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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迎接2005年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2006年)，我
们把英国友人林迈可先生1975年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共》中文版以《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为名出版
，作为纪念。
此书出版后，得到各界一致好评。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前夕，我们恢复此著的直译名重版。
    林迈可先生是英国人，一个无线电专家，他当年被聘为燕京大学教师时，对中国还知之甚少。
到燕京大学任教后，他非常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
1941年6月25日，林迈可与燕京大学爱国学生李效黎结婚，之后夫妇俩在沦陷后的北平秘密为八路军做
过一些事。
珍珠港事件后双双逃离北平，由八路军帮助进入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和延安工作到抗战胜利。
林迈可作为一个外籍人士，始终与抗日军民共患难、同甘苦，为共同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1937年来中国到1945年返回英国，林迈可先生在中国工作生活了整整8年。
本书是林迈可先生对其不平凡的经历的记述，连同他拍摄的许多珍贵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拍照已很不易，而在战争环境下能长期保存下来更为难得，这是林迈可先生
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巨大财富。
    20多年前，本书曾有过一个中译本，是以画册的形式出版的，林迈可先生还专门写了中文序言。
这次重新出版这部非常重要的书，我们仍然采用了杨重光先生和郝平先生的译文，并把林迈可先生当
年的序言稍作删节作为“作者感言”奉献给读者。
经著作权人同意，除了勘校补遗外，我们还对一些明显差错做了必要的修正。
遗憾的是，林迈可先生没能见到这个版本，他于1994年2月13日在美国华盛顿病逝，享年85岁。
    本书能够重新出版，缘起于2003年10月，我们有幸在北京拜会了回国探亲的李效黎女士和她的外孙
女李淑姗小姐(英籍)。
近90高龄的老人，思维清晰，精神矍铄。
遗憾的是，著名爱国人士李效黎不幸于2010年4月25日病逝在美国华盛顿，也未能见到这个版本。
感谢两位译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重光先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郝平
先生，感谢他们对本社的支持。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其他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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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的回忆录《抗战中的CP》。
建议对抗战史和穿越体有兴趣的朋友收纳，如何用西方科技帮封闭的根据地军民打鬼子，这位穿八路
军军装的英国人用万用表和计算尺在晋察冀和延安创造了无数奇迹，延安的日晷，晋察冀的电讯班，
英国人眼中的国共日美，想想就很带感。
BY 党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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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林迈可 译者:杨重光、郝平林迈可先生(Michael Lindsay--Lord of Bitker)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世代
书香的家庭。
他的祖父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神学院任院长多年。
他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在牛津大学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College，Oxford University)任院长25年，直到
退休为止；1945年起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并被英皇封为男爵。
    林迈可自己起先在牛津大学学自然科学，后又学经济学、哲学及政治学。
大学毕业后，他从事成人教育，担任南威尔士州工业调查所的所长助理，1937年受北平燕京大学之聘
为经济学导师，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
    那时北平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盘踞之下，他曾利用数次假期之便，到华北的抗日游击区，目睹根据地
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0年，他曾在重庆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6个月，后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之召，复返燕京大
学执教。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珍珠港，日美正式开战。
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围教会办的大学，立即被日本宪兵队看管。
林迈可与其妻李效黎女士匆忙出走，经八路军帮助进入了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和延安
参加抗日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林迈可夫妇方偕其一女一子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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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军建立碉堡制和封锁交通线的战略。
开始仅仅是为了保护铁路线，由此扩展到逐步蚕食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
他们不再去包围共产党领导的主力部队，而是向根据地发动攻势，集中兵力摧毁那些还没有利用碉堡
制和封锁交通线的手段控制的根据地。
他们在所到之处，实行把房屋烧光、家畜杀光、粮食抢光或毁掉的“三光”政策，还把抓到的村民送
到日本人占领的东北去当劳工。
    初期，在华北的八路军，除平型关大战外，还没有与日军有过其他更大的交锋。
1940年8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大的攻势，即“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占领了许多日军的阵地。
捣毁了部分铁路。
但这仅仅是暂时的胜利，不出几个月，日军就恢复了失去的地盘，并把碉堡修得更牢固。
共产党某些官员在几年以后承认“百团大战”是一次错误的战役，为了一时的利益，而遭受了很大的
军事伤亡，还耗费了很大一部分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
1961年我碰到一位曾在华北日军司令部参谋机关负责的军官，他告诉我，他认为“百团大战”是彭德
怀将军光辉业绩的一部分。
当时其他一些领导人也赞成进行这次战役，是出于政治动机，就是为了使中国的舆论注意到国民党中
央政府可能同1940年3月建立的汪精卫亲日傀儡政权之间达成妥协。
还有，当时国民党攻击中共不同日军打仗，“百团大战”则又可用来回击这种指责。
在战争期间。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彼此之间常有许多争执。
1938年抗日统一战线还能顺利的工作，那时鹿钟麟将军的部队曾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去接管河北
南部，而那里的农村已早在这年春天就由共产党控制了。
    共产党对鹿将军是怀有敬意的，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认为他有抗日的诚意，只是作战的组织方法
太陈旧，抵挡不住1939年日军对他的猛烈进攻。
而对鹿的部下张荫梧，共产党就很不满意，指责他是“曲线救国”论的最早鼓吹者。
这个口号意味着与日本人合作去反对共产党。
    有些人认为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
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他们之间的冲突。
其实相当利害的冲突早开始于1939年。
在华北。
同一地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只有凭着相互间的高度信任，才可能避免摩擦。
一旦日军增加压力，其攻势迫使某地的任何中国军队移动，就可能造成问题，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领
导的军队和政权大不相同，不能互相兼容。
而且，政治形势的变化削弱了地方上的相互信任。
国民党领袖之一汪精卫的背叛，使共产党疑心国民党可能和日本人达成妥协。
同时共产党完全赞同德苏协议也增加了国民党的猜疑，以为共产党会受苏联操纵。
    国民党部队到1943年底没有大规模地在黄河以北出现过。
国民党中央政府试图推行的军事组织和地方组织的标准形式，不适于抵抗日军猛烈的、接连不断的攻
势。
从1940年至1943年。
华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都投降了日军。
后来被编人汪精卫伪政权的伪军。
在山东，也有一些残存的国民党部队，直到1945年才被共产党解决。
这些部队一些实际组织特征上，同共产党部队极为接近。
因为这些特征是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在反对拥有极为优越的武器的敌人时所必不可少的。
    从1940年底至1943年底，日军逐步占领了华北，八路军大约损失了四分之一兵力，并失去了一些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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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庶的地方。
日军在这些地区推行“囚笼政策”，八路军被迫在根据地采取紧急经济措施和增加税收，以应付这一
情况。
    日军的碉堡制和封锁线战略的弱点是需要大量兵力。
到1943年，日军在中国约有3000个碉堡，每个碉堡需配备约30人。
那时日军一方面不得不将部队广泛分布，以备增援任何受到袭击的碉堡；另一方面仍然需要更多的部
队去扫荡根据地。
许多碉堡由于是由伪军把守的，因此也就远远没有起到作用。
八路军能够同许多伪军部队达成彼此“互不侵犯”的协议。
晋察冀的冀晋第三军分区黄永胜将军告诉我。
他的部队需要袭击某个伪军据点时，要经司令部批准。
    穿越冀中去铁路西面的根据地，要赶一夜的路，约有30英里。
其中要通过一段封锁线，过路的人总是报告平安无事：有一次，一个八路军小队报告说有人开了枪。
第二天。
一个农民捎来了伪军的信息，说因为日本人在身边，他们不得不打枪，但愿没伤着八路军。
    一位我的无线电班的学生有一段类似的经历。
他在冀中八路军小分队的时候，一次他们队的机枪坏了，于是就派一位农民捎信给当地的伪军据点，
要求在修理机枪期间借一挺机枪。
伪军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就同意借给一挺机枪，只是要保证在10天之内归还。
因为日军可能10天以后来检查。
    如果日军的堡垒封锁政策能多持续几年，或能用可靠的部队来镇守所有碉堡，他们或许会迫使华北
的八路军转入地下，让那些数量很少的游击队上山打游击。
日军在东北能够肃清公开的反抗者，就在于实行了把老百姓都集中在日本人驻军把守和设防的村子里
。
事实上，自从1943年以后，日军迫于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不得不从华北撤走一些军队时起，其整个战略
就趋于崩溃了。
在1943年7月，八路军仅仅控制了华北的两个县城，即晋察冀的阜平和平山。
到1944年7月他们就控制了40多个县城。
而到1945年，日军退回到他们在1938年初的阵地，只控制了几条铁路。
    1967年我在日本时，访问了一位日军军官。
他曾在太原的日军中负责情报工作。
他记得的中文，足以使我们能完全自由地交谈。
他分辩说，事实证明，日军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打仗比美国在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打仗更有战斗力。
我回答说，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南共产党得到的那种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
国。
我的话使他很震惊。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成果时，有一点要考虑进去，即1940年后，甚至还包括以前的一
段时间，中共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外援，即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在山西的阎锡山方面也没有给他们以帮
助。
我曾看到，有人使用的步枪是欧洲19世纪90年代制造的。
弹药几乎完全靠从日本人手中夺取。
到战争后期，日本人的物资，也愈来愈缺乏。
    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告诉我，战士们要尽量节省弹药的消耗，只有当战士们当中有特别神枪手时，才
允许这些神枪手战士在100码以外射击。
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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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不少国际友人是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林迈
可就是其中一位。
林迈可原是燕京大学英籍教师，他同情中国的抗日斗争，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秘密为八路军做过一些事
，珍珠港事件后，他携夫人逃离北平。
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进入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和延安工作和生活，直至抗战胜利。
他与中国抗日军民同甘苦、共患难，为根据地的电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本《抗战中的中共(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讲述了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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