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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 后 记2006年10月，我陪同波伏瓦的密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处原处长戈贝尔女士在中国六大城
市的十所大学作关于波伏瓦的巡回演讲。
一路上，无论在机场还是在车站，甚至在旅馆等待工作人员的时候，只要有空隙，已过古稀之年的戈
贝尔女士就会从随身手袋里掏出一本发黄的旧书。
我好奇地凑过去看是什么书，原来是波伏瓦的《长征》。
我早听说过这本写中国的书，一直想看，但很难找到。
戈贝尔女士说，这本书绝版了，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版重印，她的这本还是从古旧书店里预定了很
久才得到的呢！
《长征》是1955年波伏瓦访华后写的著作。
当年她和萨特在中国所走的路线，和我们2006年的那次巡回演讲路线几乎相同，连季节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一路走一路读，走到哪座城市便读关于哪座城市的章节，然后试图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波伏
瓦在书中提到的地方。
不知不觉，一本厚达600页的书就这样在路上被我们读完了。
送戈贝尔女士上飞机回国时，我对她说，我决定了，要在中国出版这本书。
于是联系法国出版方。
谁知出版此书的伽利玛出版社也没有几本样书了，只有几个留做档案的保存本，不过他们很快就把全
书复印了寄来。
波伏瓦的各种著作在法国不断再版，唯有《长征》例外。
为什么？
他们不方便告诉我，我却知道一定是销售原因，而影响销售的最大可能是内容的&ldquo;过时&rdquo;
和观点的&ldquo;陈旧&rdquo;，可我认为，恰恰是这种&ldquo;过时&rdquo;和&ldquo;左倾&rdquo;，使
这本书具有特别的价值，它不单给我们研究波伏瓦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我们通过一个外国
学者和作家的眼睛，从另一个角度来反观和审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我们还可以以此来研究
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20世纪50年代，正是波伏瓦的声望达到高潮的时期。
1949年《第二性》的出版使她成了当时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女权主义学者之一，1954年，她的长篇小说
《名士风流》获龚古尔奖，又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各国都争相邀请她访问。
她和萨特曾多次访美，但他们对那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以为然；相反，他们的知识分子性
格和骨子里的傲慢与反叛，使他们一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靠得很近。
这时，苏联和中国向他们伸出了热情之手。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应该说形势大好，&ldquo;三反五反&rdquo;运动使国内安全有了很大的改
善，土改的完成让广大农民看到了希望，农业合作化运动接近尾声，第一个&ldquo;五年计划&rdquo;
如火如荼，新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政权得到巩固，国际影响在逐渐提升，即将在印尼召开的亚非会
议也力邀中国参加。
而这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则不断向中国施压，除了经济上的封锁，在政治和外交上也不断进行
诽谤、污蔑和围剿，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着对中国的怀疑、误解和敌意。
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向国外友人发出了&ldquo;到中国来
看看&rdquo;的邀请，于是，世界各国的数百个代表团来到了中国，人数接近两万。
波伏瓦和萨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华访问的。
来之前，他们阅读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接触过一些到过中国的友人，&ldquo;知道中国很穷&rdquo;
、很落后，但也有人向他们大赞北京，说中国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为了真正了解这个新生的政权，他们决定接受邀请，前往中国：&ldquo;实地考察这样一场变革的开始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
&rdquo;波伏瓦说。
1955年9月，他们访问苏联之后，穿过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坐飞机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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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然后访问了东北的几个重工业城市，月底赶回北京参加国庆大典。
他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一同检阅了游行的群众。
国庆之后，他们又南下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
45天的访问结束之后，萨特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ldquo;我对新中国的观感&rdquo;，发表在11
月2日的该报上。
他在文中盛赞中国的发展变化，谈到了工业发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文字改革、作家的思想改造和社
会主义路线等许多问题，对新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巨大的希望。
但在法国，反华势力依然强大，反共之声不绝于耳，《世界报》《费加罗报》等几家主要报纸都大放
厥词，攻击新中国的政策，污蔑和诋毁新中国的成就，并讽刺萨特和波伏瓦是拿了中国的钱，替共产
党唱赞歌。
为了回应这些攻击，萨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那些予以严厉驳斥，并组织了大量文章，发表在他任
主编的《现代》杂志上。
萨特原打算写一部关于中国的长篇报道，但未能如愿。
一年多之后，倒是波伏瓦拿出了一部关于中国的大部头，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长征》。
《长征》堪称是一部中国百科，其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建筑、工农业生产、家
庭、国防等各个方面，波伏瓦在书中介绍了她访问过的中国城市，讲述了她所见到的人和事，并详细
描写了参加1955年国庆盛典的情况。
全书分七章，夹叙夹议，有介绍性的陈述，有见证性的描写，也有思辨性的评论。
作者发现，&ldquo;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可以分析的概念。
它有自己的气候、植物群和习俗。
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要试着去破解。
&rdquo;她意识到，&ldquo;真正的中国是完全无法用概念或语言来描述的，我尝试过，但失败了。
它不再是一个&lsquo;概念&rsquo;，而是一个具象。
我要讲述的，就是这种具体化了的东西。
&rdquo;所以，书中用大量篇幅记录了她在中国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甚至抄录了许多数据。
有人指责她仅凭这种浮光掠影的参观就试图解读中国，她反驳说：&ldquo;我也承认只看一次不足以看
清一个物体的各个方面，但我常常感到，它也显示了一些东西。
在马路上散步，是一种不容置疑、不可替代的经验，对于了解一座城市，它比最英明的推测也强百倍
。
&rdquo;还有人讽刺她的中国之行是共产党的一次政治宣传，参观和访问是&ldquo;被安排的&rdquo;。
她对此回应说，&ldquo;在接受邀请的时候，我没有签订任何契约&rdquo;，不会因为这种免费旅行而
违心为邀请方做些什么。
她还指出，她在中国出入自由，中方没有刻意向她隐瞒什么，她可以随意上街，和普通群众谈话，甚
至接触在华的反共人士。
她坚信自己不会被误导，并努力做到公正客观，&ldquo;陪同参观、自由散步、讲座、谈话、各种聚会
和阅读互相配合，弄清了许多问题，最后给我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我并没有满足，回巴黎以后，我咨询了许多专家，阅读了许多著作。
我希望能听到&lsquo;另一种声音&rsquo;，便仔细分析了反新中国的文学。
除了敌对的评论，我找到的东西跟中国方面给我提供的全都一样。
&rdquo;而且，她清醒地知道，&ldquo;将来，人们可能会对这本书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明天就
会过时&hellip;&hellip;但中国现在发生的故事太激动人心了，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下来。
&rdquo;她怀着巨大的热情和善意去观察、去倾听、去感受，并发出由衷的赞叹。
在北京，她参观了故宫，看了皇家园林，也去了天桥看杂耍，&ldquo;我一边兴致勃勃地观看街景，一
边了解北京人的日常生活。
&rdquo;在她眼里，&ldquo;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任何事情都井井有条&rdquo;，孩子们&ldquo;快乐
活泼，笑得可爱，成群结队&hellip;&hellip;健康而整洁&rdquo;。
她认真分析新中国的方针政策，比较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与东欧国家集体农庄的失败，用苏联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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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衬新中国的英明和正确：&ldquo;中国领导人具有智慧和才干，他们和睦地与广大群众站在一起，
从来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rdquo;中国&ldquo;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搬硬套&rdquo;，而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ldquo;中国已经找到出路，正奔向无限的未来&rdquo;，&ldquo;它代表着历史上一个极其动人的时刻
：人民在彻底地改造自身，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rdquo;然而，她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被现象所迷惑、被宣传所蒙蔽，而是清楚地看到了新
中国的种种不足，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异常斗争，敏感地意识到政策在不时地纠正和调整，察觉
到领导人的讲话并不完全一致。
她不想看到一个&ldquo;被官方的乐观主义所极大粉饰的中国&rdquo;，试图客观而真实地给中国一个
评价。
她告诫大家：&ldquo;在中国，有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那就是静止地判断问题。
&rdquo;她反对有些对华友好人士盲目赞赏中国：&ldquo;说中国的农村比法国的农村更舒服、更富裕
，那是不现实的&hellip;&hellip;说中国的妇女总体而言是世界上最解放的妇女，这也是不正确的；因北
京大主教公开表示拥护当局而对新中国赞不绝口，这也是幼稚的表现。
&rdquo;她认为&ldquo;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看不到它所面临的困难就是无视它的努力&rdquo;，
并且担心那些热烈拥护新中国的人盲目赞扬会起反作用。
&hellip;&hellip;《长征》的翻译历时四年多，也堪称是我的翻译生涯中的一次&ldquo;长征&rdquo;了。
我事先知道这本书复杂，但没想到会复杂到这种程度。
在翻译过程中，我萌生过放弃的念头，而且不止一次。
我不时地意识到，这恐怕是一本无法翻译的书，一次难以完成的&ldquo;长征&rdquo;。
难的不是文字的理解和表达，而是鉴别事实、还原引文、核对书中出现的数千个人名、地名。
由于国外的许多汉学家和译者当年往往采用韦氏拼音法，而版本又不完全一样，加上中国方言的影响
，别的译音法的介入，使得人名的翻译显得十分复杂，有时，同一个人名有三四种写法；有时译文的
人名与原文相距甚远，涉及到中国古代人物，还有用字号来代替姓名的，而且各时期的汉学家对人名
的翻译处理也不完全一样。
所以，许多人名都必须追根溯源，查考大量资料才能定夺。
地名的翻译相对简单，但有时也相当不易，波伏瓦所据资料众多，而这些资料的对地名的处理又不尽
一致，陕西和山西、湖南与河南、河北与湖北常常混淆，为了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往往要
研究文中的每一个字，考证大量资料。
&hellip;&hellip;好在有微博。
除了请教大量的专业人士和译者编辑朋友，以及包括戈贝尔夫人在内的法国友人，我还利用微博向网
民们求助，不少粉丝也帮着转发，很多我数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没能解决的问题，第二天甚至几个小时
后就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或者是重要的线索，真的要感谢这些素不相识的朋友。
没有他们，我的&ldquo;长征&rdquo;之路可能还要没完没了地走下去。
2011年12月29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长征>>

内容概要

　　《长征》是半个世纪前在法国轰动一时、跨时代的权威读物：它几乎讨论了关于中国的一切，颠
覆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舆论，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是研究新
中国的必读书之一。

　　《长征》是时代的忠实记录：“将来，人们可能会对这本书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明天就会
过时⋯⋯但中国现在发生的故事太激动人心了，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下来。
”
　　《长征》涵盖中国百科，其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建筑、工农业生产、家庭
、国防等各个方面：“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可以分析的概念。
它有自己的气候、植物群和习俗。
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要试着去破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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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蒙娜&middot;德&middot;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存在主
义学者、文学家。
波伏瓦一生著作甚丰，其中以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
论著作《第二性》和鸿篇巨制的四卷本《波伏瓦回忆录》最为突出。
20世纪50年代，波伏瓦访问中国，遂有《长征》（1957）问世。
其他重要作品有《女宾》《他人之血》《存在主义与民族智慧》等。
胡小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专家会员、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法语译审，参加
过《世界诗库》《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辞典》《世界名诗鉴赏辞典》等大型图书的编写工作，发表过《
朗贝西与他的〈茶师与茶屋〉》《乌黛丝的诗歌创作道路》《一个畅销书作家的文学探索》等论文，
主要译著有《孤独与沉思》《六个道德故事》《黑蜘蛛》《自由的目光》《巴黎的忧郁》《灰色的灵
魂》《午后四点》《加斯东&middot;伽利玛&mdash;&mdash;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等五十多部
，2002年被法国文化部授予&ldquo;文艺骑士&rdquo;荣誉勋章，2010年获第二届傅雷翻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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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发现北京
第二章 农民
第三章　家庭
第四章 工业
第五章　文化
第六章 防卫斗争
第七章 10月1日
第八章 中国的城市
结 论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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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飞机在戈壁沙漠上空飞行。
机舱里有两个捷克人、三个苏联人、一个匈牙利妇女和她的小女儿，还有一个南非人和两个法国人。
前几位都是技师及一个技师的太太，他们是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后三位是中国政府邀请的。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向全世界发出了邀请：&ldquo;到中国来看看！
&rdquo;我们就受益于这一政策，有些让人不敢相信。
那个南非人一头金发，漫不经心，穿着一件方格短衬衣，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斧头的木柄上雕刻着民
俗图案。
他刚刚从好望角到巴黎、伦敦、赫尔辛基和华沙走了几个月。
在莫斯科机场，当他从高音喇叭的嗡嗡声中分辨出&ldquo;北京&rdquo;这两个字时，他眨着眼睛，说
：&ldquo;我不是在做梦吧？
&rdquo;至于我，一宿没睡，飞行了36个小时，其间迷迷糊糊打了几次盹，吃了几次配红色鱼子酱的早
餐，让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在旅行，而是在完成一个短暂的仪式。
到了伊尔库茨克，即苏联与蒙古边界的时候，苏联人为庆祝飞越国界，给我们一个个倒伏特加：从另
一飞机转机过来的几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过来与我们碰杯。
在乌兰巴托，飞机在一个大草坪中停下来休息，能闻到茴香和青草浓烈的味道。
我认出了在《亚洲风暴》中看到过的圆圆的白色蒙古包、马匹和大草原。
这会儿，鼻子贴在飞机的舷窗上，凝视着雾蒙蒙的天空底下寸草不生、色彩单调的沙漠，我开始相信
很快就要到北京了。
我困惑地问自己：&ldquo;究竟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rdquo;我对古代的中国不感兴趣。
对我来说，中国开始于《人类状况》法国作家马尔罗所描写的悲惨年代，结束于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
城楼上的辉煌胜利。
在这段漫长岁月里，一场火热而正义的革命不但把工人和农民从剥削中解放了出来，也把整个中国从
外国人手里解放了出来。
英勇的年代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的工业化。
在这个国家的6亿人口中，有5亿多是农民，另有7500万手工业者。
实地考察这样一场变革的开始，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知道，这场变革是在经济与社会背景十分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联，没有苏联，它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重工业。
然而，它与别的人民民主国家又很不相同。
尽管都是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革命只完成了一半。
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投机、遗产还存在，这些东西将在非暴力的前提下逐步消失。
我想，中国与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国家不同，与已经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有区别。
它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呢？
我知道它很贫穷：可我有必要随身带肥皂、牙膏、墨水和信纸，好像是前往阿黛利群岛吗？
中国有飞机。
多少架？
我能奢望去趟西藏吗？
我读的报道和我咨询过的人都安慰我说，中国人民现在生活得十分快乐。
有些游客认为苏联人太严肃，他们向我大赞北京的美丽、广州的魅力。
法国人、捷克人、阿根廷人，他们全都恋恋不舍地叹息道：&ldquo;啊！
中国！
&rdquo;在那里，人们在学文化的同时，还能得到政府提供的物质保障；将军和国家领导人同时也是文
人墨客，这样的国家，给人以许多梦想。
我在巴黎看过京剧：我想是悠久的传统与热火朝天的现实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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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吸引人的口号当中，有一句叫做&ldquo;悠久的传统，崭新的国家&rdquo;。
我感觉到中国是一个有序而神奇的国家，虽然贫穷，却有着富足才有的甜蜜，尽管任务艰巨，但有着
东方其他国家所陌生的自由。
在中国，红色是象征幸福的颜色，我发现这颜色其实是粉红色的。
我觉得我将前往的土地像《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和卡贝的《伊加利亚之旅》一样不可思议：
各种不同的东西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六个星期后，我逆时针穿越了戈壁。
阳光下的沙漠金灿灿的，四周都是耀眼的雪山。
中国也改变了面貌。
无论是黑的、灰的还是粉红色的，没有任何颜色能象征它了：它变成了一个现实。
人或物的形象，色彩越是夸张，越说明内容的贫乏：真正的中国是完全无法用概念或语言来描述的，
我尝试过，但失败了。
它不再是一个&ldquo;概念&rdquo;，而是一个具象。
我要讲述的，就是这种具体化了的东西。
坐飞机旅行，一切都来得很快。
突然，雾气消失了，大地有了颜色：在我的下方，就是中国了。
它绵延无际，十分平坦，被分隔成一小块一小块，或紫色，或深绿，或浅褐色。
一个村庄，孤独得像个岛屿，离我们越来越远。
村里只有一堆土屋，四方形的，中间有小院子。
五颜六色的土地与广阔而单调的西伯利亚大农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这里的农田没有集体化，
每一块土地都属于不同的主人。
我没有立即明白，为什么我感到眼前如此荒凉：哦，原来，没有一棵树。
村里没有一个树影，从飞机上鸟瞰，这片肥沃的平原光秃秃的如同一块沙漠。
突然，有人叫起来：&ldquo;长城！
&rdquo;我隐隐地看见了它。
飞机开始下降，围着一个湖盘旋，我斜斜地逆光瞥见一座高高的宝塔，然后是一个金顶的楼阁：这些
建筑太具有中国特色了，我竟有点茫然。
有人向我指着远处的北京，但我没看见那座城市，只看见一些灰色的树。
飞机降落了，那个南非人冲向舱门，我跟着他，但被空姐制止了：一个官员上来检查我们的证件。
我的第一个惊讶之处：这不是伊加利亚，而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所有的国家都一样
。
第二个惊讶的地方：这是一个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
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是如此空泛、如此抽象，遮掩了最基本的地理坐标。
下飞机时，我看见黄皮肤、黑头发、穿着薄薄棉布服的人在机场里忙碌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在亚洲
。
有些代表穿着1911年国民党的支持者采用的紧身硬领制服，安慰我们：&ldquo;中国人民在焦急地等待
着我们。
&rdquo;这时，我闻到了地面涌上来的强烈的植物味道，空气潮湿，四周是鲜红的花坛。
我没料到这里竟有非洲瓜特马拉那样炎热的异国情调，对我来说，那是与奴隶制、与压迫联系在一起
的东西。
在一个挂着列宁、斯大林、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像的大厅里，我们坐在长桌边，喝着柠檬茶，等待行
李。
除了绿茶以外，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国饮了。
然后，在一个姓蔡的年轻翻译的陪同下，我们上了一辆汽车。
土黄色的道路两旁长着玉米和陌生的植物：一些穿着蓝色长裤、光着膀子的男人在翻土；还有一些人
坐在门前的木挡板下喝茶，或用传统的竹扁担挑着水桶、篮子和篓子，在路上疾行。
他们戴着宽大的草帽，像极了古画中的中国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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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乐意把他们当做是一个个群众演员，他们是在向我暗示，我到了中国。
可是，不，那些古代的情景，完全属于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一夜之间诞生于虚无之中，过去的影子仍未消失。
手拉车、骡车、自行车，还有几辆卡车，时间层层地重叠在一起，把我淹没其中。
我远离了巴黎，在远东的某个地方，可在哪里呢？
妇女们剪着短发，或扎着两条辫子，垂在脸的两边。
她们像男人一样，穿着蓝色长裤，搭配着各种上衣，或是白色的短袖衬衣。
在一个十字路口，许多脚踏三轮车停在树冠下面：车夫们懒洋洋地躺坐在车后座上，像意大利的马车
夫一样抽着烟、聊着天、打着盹。
&ldquo;我们很快会有更多的汽车，脚踏三轮车会消失的。
&rdquo;翻译说。
我们经过一些工地、几座正在盖的楼房和几栋新屋，穿过一堵灰墙，来到狭窄的街巷里。
这里房子低矮，也是灰色的，临街的是一些没有窗户的墙，地面是夯土。
接着出现了几家店铺，橱窗上有几个鲜红的中国字；红色的旗帜，上面写着黑字，算是招牌了。
很漂亮，但让人觉得是进了某个大村庄。
这真是中国的首都吗？
蔡好像看出了我在想什么，他一挥手，夸张地做了一个扫除的动作，&ldquo;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个街区
拆掉了：已经列入计划。
&rdquo;我们接着往前走。
不讲究好不好看，只相信将来，这告诉我，我确实是在一个进步国家。
我们来到一条大街上，一条有轨电车的轨道把大街一分为二，路两边有绿色的花坛。
这就是北京的主动脉，街上的自行车跟在荷兰的小巷里一样多。
很少看见汽车，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车顶篷有&ldquo;斯柯达&rdquo;标志。
椭圆形的指挥台上，画着黑白相间的斑马线，有时四周还有花丛。
警察站在上面，用一个喇叭筒在指挥交通。
他们穿着橘黄色的上衣和短裤，护腿套、帽子和有皮护手的手套都是白色的。
汽车开得很慢。
蔡指着我们左边的一堵赤褐色的墙，说，这就是紫禁城。
一座红色和金色的楼，被这堵墙围在中间，有个与地面一样高的门，朝着大街。
这是皇宫的旧门，现在成了政府的大门。
墙到了平台的地方变宽了，出现一个拱门，这是另一座楼。
我们经过了天安门。
这些建筑也让我困惑：我知道它们朱红色的柱子、盖着金瓦的翘顶完全是中国式的，但觉得它们与这
座城市不协调。
如同我在飞机上看到的塔与殿，那些象征着北京的东西似乎告诉我，我到了北京，但并没有让我见到
北京。
今晚，我将见不到北京：到宾馆了。
我站在房间的窗前，凝视着夜幕降临的大街。
路灯照亮了砖木建筑，它们不丑，也不美，没有特点。
楼前广场的左边，一些光着膀子的小伙子在打篮球；大街对面，有个灯光明亮的体育场，几百个观众
在看篮球赛。
当灰色的小巷都被拆掉之后，整个北京会不会就像这条大街？
那要去哪里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呢？
在蔡一挥手断然否定其表面繁华的过去和肉眼还看不到的未来之间，当今好像还不是一块坚实的大地
。
总之，我已经明白，这个国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也不是一个可以分析的概念。
它有自己的气候、植物群和习俗。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长征>>

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要试着去破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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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真正的中国是完全无法用概念或语言来描述的&hellip;&hellip;&rdquo;《长征：中国纪行》1957
年在法国出版后轰动一时，它几乎讨论了关于中国的一切，引用了无数资料和数据，加上作者的实地
考察和理性分析，其权威性似乎不可动摇，尤其是关于新中国的内容，与当时人们在西方读到和听到
的很不一样。
它颠覆了西方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了解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进
程。
1959年，该书被译成英文，传播更广，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是研究新中国的必读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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