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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八十年前的西北全景图    董炳月    本书的两位著者顾执中和陆诒，均为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大名鼎鼎的
人物。
    顾执中(1898-1995)生于南汇县周浦镇，中学时期即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9年中学毕业后
考入东吴大学，1923年入上海《时报》社当记者，1927年转任上海《新闻报》社记者，1928年利用业
余时间在上海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民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的新闻学校，直到1953年才停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加入教师救国会和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1934至1935年间历访欧洲
及苏联、美国、日本等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0年8月，遭日伪特务狙击负伤。
后辗转重庆、印度，继续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和报纸编辑工作，1946年回到上海，续办民治新闻专科学
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北京，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直至1995年以97岁高龄去世。
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工作近60余年，贡献卓著。
    陆诒(1911—1997)为上海县鲁汇镇(今上海市闵行区)人，1931年8月20岁的时候进上海《新闻报》画刊
编辑室实习。
历任上海《新闻报》、《大公报》记者，汉口、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委，上海《联合晚报》、
《联合日报》编委、记者，香港国际新闻社主任，香港达德学院新闻专修班主任，香港《光明报》主
编。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不顾生命危险，采写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报道，鼓舞国人斗志
。
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他前往承德前线采访，发表了《热河失陷目击记》等通讯。
抗日战争时期他走遍中国主要战场，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采访过蔡廷锴、冯玉祥
、张自忠等抗日爱国将领，及时报道中国反击侵略者的消息，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族统一
战线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新闻日报》副总编辑、中国新闻社理事、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等要职，且曾
多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等职，1997年以86岁高龄去世。
    顾执中与陆诒二人年龄相差14岁，但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合作完成了这部重要的《到青
海去》。
促成此事的契机，就像从上面简单的生平简历中能够看到的，是当时二人在上海《新闻报》的同事关
系。
当时他们都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
1933年7月3日下午，顾执中、陆诒、舒永康、汪扬等人组成的青海考察团从上海北站乘火车出发，当
晚到达南京。
次日，住在南京的另一位团员黄伯逵加入进来，全部成员聚齐。
7月5日，考察团离开南京北上，开始了前往青海的西部考察之旅。
一行经徐州、郑州、潼关、西安向西北行进，7月23日到达兰州。
7月27日继续前行，8月2日到达西宁。
在青海各地进行了十天的考察之后，12日离开西宁返回兰州，踏上归途。
一行回到上海是在8月22日，整个考察活动用了大概一个半月。
顾执中与陆诒在考察途中撰写了49篇通讯报道，这些通讯报道先是在《新闻报》上连载，后编成《到
青海去》一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顾执中等人在1933年组织青海考察团考察西北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世界局势、中国命运密切相
关。
要言之，这是当时中国人国家意识更加自觉的结果。
他们是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1933初华北沦陷于日寇之手、中国国土大片丧
失的情况下，开始从西北着手展开救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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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本书所收的第一篇通讯《“不要再一块儿死在东南”》有明确的交代，曰：“处于严重
的现时代的我们，已不暇为目前的国难，作无益的呻吟和悲叹；我们只有紧紧的把握住现在，对于已
失的领土，我们当以铁血去收回，对于尚未失去而已经危机四伏的边疆，尤其是广大富饶的西北，当
奋全力以经营它，充实它，以免重蹈覆辙。
”因此他们结成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并决定“从青海着手做起，在工作之前，先组织考察团实地去
考察，以作将来做边疆文化工作的张本，同时以考察所得，报告国人，以唤起国人对边疆的注意。
”本书最后一章是《青海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指出：“在地理上，青海的地位，界乎赤白两帝国
主义之间，假如一旦突然有不幸事件发生，其影响所及，决不单是当地某某军人或某某民族问题，而
是整个的国家和整个的民族问题。
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们，不要再像以前东北一般让狰狞的外国人来代我们注意
她，我们自己应当一起来维护她，痛惜她，不要让这块好好的河山，不闻不问的任其长在黑暗势力的
统治之下，过惨苦的生活！
”这种结论是本书的出发点逻辑性地导致的。
首篇与末篇的这种对应关系，表明本书对青海的叙述是在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框架之中进行的。
    上述忧患意识并非仅仅为考察团独有，而是为本书的关联人士共有。
孙科(1891—1973)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不仅表达了同样的忧患意识，并且在更大的背景上对相关问题进
行了阐发，将蒙古、西藏问题纳入进来。
曰：“夫外蒙我之北屏也，执国人以蒙事问之，吾知其必不如俄人习之之深也；西藏我之南障也，执
国人以藏事问之，吾知其必不如英人探之之详也。
坐是外蒙遂被胁于俄，西藏遂受制于英。
今则关东、热河，且沦于日矣，亦由日人觊觎久，而驰骋熟，故遂一入而不可御也。
然则吾国虽以地大物博豪于世，使不急谋固圉补牢之术，则边疆诸地，其不为关东、热河之续者几何
！
”因为同样的原因，青海考察团的工作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受到了多方面的关心。
这从《青海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结尾处致谢的对象可以看出。
资助、配合这次考察的有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有经济界人士，有新闻出版界人士。
    显然是因为有这种进行爱国宣传的自觉，性，因此著者为了扩大考察活动的影响，充分发挥了新闻
、出版等现代媒体的传播功能，并且努力借助国家行政权力。
将通讯报道在上海发行的《新闻报》上连载，连载结束之后又由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无
疑是为了扩大传播范围。
第一篇通讯用张继的话做标题，单行本出版的时候请孙科写序，则是力图通过引入国家行政权力、发
挥名人效应来扩大影响。
张继(1882—1947)早年先后留学日本、法国，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为民国元老，1921年即曾担任
国民党宣传部长。
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后历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国
民党三大至六大中央监委委员、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要职。
考察团出发不久的7月8日上午，在徐州开往郑州的火车上与张继相遇，“中委张继先生”这一称谓中
的“中委”头衔，应当是指张继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职位。
孙科l 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底任立法院长与宪法起草委员会
委员。
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为《到青海去》写序，无意会大大地扩大《到青海去》的社会影响。
    《到青海去》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是1933年中国西北地区的百科全书。
从所涉地域来看，考察团虽然是以青海为目标，但沿途是经过陕西、甘肃等西北省份，著者对这些地
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记录。
因此，《到青海去》展示的实际是陕、甘、青三省的社会全景图。
从内容看，著者是对相关地区的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包括自然状况、行政机构、民族构成、宗教状况
、教育状况、人口、矿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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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读者只要看看各章中的节题和表格即可明白，无须赘述。
这里要强调的是，由于著者具有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性，因此十分关注各地的社会现实状况。
但与此同时，著者也有自觉的文化意识。
组织“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即表明了这种意识的鲜明。
因此，本书在具有现实关怀的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相当的文化深度。
该书的文化内容大致可以区分为三方面。
一是由于相关地区为多民族聚居区，汉、回、蒙、藏等各民族的生存状况、宗教信仰不同，因此该书
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
这方面《金碧辉煌的塔尔寺》、《民和县之复杂种族》、《活佛在番土两族中之权威》诸章具有代表
性。
二是对各地风俗、生活方式的记录。
这方面《用牛粪擦碗的番民生活》、《女权制的番民风俗》、《男女相率结队觅合》诸章比较有代表
性。
此类内容与宗教、民族问题有关联，但又是超越了宗教与民族。
三是文学性的内容。
该书对各地社会图景的记叙具有文学色彩，并且记录了一些民歌，涉及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学，有采风
的元素。
本书中记录民歌的篇目不止一章，仅《化隆县之八宝山》一章，即记录表达男女相悦之情的民歌六首
。
    青海考察团进行西北考察，相关通讯报道的发表、《到青海去》的出版，都已经是将近80年前的事
。
但是，重新出版《到青海去》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进入21世纪，中国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而本书告诉我们，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已经不仅具有自觉
的西部开发主张，并且进行了脚踏实地的工作。
近80年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国内、国外局
势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的某些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书中对西北地区历史的叙述、对资源
的调查，对于今天的西部开发依然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更重要的是，该书的记述是作为现代中国的“历史记忆”存在的，在此意义上它价值永恒。
作为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研究资料，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现代中国乃至重新认识现代
中国。
众所周知，男女平等、思想解放、恋爱自由等等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理想，但是，从前述《到
青海去》所涉西北地区的民俗、生活方式来看，男女平等、思想解放、恋爱自由等等好象从来都没有
成为问题。
由此可以知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可以知道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都市
与乡村、知识界与民间的差异或分裂。
这方面的研究，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来进行。
    最后对校订工作的相关问题略做说明。
    该书出版于1934年，当时使用的是繁体字，新版改为简体字。
但是，考虑到该书不仅是一个历史文本、社会文本、文化文本，同时也是一个语言文本，因此新版尽
量保留原版的语言面貌，对于现在人们已经不太习惯的表达方式，对于“那末”(同“那么”)、“米
突”(同“米”)、“移住”(迁居)、“专门家”(专家)、“时计”(手表)、“记念”(同“纪念”)等今
天不用而当时常用的词汇，均未做修改。
    不过，由于该书为二人合著、篇幅较大，而且初版本的编排和校对有未尽完善之处，因此，为了便
于现在的读者阅读，整本书进行了全面校订。
校订之处未一一注明，仅将校订规则说明于此：    一、原著目录未编号，新版对目录进行了编号，并
将序言置入目录中。
目录中的题目与正文中的题目文字有差异者，以正文为准进行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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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正了个别明显的错别字，重新标点了影响文脉节奏、影响读者阅读的句子。
原著在行文中应当使用句号的地方大量使用了逗号，影响文章层次的划分进而影响了阅读，因此校订
者将许多句号调整为逗号。
    三、原文为竖排本，叙述中举例或说明时多用“如左”一词。
新版为横排本，故“如左”一律改为“如下”。
    四、外国人名按照现在的译法进行了统一。
如“莫索利尼”改为“墨索里尼”。
国内地名保留原貌。
如“郐县”，因“邠”改为同音异体字“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故保留原貌。
    五、原著数据内容只是用分行、分段的形式排列，新版改为列表呈现。
    本次整理《到青海去》所用的版本，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九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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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1933年夏日，为提倡“开发西北”，由顾执中与陆诒组织了“青海考察团”，途经陕西、甘肃，进
入青海，对沿途作了全面考察。
途中写了49篇有关报道，陆续在《新闻报》连载，产生了颇大影响，使“开发西北”广为国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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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孙序 钱序 李序 陈序 自序一 自序二 第一章“不要再一块儿死在东南” 第二章死心塌地在潼关 第三章
呀！
是潼关县的护照吗！
 第四章倒霉的事接踵而起 第五章生命随着汽车在山巅流转 第六章满怀恐怖到平凉 第七章几经险阻到
兰州 第八章万匹骏马奔腾而来 第九章地广人稀的甘肃面积 第十章到拉卜塄的沿途见闻 第十一章众族
杂居的拉卜塄 第十二章拉卜塄的活佛势力 第十三章用牛粪擦碗的番民生活 第十四章女权制的番民风
俗 第十五章拉卜塄的教育状况 第十六章县政府权力只及半条街 第十七章宝藏丰富之甘省矿产 第十八
章骑上骡背进发 第十九章几疑此身在桃源 第二十章四民杂居之乐都 第二十一章行过三峡达西宁 第二
十二章到处莫谈国事 第二十三章西藏人是十足的英国籍！
？
 第二十四章双重捐税下的羊毛市场 第二十五章金碧辉煌的塔尔寺 第二十六章黄金世界的青海 第二十
七章青海羊毛业的检讨 第二十八章尝到了皮筏子的滋味 第二十九章民和县之复杂种族 第三十章乐都
县一片沃野 第三十一章人民只知诵经拜天 第三十二章周围方里之循化县 第三十三章化隆县之八宝山 
第三十四章十室九空之贵德农村 第三十五章佛前滚蛋与油锅捞斧 第三十六章一切建筑不及一教堂 第
三十七章种麦者不得食麦 第三十八章皮毛滞销商市萧条 第三十九章浸沉于曲蘖中之互助县农民 第四
十章男女相率结队觅合 第四十一章共和县男子多栖身空门 第四十二章女子先学养子而后嫁 第四十三
章雹灾大如牛马 第四十四章活佛在番土两族中之权威 第四十五章远处海西之都兰县 第四十六章遍地
皆矿之亹源县 第四十七章青海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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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不作无益呻吟⋯⋯只有紧紧地握住现在！
 继着“九·一八”的创痛之后，在二十二年的三月间，热河又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现在虽然日
本帝国主义为了要略事休息起见，暂时宣告休战，可是屏障已失，日军随时可以进攻，华北的危机，
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啊！
我们计算近几十年来我国领土丧失的速度和面积，真使我们不寒而栗，我们的领土，原来只有一千一
百多万平方公里，现在已经被人占领的有外蒙古、东三省和热河省，一共二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再加
上受英帝国主义操纵而完全脱离我国本部的西藏，又占去九十多万平方公里，总共约有四百万平方公
里，已超过全面积三分之一。
我们常听见一般人夸言“我国地大物博⋯⋯”，可是如果冷静地观察一下，那么便感到亡国灭种之祸
，早已迫在眉睫了！
 但是徒忧愤国难之日益严重，不奋身起来猛干，那末还是无补于铁一般的事实。
因此，处于严重的现时代的我们，已不暇为目前的国难，作无益的呻吟和悲叹；我们只有紧紧地把握
住现在，对于已失的领土，我们当以铁血去收回，对于尚未失去而已经危机四伏的边疆，尤其是广大
富饶的西北，当奋全力以经营它，充实它，以免重蹈覆辙。
 为了要实现我们的目的，于是“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便应着客观环境的需要而产生了，我们大家
准备倾全力，脚踏实地地到荒漠的边疆去努力文化事业，希望由文化的伟力，来推动边疆民众，做充
实边疆开发边疆的工作。
 我们最先准备从青海着手做起，在工作之前，先组织考察团实地去考察，以作将来做边疆文化工作的
张本，同时以考察所得，报告国人，以唤起国人对边疆的注意。
七月三日的下午，我们往青海考察的一个小集团（顾执中、舒永康、汪扬、及陆诒）开始出发，到边
疆去作首次的旅行。
两点半钟的时候，大家都集中在北站，蒙钱承绪先生、章先梅先生、蒋宗义先生、冯肇梁先生及杨霁
明先生等，及几位深情厚谊的密斯们都到站欢送，使我们内心引起无限的感铭和依恋。
 三点钟的时候，车头晌出一声锐利的汽笛声，我们所乘的列车，就从受过“一二·八”炮火洗礼的北
站，缓缓地爬行到大自然的原野里去，我们立在窗边，向着送别的亲友们扬巾示意，终于在怅惘中发
现我们自己已经离别了上海。
 为了数日来的疲乏，在车中竟斜依着睡。
在曚昽中，听从车轮滚动所发出的声调中，似乎在唱着“到青海去——到青海去”。
火车在脚夫的扰嚷声中，到达了南京。
那时因为时间已在晚上十时半，所以我们乘车入城，和《新闻报》驻京采访部俞树立、廖寿昌、曹天
纵三先生见了面以后，便死心塌地去找旅馆休息。
关于团中公事的进行，只好等待一觉睡到天明后，再行着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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