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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从中国人还是德国人的角度来看，我母亲王安娜都是一位极不平凡的传奇人物。
　　她1907年出生于当时德国西普鲁士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
她酷爱读书，追求真理。
由于她聪明过人，二十几岁就拿到了哲学博士。
上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以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了多少德国人而登上了领导人的宝座，没用多久就把德
国拖入了一场世界灾难。
我母亲却非常特殊，她就是和许多周围的同辈人和亲戚朋友不一样，早早地就看穿了纳粹一伙人的嘴
脸。
在刚大学毕业就起来参加一些反法西斯小组，口诛笔伐揭穿纳粹的阴险用心，为此她曾两次被纳粹秘
密警察逮捕拘留。
在这期间她认识了正在德国留学并组织抗日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共同的信念使情投意合的他
们结合在一起，不久他们就在英国伦敦结了婚。
1935年末，当父亲王炳南得知组织上需要他回国参加抗日重要活动时，就立刻和母亲一起动身离开了
柏林，很快就来到了到处动乱、苦难深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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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书里，不仅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谈到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许多事情。
喜欢以一定标准去衡量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各国都大同小异的。
因而，在这本书里出现的人物，有许多是普普通通的，并不只是宋庆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廖
承志、王炳南等——他们在今天已是举世闻名的人物。
我和上述人物相识，曾与他们共同生活和工作；我和他们同甘共苦，既承受过战争的苦难，也分享过
和平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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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安娜，1907年生于德国，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从1931年起积极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为此曾两次被捕入狱。
1935年和一位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婚，1936年2月来中国，此后，她在中国度过了20
个春秋。
在抗日战争中，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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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西安——西方的和平　　去中国之路　　与故乡德国告别，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悲伤的事情。
但每一念及和母亲分离，恐怕要经过悠长的岁月才能重见，这一点实在使我痛苦。
当时的我，更万万想不到此别竞成永诀。
母亲和我都还没有预感到，可怕的灾祸不久就要向德国和世界、向我们的头上袭来。
　　祖国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像异邦一样陌生。
我能够从纳粹主义的瘟疫中逃脱，简直是一种奇迹。
我的许多朋友和同辈人，受这种瘟疫之害，竟连保护自己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他们都被纳粹主义的
毒牙所害。
我曾两次被捕入狱，如果再一次被捕，就不能幸免于难了。
尽管我1935年在伦敦已和王炳南结婚，拿了中国护照，但再一次被捕的话，少说也要受几年铁窗之苦
吧。
朋友们劝我亡命国外，那对我来说似乎也是难以忍受的。
我还年轻，精力旺盛，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
何况我和我的丈夫或许还有一个更好的出路呢！
　　对我的中国丈夫来说，离开德国，比我所受的痛苦尤甚。
他爱德国，尤其是柏林。
他喜欢柏林，胜过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城市。
他在柏林住了五年，交了很多朋友。
他的朋友，遍及各市，有工人、科学家、司机和学生。
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有时候也听听课和参加课堂讨论。
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
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1925年以来就是党员。
他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知识完备而孜孜不倦地学习。
他通读了《列宁全集》。
在纳粹时代，《列宁全集》的封面是谨慎地用《国际法原论》作遮掩的。
　　炳南向往更有主动性的生活。
我们两人都考虑，如果到中国去，比在欧洲更能展开活动。
就这样，我们收拾好行装，告别了母亲和朋友们，于1936年2月离开柏林。
　　我们是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去的，这是因为炳南认为这条路在政治上比较安全。
从“后门”即中国的北部进入炳南的故乡陕西省，就可以不用经过反共的南京政府所统治的东部各省
。
　　这条路线只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必须通过1931年被日军占领的满洲（东北）。
但我们认为，通过满洲只要乘两三天的火车，总会顺利吧。
事实上，我们刚离开柏林几天，纳粹秘密警察便到我们的住处搜捕，而当时我们还不知情。
如果知道的话，就不能那样从容了。
但是，我们的运气还不错。
纳粹秘密警察忘记了向日本当局通缉我们。
我们总算平安无事通过满洲。
等我们安全到达中国西部之后，才知道纳粹秘密警察曾搜捕我们。
　　我们在莫斯科待了四天，每天排满了日程。
白天参观非正式旅游者认为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晚上则和中国朋友们促膝谈心，直到深更半夜。
和共产国际中的中国成员所进行的讨论，可能对炳南回国后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时，我在莫斯科所遇到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名字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熟悉的，因为
他们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只有一个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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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是细高个子，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拜访我们。
他讲起话来声音不高，但却带有一种中国人少有的激情。
　　“这个人是谁？
”我问炳南。
　　“我们的客人叫李立三！
我给你介绍的并不是他的真名实姓。
在上海，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在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资本家中间引起惊恐和不安。
”　　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这个人曾经把几十万工人组织起来，并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
召他们起来暴动。
他对革命的献身精神，他的语言的感染力，即使在莫斯科流亡期间也没有丝毫减弱。
　　李立三远离祖国已经多年。
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模式，中国革命应该由工人阶级领导，并从城市开始。
然而，事实证明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所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把党内的反对派清除出党，而只是撤销他们的党内职务，有可能的话就把他
们送往莫斯科。
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考虑自己的思想，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立三又重新返回祖国。
不过，从此以后他不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的全盛时期已一去不复返。
因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不是工人，而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民。
　　在通过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漫长旅途中，我学习中文，读有关中国的书籍。
炳南和一位同车的乌克兰老人交上朋友，虽然语言不通，但两人下国际象棋，自得其乐。
　　到满洲去的乘客很少，只有炳南一个是中国人。
在边境，我们下了车，费了很多时间才办完苏联和日本两方面的麻烦重重的海关手续和护照手续。
然后，乘上开往哈尔滨去的所谓满洲铁路的列车。
经过一夜疲劳的旅程，第二天我们到达哈尔滨，在俄国人地区一家蛮不错的旅馆落脚。
旅途中吃够了油腻的俄国菜，现在终于吃到美味的中国菜了。
因为没有中文报纸，炳南要找来看，旅馆的人竞惊讶地望着他。
“满洲国”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竟然连一份中文报纸也没有。
大概是认为，读日文报纸不就行了！
　　第二天，我们高高兴兴地坐上往南去的列车。
当时，日本所控制的地区到万里长城为止，我们再往前行就好歹到中国了。
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万里长城以南的港口城市——天津。
　　当我们刚刚在自己的车厢里舒舒服服地坐下，就有一个服装整齐的日本人，在我们的旁边坐下来
。
他客气地问我们，是否会说英语。
我点头称是，但同时抱歉地说，可惜我丈夫只懂德语。
一会儿，炳南和我都察觉此人是日本秘密警察的密探。
不过，他的质问倒很率直。
　　“你的丈夫对满洲国有什么看法？
在曾经属于支那人的土地上旅行，你丈夫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这是他想知道的。
　　“我的丈夫现在只感到长途旅行劳累得很。
”我对他说。
　　“那是什么书？
”当他看见我从口袋里掏出中国地图册的袖珍本时，他大感兴趣地问。
他拿着地图册边看边咂起舌头，不无遗憾地说：“这本旧地图册很成问题，它还把满洲国画成是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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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哩！
”　　他把地图册合上，蛮不讲理地拿着。
　　“我只对地理名称感兴趣，”我有点恼火地说，“而这些地名好像并没有变更。
不过，如果你想没收这本地图册的话，那就请便吧！
”　　这个日本人一再赌咒发誓地说，他一点儿也没有想要刁难我的意思。
他怎么敢冒昧地对一个德国人做这种无理的事情呢？
话虽这么说，但他却没有把地图册还给我。
经过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他终于悻悻离去。
我们这才舒了一口气。
　　此后，直到边界，我们的这位“护送者”再也不见露面。
在山海关，我们下了日本管理的列车，在海关办完了行李手续之后，登上开往天津去的中国列车。
　　海关的检查从来是不愉快的。
山海关的中国检查官尤其不讲理。
其中一个检查官，把我们的行李乱翻一通，犹恐不足，终于找出一支气枪，看得他伸长了脖子。
那是我们送给炳南的外甥的礼物，在旅途的各个海关检查中都没有受到过留难。
那个检查官说，这是武器吧，是武器的话就一定要没收。
和他辩论，毫无用处；对他说明这是玩具，他也不予理会。
我想，大概是他看上了这支气枪吧。
　　我们死了心，准备把那支气枪送给他了。
这时，我们的那位日本“护送者”突然出现。
他用粗野的话训斥那个检查官，命令他立刻把气枪还给我们。
这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日本人的中国话说得很好。
不过，使我们惊讶，也使我们为那个检查官脸红的是，他对日本人的命令竟然恭恭敬敬地服从。
他一边低声下气地向我们道歉，一边遵命而行——然而，这是在中国国境的车站，本来日本人是没有
权利指手画脚的啊！
这就是中国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
这不就是说，实际上华北也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吗？
　　我们急忙收拾好行李。
显然，我们不必再受海关检查了，因为我们仿佛已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
　　我们两人都这样想：如果到更远的地方去，到既看不见日本人，也看不见向日本人俯首帖耳的中
国人的城市，该多么好啊！
　　炳南看看自己的表，低声地说：　　“还有10分钟就开车了。
不会再发生别的事情吧。
”　　这时候，我看到刚才那个日本人正微笑着向我们这边走过来。
炳南低声骂道：　　“那个家伙，这次又想搞什么名堂？
”　　“蒙你盛情相托，把地图册暂时放在我这里，现在我想把它还给你。
”　　他把地图册交给我，先发制人地说：　　“不要使你们对我们满洲国的日本人留下坏印象，这
是我的重要职责。
我知道，失去这本地图册，你会感到不愉快的。
”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还没等我想出词儿来，他一边鞠躬，一边补充说：　　“你拿着这
本地图册，可能会碰到麻烦，所以我才替你保管。
”　　说完他便走了，而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我们乘坐的列车在中国风光明媚的土地上进发。
这次漫长的旅程就要结束，实在令人兴奋。
我们在天津停留的时间很短，因为杨秀峰在北京等我们。
我们很高兴能再见到几年前在柏林分手的杨秀峰。
　　杨在京、津的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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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着典型的中国教授的风貌，身材瘦削，戴眼镜，有些古板，然而确是一个非凡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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