工作是"送款

子、送弹药、送干部也就是承担为新四军军部筹集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的

任务，主要是筹集军饷、被服、日用品、药品和枪支弹药，以及输送抗日青年和

干部到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同时与国民党三战区长官部保持直接联系。

1938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一周年时，南昌人民举行有几千人参加的

游行纪念大会。当游行队伍行进到洗马地时，国民党特务故意滋事，突然高

喊"打倒共产党于是队伍中也有人喊"打倒国民党双方发生了冲突，打

了起来。国民党特务和警察局以此为借口，冲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队伍，

并逮捕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O 主持大会的抗敌后援会主任许德珩提出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办事处主任黄道派胡金魁前往警察局进行交涉。最后，警察

局局长黄光斗在胡金魁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在释放办事处人员后公开赔礼

道歉。

1939 年 3 月中下旬，日军大举进攻南昌，国民党慌忙撤退。 25 日，日军 3

个步兵师团攻入奉新、安义、永修县境内，直逼南昌城。当日深夜 11 点，在国

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工作的地下党员黄贤度，得知国民党第三战区

① 李家庚，即郑伯克。

② 吴法有，也叫吴华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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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蓄意借日军兵临城下的时刻，将密令国民党宪兵八团借口

征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四辆华侨捐赠的汽车，在深夜包围、捣毁办事处，便立

即秘密打电话通知黄道。得知情报后，黄道带领胡金魁等 20 多人紧急行动，

清理文件，于当日深夜 12 点乘"上海煤业公司救护队"的汽车撤至向塘，再换

乘火车到横峰县。 29 日，南昌沦陷。黄道和胡金魁带领办事处工作人员迅

速赶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在途经金华时，遇到周恩来从军部回重庆。随即，他

们陪同周恩来到上饶。在上饶，他们随周恩来到盘石监狱，看望被国民党无

理逮捕的新四军温州通信处的 8 名工作人员，并找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顾祝同交涉释放政治犯问题。在上饶逗留两周后，周恩来带领黄道和胡金魁

等办事处 20 多人乘车到达吉安，视察抗战情况。

5 月上旬，黄道和胡金魁等带领办事处 20 多名工作人员由三角滩迁往上

饶。在途经铅山县河口镇时，黄道因为染病，住进河口新生旅社，后又转到大

同旅社就诊。此时，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河口留守处因为叛徒告密，受到

了很大破坏。黄道赶紧派胡金魁带几个通信员到上饶去找驻地。三天后，等

胡金魁风尘仆仆地赶回河口时，黄道已不幸遇难。原来国民党特务买通国民

党第三战区重伤医院医生，借治病之名趁机给黄道注射了毒药。胡金魁怀着

悲愤的心情安葬了黄道。 6 月初，胡金魁等人转移到上饶十里埠的庙宇，继

续战斗。

黄道牺牲后，周恩来致电蒋介石，由蒋介石亲笔签署了任命新四军上校

胡金魁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的委任书。在十里埠住了三个多月，胡金魁

于 10 月又带领办事处工作人员，搬到离上饶城三华里的下滩头村→个地主

家里。胡金魁还专门请人用正楷字书写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

处"的牌子，挂在大门口 O

办事处搬到下滩头村后，形势更加紧张。胡金魁回忆当时，办事处周

围摆摊子的、补鞋的很多，其实都是特务。我不怕他们，有时我还问问他们每

天能赚多少钱，但没有明问他们每个月领多少特务津贴。"

在这里，胡金魁还亲自接待过叶挺和夫人李秀文，以及袁国平、曾镜冰等

人。他回忆说其间，叶挺来过上饶，住在旅馆里，随身带个照相机，曾到我

们办事处指示工作，并给办事处五支新的双保险驳壳枪，我拿了一支，四个警

卫员四支。"叶挺来上饶主要是到第三战区长官部交涉被扣压的 3600 支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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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经叶挺义正词严的据理力争，顾祝同不得不将扣压的手枪如数交还给

叶挺带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叶挺亲自赠送给胡金魁五支驳壳枪。

最旱获悉并报告皖南事变情报的人

1940 年底，形势更加严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已经无法在上饶立足，军部

也未电要办事处撤回去。胡金魁说那时候，我们办事处要钱要器材，是找

三战区第五军需局的，所以知道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情况。我→个月，最多两

个月就要回新四军军部一次，汇报请示工作。"就在这个时候，胡金魁从国民

党第五军需局震惊地发现国民党将用 7 个师的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部的

动向。他立即用特别紧急电报向新四军军部报告，是最早获悉并报告国民党

顽固派将发动皖南事变情报的人。这份特别紧急的电报，胡金魁曾连续四五

次不断地发往新四军军部，但均未得到军部高层领导的重视。

1941 年 1 月 3 日夜 12 时，胡金魁奉命带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撤离上饶。

撤离前，胡金魁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各项工作，尤其关心电台和机密

文件的安全。白天，他还冒着极大危险亲自去第三战区第五军需局领取了新

四军最后一批 13 万元的军饷。他回忆撤离的情景时说"除了驻赣办事处那

块牌子仍挂在大门口外，所有的东西都装上了汽车，连同全部工作人员一起

打后门乘汽车走了。"

路上，胡金魁要求司机尽快加速，能开多少迈就开多少迈，自己则身着新

四军上校军服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当夜急行 100 多公里到达屯溪，遇国民党

宪兵哨卡。随行人员出示了办事处的证件，而胡金魁端坐在车上，宪兵敬礼

放行了。汽车继续前进，一直开到距军部 50 公里的太平县联络站时，才得知

太平县已经有国民党两个师向军部实施包围O

5 日晨，胡金魁身着上校军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几个民工挑着办事处

的物资紧跟其后，警卫员背着 13 万元军饷，向军部急行军。穿过国民党军的

数道封锁线后，胡金魁带领大家在铜山徐遇到军部前来接应的特务团团长刘

培生。刘对胡说我们在这儿等了两天了，刚才还打了一仗，消灭敌人一个

班。你们太危险了!赶快下山!"于是，他们急行军，终于在下午 5 点多钟到

达新四军军部驻地茂林。胡金魁将 13 万元军饷和办事处的所有资产、印章

和文件移交给军部军需处。吃过晚饭，叶挺打电话要胡金魁去汇报情况。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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